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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heories about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nnotation, types,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ap-
plication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form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analyzed, trying to put forwar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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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国内外以往关于互动式教学法文献的梳理，对其理论基础、内涵、主要类型、特点、意义及目前

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以求对互动式教学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并对目前研究的整体情况进

行分析，尝试提出互动式教学法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教学方法，互动式教学法，建构主义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6066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6066
http://www.hanspub.org


袁明月，李庆丰 
 

 

DOI: 10.12677/ae.2017.76066 416 教育进展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教学方法是影响教育质量的根本因素[1]。教学方法不能适应培养目标的变化，是影响大学教育质量

提高的重要因素。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开展的“清华大学本科教育学情调查报告”显示，在与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 5

大可比指标上的比较中，师生互动指标与美国同类大学的水平差距较大，具体表现为清华学生较少的提

问、被提问和口头报告，较少参与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教师在课堂上更多讲解的是成熟的体

系知识，注重知识的传递和灌输，师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学生只是简单的接受，缺乏积极主动的思

考；教师缺少对学生高级思维模式，如分析、综合、判断和运用能力的培养[2]。同时根据别敦荣教授的

研究，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而目前大学中的教师大都没有接受专门的教学方法

训练,很多教师都是拿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后直接走上讲台的，因而导致了教师在讲台上自我表演，学

生充当看客或听众的教学现状，而教学信息完全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1]。周远清会长在 2011 年高

等教育国际论坛上所做的报告也指出，目前我国大学教学中依然普遍存在填鸭式教学方法盛行、“重教

轻学”严重和缺乏师生互动等问题[3]。 
面对乏陈无味的“灌输式”教学，学生表现的更多是兴趣寥寥。根据麦可斯的研究，目前一些高校

的课堂普遍存在“沉默”加低头玩手机状态，甚至在京“985”、“211”院校也存在着“有偿代课”这

种“不能说的秘密”[4]。当前的教学面临着“教师讲课，学生睡课”的困境。在社会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学校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境况下，在学生自身越来越信息化、活跃化的现状下，如何打造比学生

手中的“流量”更具吸引力的课堂，成为教育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哈佛大学在一项关于学生学习成效的

评估调查中发现，学生们被动式学习，导致学习效果很差，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必须调整，

不能仅是单向的传授知识，而是要成为与学生一同探索的伙伴或协作者[4]；茨达齐尔也提出学习应当是

一个以学习者积极主动为基础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而齐科瑞等(Chichering et al., 1987)早在影响深远的“优

秀本科教育的七项实践原则”中就明确提出：“课堂内外的生师互动是发展学生学习动力和促进学生卷

入度的最重要因素[5]。针对以上关于教学互动的论述，马志远对教学互动和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实证研究，结果证实，教学互动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积极影响[6]。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大迈步阶段，为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为改

革传统教学方法所带来的弊端，为迎合信息化的时代潮流，教学的主战场已从教师、教材转向学生。互

动式教学法强调师生间的平等互动，为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创造完满条件。综上，对互动式教学法进行研

究将对有效教学活动的探索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着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 

2. 互动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从字面上看，“互动”无疑是互动式教学法的核心所在，互动式教学法的灵魂在于在课程中营造的

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探索一种有别于传统以“教”为重的新的教学范式。依此溯源，这种新的教学范式

起源于建构主义的后现代课程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互动式教学法的重要理论基础。自皮亚杰在其“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建构主义后，得到了普利高津、杜威和布鲁纳等人建设性的发展。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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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学习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也不是简单被动

地接收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

义。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学习者自身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的，取决于特定情况下的学习活动

过程。否则，就不叫理解，而是叫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是被动的复制式的学习。课程是通过参与者的

行为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7]。互动式教学法主张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师在其中的角色被重新构建，多尔在其后现代课程观中称其为“平等中的首席者”[7]，强调学生对知

识的自我吸收和内化。这与建构主义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是对多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互动式教学模式不仅包含建构主义理论、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学习理论，还包括交往行为理论等。

认知发展理论强调认知发展不是一种数量上简单累积的过程，而是认知图式在不同的情境中不断重建的

过程，互动式教学同样强调学生在情境中的自主建构。人本主义思想强调教学不仅是关注认知的发展，

更关注学生情感、兴趣、动机的发展，注重对学生个体的培养，这与互动式教学法所强调的“以学生为

中心”不谋而合；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基本理论认为生活世界是由社会、文化、个性在日常实践过程中

编织成的一个互相作用的网络，运用到教育领域表现为倡导主体之间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尊重和理

解，在互动式教学法中体现为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互动式教学法基于对多种理论的融合创新，结合当

前互联网技术，实现多维多元的互动路径，在建构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进行发展。 

3. 互动式教学法的内涵 

互动式教学法最早起源于被誉为哈佛大学法宝的“案例教学法”，后经发展将一系列强调师生间互

动的教学方法共同归纳为互动式教学法。 
目前对于互动式教学法内涵的讨论还未见定论。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金一认为互动

式教学法是从现代教育理念出发，以满足同学求学有效需求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人才的需要，促进教

师自身水平与教学效果的提高为目的，通过教与学全方位的相互促进和沟通达到上述目的的过程[8]；任

红杰认为互动式教学是通过师生互动促进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教学模式[9]；张西茜认为

互动式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由教师引导从师生对话逐步过渡为生生对话的教学过程，是师生、生

生之间通过交互影响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互助合作的教学方式[10]。 
国外互动式教学法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利用互联网、Clicker 等工具进行在线互动的时代，对互动式教

学法的研究也逐步偏向于对各种互动工具的应用。Biddulph 认为互动式教学也被称为聚焦式教学(focused 
teaching)，包括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等基本形式[11]；SAVA Raluca 认为互动式教学法是一种

现代的教学方式，是一种学生和教师之间交换思想、知识和经验的工具，特点是积极合作和主动参与[12]；
同时，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K. J. Bai 提出多维互动教学，在教学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致力于构建

新型师生关系，他提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CAI 软件(计算机)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提高教学

效果[13]；S. T. Huseynov 提出计算机可视化理论下的互动式教学的应用[14]，Maria 提出互动式教学工具

——clicker 的使用[15]，clicker 作为一种 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是一套用于在课堂中进行实时反馈

并支持师生互动的教学系统。它由手持键盘、无线主控基站和数据处理软件三部分组成。在教学中使用

该系统，学生可以通过手持键盘对教师的问题进行即时反馈。目前像国内清华大学团队开发的雨课程、

南京大学桑新民教授团队等开发的基于手机的师生实时互动教学系统；北京工业大学沈震团队开发出了

基于手机端的智慧教学软件平台，都是利用手机实现师生在线实时互动交流，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效果。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对互动式教学法进行定义时所运用的措辞不同，侧重的角度也不同，但其核心观

点却是一致的，即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从这个角度尝试对互动式教学法的内涵进行归纳总结：互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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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学主体双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课上老师通过各种形式抛出问题引导小组

讨论、组织辩论赛、学生演讲、实验操作、眼神示意等；课下师生交流，共同备课，组织实践活动等各

种形式的互动，从而达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以使教学双方都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激发教学主体

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 

4. 互动式教学法的主要类型 

叶澜教授曾说，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互动式教

学法以其不同的变式应用于具体的课堂中，使课堂重新焕发出动态的生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将互

动教学法根据互动环境、互动主体和互动具体表征为标准进行如下分类。 
以互动环境为标准。分为课上互动和课下互动。课上互动指教学主体在班级课堂环境下进行的以教

学为主的一系列活动；课下互动包括课前和课后两部分，课前师生对教案的探讨和生生合作对教学内容

的准备，课后则包括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追踪和学生对教师的反馈等。 
以互动主体为标准。分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生生互动又分为生个互动和生群互动。师生互动又

有不同类型的划分。英国学者艾雪黎(B. J. Ashley)等人根据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体系的观点，把师生课

堂互动行为分为教师中心式、学生中心式、知识中心式三种；利比特与怀特(R. Lippit & White)等人根据

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把师生互动划分为教师命令式、师生协商式、师生互不干涉式；安多(Endo et al., 1982)
的研究将师生互动分为正式生师互动、非正式生师互动[5]；国内吴康宁等学者也对其做了详细的研究，

根据教师行为对象分为师个互动、师班互动和师组互动；根据师生行为属性划分为控制—服从型、控制

—反控制型、相互磋商型[16]。 
以互动具体表征为标准。一为提问激发式，即教师通过对教材中关键问题的提问，引导学生思考，

推动课程进展；二为主题讨论式，将主题法和讨论法相结合，从某一个教学主题出发，引导学生就问题

进行讨论；三为案例教学式，以案例为基础，教师提出某一个案例，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

励学生就案例进行讨论，寻求解决之道；四为实践教学法，即为学生创造条件，使学生参与到实践当中，

亲自动手操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五为情景模拟法，教师还原教材中特定的情境，学生模拟某一岗

位或扮演某一角色，在此背景下进行技能训练或情境体验。 

5. 互动式教学法的特点 

互动式教学法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在对其教学观和学习观的发展中，形成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师生角色的平等性，注重情境和实践，强调合作。 
强调师生角色的平等性。Dickinson 提出在交互式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关系是对等的[17]。互动式

教学彻底打破教师的“一言堂”模式，使教师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变成一个“大学

生”，而学生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思考者。课堂由教师的“独角戏”场所变为“全民大舞台”，充

分开发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在课上课下提出问题，对学生的发言进行鼓励和肯定，

培养学生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让学生从以往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转变学习态度，树立为自己学

习，建构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变为学生的合作者，促进者和引领者。根据多尔的

说法，教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其作用并未被抛弃，而是由外在的专制者变为内在的情境引领者[7]。 
师生的平等不只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课前准备阶段。武汉大学的周玄毅教授提出，互动式教学

应始于互动式教案，课前学习材料和教学内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探讨。充分利用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

贝尔提出的“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在每一堂课之前教师提供给学生一定的引导性和拓展性材料，这

些学习材料能够清晰地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概念和新的学习任务关联，为新的学习提供概念上的固定点，

增加新旧知识之间的可辨性，以便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下一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互动式教学模式并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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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于课堂上的各种互动形式，从师生共同参与的教案设计开始，使学生的意见和想法充分融入进教案中，

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一个自觉性的认识，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 
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核心即在于“师生间平等的互动”，互动式教学注重师生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强

调通过构建和谐的课堂气氛和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使师生之间坦诚的进行对话。教学的中心由以教师

为主转向了以教师和学生并重。 
注重教学情境的实践性。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生存在具体的、情境性的、可感知的活动之中的，而

不是如传统教学观所认为的，抽象的符号性的概括性知识可以迁移到各种情境中。因此，建构主义要求

在真实或类似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只有学习与情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被人所理解。

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在强调情境性的同时，注重学习与实践的关系，纸上谈兵并不能使学生产生深层的

理解，要使书本上抽象的符号和文字在实践中被学生内化和吸收，从而在生活中能够进行合理的迁移和

运用，完成教育现代化所要求的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育目标。 
情境模拟法和实践教学法作为互动式教学模式中两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起到了不可小

觑的作用。教师针对教学内容中容易使人触景生情的部分，设置高度拟真的情境，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

中独立的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以使学生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从而加深记忆和理解，也增强其今后

在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的做到学以致用。其中包括角色扮演、即时演讲、辩论等多种形式。

互动式教学模式同样注重实践训练。尤其是在当下的工程教育教学中，将互动式教学法应用于工程实训

和毕业设计中，对提高工程教育的有效教学有着显著作用。 
提倡教学主体之间的合作。“合作”即“互动”的一种形式。合作是互动的衍生品。互动式教学的

核心在于“互动”和“教学”。“互动”即两个以上个体所产生的相互交流行为。上文已经论述了学者

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互动式教学进行的分类，而抛开这些分类的角度不谈，这些方法都是合作的不同形式。

只要有“互动”，便有了“合作”。在互动式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合作者，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引起大

家的思考和讨论，也可以通过抛出一个问题和大家共同交流，还可以组织小组合作共同解决某一个问题；

学生作为合作者，一个观点，一个创意，都可能给聆听的同学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小组中的合理分工，

学习资源的共享，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共同讨论学习问题，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知识体去贡献自己的知

识体系，同时在思维的碰撞中互相影响，在已有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 

6. 互动式教学法的实施意义 

在高等教育现代化“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推动下，在一流大学一流人才培养建设的进程中，回归

教育初心，回归人本位[18]，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互动式教学法以其“学生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为教学改革的发展助力。 
有利于调动师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互动式教学法使教学活动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不

同于以往的任务型学习，在互动式教学中教学变成了一种探索活动，教师和学生都乐在其中，共同追寻

学习的乐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正宗拥有者，而是同学生一样变成探索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接受的旁

观者，而是在教师的带领下走上一条探索知识奥秘的寻宝之路。教师成了学生中的一员，成为寻宝的领

路者，学生对教师和学习的排斥都会以一种不知不觉的形式消弭。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再单纯的

当教学是一项工作，每天都以探索和接受新知的态度去和学生交流、碰撞，教学活动于两者来说都不再

是枯燥无味的以考试为最终目的的任务。正如方正松所说，互动式教学法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调动

了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并且立足现实，能够及时对学生给予引导[19]。 

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要求民主平等；尊师爱生，即学生尊敬教师，尊重教师

的劳动和人格尊严，对教师有礼貌，愿意协助配合教师工作，虚心接受教师的指导；教师热爱学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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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了解关心爱护；教学相长，即教师促进学生的学，教师可以向学生学习，学生可

以超过教师；心理相容，即教师和学生在心理上是协调一致的，在教学过程中是师生关系亲密，情感融

洽、平等合作。互动式教学中强调的师生关系正是新型师生关系的体现。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使得课堂气氛更加和谐，使教师与学生相处更加融洽，缩短生师生之间的距离[22]。师生在

课堂情景的构建中变成合作者，教师摆脱其身份桎梏，师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流，达到真正的教

学相长。 
为终身学习理念筑基。互动式教学理念强调课前准备，课上实施，课后反思三个阶段，致力于培养

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创造力。自 1956 年保罗·朗格朗在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上提出“终身学习”一

词后，迅速成为一种教育趋势席卷全球。现代科技使日新月异成为了现实，社会在服务人类的同时向人

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终身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需要变成一种必备技能。互动式教学法的培养理念与终

身学习所要求的素质不谋不和，恰当的使用可以为终身学习理念的培养筑基。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简单来说就是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接受程度。史静寰教授在对师生互

动所做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生师互动是促进学生教育收获和教育满意度等教育结果的有效因素[5]。保

罗·佛莱雷说过，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与传统教学法相比，

互动式教学法更注重师生间的交流，照顾学生的真实感受，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增强学生的

参与性、冒险性和坚韧性，相比于被迫接受，主动建构更容易产生有意义学习，而教师也在整个过程中

拓展了自己的视野，锻炼了教学技能，无形中提升了整体的教学质量。 
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跳脱死板僵硬的规定，摆脱字斟句酌的一贯模式，使师

生的思维从传统的定势中跳脱出来，错和对变成一种相对概念，答案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使

每个人的思维都能打开一扇新的窗，在师生具有了表达的自信之后，创新的才思必将泉涌。在互动式教

学的课堂上，教室不再局限于那一片四方的天地，思想没有边界，想象拥有力量。在这种开放的氛围中，

创新精神会冲破束缚，在老师和学生的头脑中迸发，从而达到教学相长。 
推动教学评价模式变革。互动式教学的成绩评定要求以对学生的全面考量进行，而当前以成绩为主

要考核方式的考核体系并不符合互动式教学的要求。因而，成绩评价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将以考试为

主的评价方式变为多元评价，实行学生成绩评定综合化，授课效果将发生质的变化[20]教学评价模式的变

革会对应试教育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缓冲，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迈出全新的一步。 

7. 互动式教学法在应用中的问题 

教师教学理念陈旧，运用不完善。金一和任红杰都认为互动式教学法在应用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一

些教师对互动式教学缺乏积极性”，主要原因是教师教学观念陈旧，不能及时更新教学理念；二是“一些

教师还不能合理运用互动式教学法”[8]。由于互动式教学法由国外传入，在我国的传播属于理论先行，

一些教师对互动式教学法的了解仅留于表面，同时不少教师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抵触和自身科研时间的安排，

忽视了对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探索。除此之外，教师在应用中与理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普遍存在

互动范围小，方式少，课外互动少的问题。目前互动式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关注于课上的互动，课堂

结束后较少得到反馈和反省；且互动的方式少，资源的利用率不高。于文超在互联网背景下对互动式教学

法进行研究后，通过分析问卷得出“师生之间的互动并未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的结论[21]。而美国学者

A. Sumner 也早就提出在了在线互动的方法，但在我国的实践中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推广落实。 
学生学习理念被动，缺乏主动性。根据莫闲对北京、上海、江苏地区 8 所高校 298 名全日制本科在

校大学生的学习动机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学习动机整合水平整体偏低，多数大学生学习动机整

合水平停留在内投调节水平以下，尽管他们能够完成学习任务，但他们不能享受学习活动，甚至不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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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学学习的要求，在学习上被控制感强烈，自主性水平偏低，常产生内心冲突[22]。学生并未意识到自

身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主要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过深，在过去的课堂中，教师普遍采用满堂灌的

教学方式[11]，忽视了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培养，使学生在教师布置的任务之外感到无所适从，使

得不少大学生存在“空心病”症状。 
学科应用不均衡。目前，国内外关于互动式教学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几个固定的学科，如体育、英

语、音乐和医学等，在工程专业领域中应用较少。我国学者吕爱民指出，尽管工程专业有其自身的学科

复杂性所限制，但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日益加快，特别是现代高科技不

断发展，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标准也越来越高，社会与企业看重的是高校培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

是否具有迅速学习、合作共事、自主创新的能力与素质[23]。这也就要求互动式教学法在工程领域发挥作

用。由于工程教育重实践的特性，不少学者认为，工程实习是规模最大的互动式教学[19]，而课程和毕业

设计是高校工科互动式教学的主要方法[23]。教师要对这一特殊情况进行关注。使互动式教学法为工程教

育的有效教学发光发热。 
评价制度及客观条件阻碍其发展。传统的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的评价模式使学生缺乏对互动的积

极性，以成绩为中心的成绩评价模式阻碍了互动的开展。在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认为课堂的互

动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成绩上的利处，只有最终考试成绩才是值得花费心思的。从而导致学生缺乏对于课

堂互动的积极性。基于对教学客观条件的分析，大班授课增加了教师教学实施的难度，也大大减少了师

生交流的机会。大班授课下，学生人数较多，教师不能全面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感受，同时由于时间

的限制，能得到发言机会的同学也相对较少。Alexander Ishkov 则认为在小团体中使用互动式教学法可以

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帮助学习者实现更深层次的学习[24]。 

8. 已有研究评述 

关于互动式教学法的研究在我国起步的时间晚，发展的速度快[25]。自 1999 年来，我国学者在互动

式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上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国内对互动式教学法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理论、医学、声乐、英语等几个学科。而国外在心理学教育(Collins and Stevens, 1984) 
[26]、化学教育(Diab1990) [27]和生物教育(Arwood, 2004) [28]等领域，互动式教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根据整理，国内外在对于互动式教学法在体育、英语等学科的应用研究已渐趋成熟，但在工程教育领域

中应用的研究较少。国内外仅有几位学者结合具体学科对其进行了一些论述，但整体较为零散，并未形

成体系。整体来看，关于互动式教学法在工程教育中应用的研究还并未得到广泛关注。尽管工程专业有

其自身的学科复杂性所限制，但在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的驱动下，工程教育内部呼吁新的教学方法。因

此，在工程教育中对互动式教学法进行探讨成为一件很有必要的事。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外学

者开始致力于在互联网背景下研究在线互动式教学法和互动工具的应用。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着力关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互动式教学法在工程教育中应用研究。着力

于探讨如何运用互动式教学法培养卓越工程师及如何提高工程教育的有效教学；二是互动式教学法的应

用时间分配。在教学过程中，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发展，不可能只依靠一种教学方法[29]。
尽管互动式教学法有着诸多的优点，但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不可一用到底。一堂好的互动式课堂中各种教

学方法的时间分配也还是需要不断研究的方向。三是将互动式教学法与互联网有机结合。“互联网+”教

育已经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从互动工具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将会成为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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