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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沉默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涉及学生、教师以及教育环境。为了实现真正有效的教学，

重建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交流关系至关重要。课堂沉默的主要原因涵盖了交流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衡、

教师提问方式的单调、教学方法的单一性以及个别学生因素的影响等。为了解决课堂中的无声现象，需

要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其中包括构建一个交流共同体、改变课堂提问的角度、调整教学策略等措施。

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课堂静默现象，激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取得更好

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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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lence in the classroom can be caus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ruly effective teaching, it is essential to re-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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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mocratic and equ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main 
reasons for classroom silence include the imbalance of status betwee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the monotony of teachers' questioning methods, the singularity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in-
fluence of individual student factor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henomenon of silence in the class-
room, classroom teaching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se include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u-
nication, changing the angle of question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adjus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hrough these methods, the phenomenon of silence in the classroom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students can be motivated to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
ing and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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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极主动的课堂环境对学生成长和学习具有促进作用。当前，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日益加强，在

提出建设“双一流”高校目标的同时，还提出了要加强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作为本科教育的前沿阵

地，大学课堂自然是重中之重 [1]。所以，当课堂沉默现象发生时，不仅影响着课堂交流的进行，也对课

堂教学秩序、教学节奏及教学效果产生连带影响。 
对于课堂沉默现象的关注，最初源于对“哑巴英语”的相关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

无论是英语课堂还是其他学科课堂，中国学生一般比外国学生更安静、更沉闷、更不愿意在课堂上表达

自己的观点 [2]。一般情况下，高校课堂中的沉默现象会受到学生的参与度和师生互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学校教师及学生需要三方合作才能真正有效地打破课堂沉默的现象，有效地提高大学生在课堂教

学中的参与程度，互动程度，最终努力实现高品质的大学课堂教育 [3]。 
基于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大学课堂沉默现象与教师教学活动关系的探究，分析学生课

堂沉默背后的多重原因，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 

2. 高校课堂沉默现象存在的问题 

学生沉默现象的出现，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问题，其中包括学生个体因素、教师授

课方式、学科特点等多种因素。 

2.1. 学生个人因素 

学生个体因素是指学生自身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等因素，在课堂上对他们的沉默与否有影响。

一些学生天性内向，性格比较害羞和安静。在课堂环境中，他们可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担心在众

人面前暴露自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沉默。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引用箴言如“言多

必失”、“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谨言慎行”等，这些格言强调谨慎言行，导致学生从小就养

成了多倾听、多观察、少表达的谦虚习惯 [1]。这种内向的性格可能导致他们在上课时选择保持沉默，不

愿积极参与班级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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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生自信心不足也是导致课堂沉默的重要因素。一些学生缺乏对自身能力和观点的信心，担

心他们的发言会受到他人的批评或否定。这种不自信可能导致他们在上课时选择保持沉默，不敢表达意见。 
此外，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可能影响他们是否在课堂上积极参与。在某些文化中，学生可

能更习惯于保持沉默，不愿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从而可能影响他们在大学课堂上的表现。 
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不足是导致大学课堂沉默的原因之一。因语言障碍，部分学生难以理解教学内容，

从而在课堂上感到不安，不敢积极参与讨论。这种语言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保持沉默。因此，大

学课堂中学生沉默的个体因素包括性格、自信心、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能力等。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教

师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鼓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课堂互动，提升教学效果。 

2.2. 教师教学方法 

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参与和成绩，造成学生有默不作声的现象。

如果教师过分强调传授知识，而忽视了与学生互动引导他们思考的环节。那么，大多数学生就只是被动

听课，此现象则会造成学生在知识互动上处于沉默状态，在知识学习上缺乏主干之间的沟通；在师生之

间，学生总是缺乏筛选性的被动记录 [2]。 
此外，传统的单向教学方式使学生变成被动接收者，缺乏参与课堂互动的动力，因而选择保持沉默。

具体表现为：教师点名发言可能让学生感到尴尬和压力，导致他们不愿积极表达，尤其在大型课堂中更

甚。此外，教师的回应也影响学生是否参与。教师消极评价或批评学生的回答，会让学生担心受否定，

从而选择保持沉默。 
另外，教师对课堂互动的管理和引导，也是影响学生沉默与否的关键要素。如果教师没有适当地激

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没有适时地给予鼓励和支持，学生就可能觉得参与的动力不足，从而选择了沉默。

因此，教师的教法因素对高校课堂上学生的无声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教师则需要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课堂互动意识，使他们明白课堂质量的高低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决定的，从而主动了解教师的教

学活动，从而达到教师和学生共同发展的目的 [3]。 

2.3. 学科特点 

学科的特点会影响学生是否在课堂上沉默。某些学科内容较为抽象和理论化，例如：数学、物理、

化学等学科。面对这些具有抽象概念的学科，学生可能需要深入理解一定的理论知识才能进行有效陈述

和课堂互动。 
另一方面，一些学科强调实践性，例如工程学。在这些学科中，学生可能更愿意参与小组讨论和表

达，因为他们可以基于自己的实际体验和感受发言。与理论性学科相比，实践性学科可能更能激发学生

的兴趣和参与度减少沉默现象。 
此外，不同学科的教学形式也可能影响学生是否保持沉默。在一些学科中，教师可能更多地采用传

统的讲授式教学，学生更多地被动接受知识，这可能导致学生参与互动和表达较少。而在另一些学科中，

教师可能更倾向于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自主讨论，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表现。 
同时，不同学科的学习目标和要求也会影响学生是否选择保持沉默。在某些学科中，学生可能更关

注于掌握知识点和取得考试成绩，而可能忽视了在课堂上表达观点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保

持沉默，以确保获得稳定的学习成绩。因此，学科的特点因素在课堂沉默现象方面具有一定影响。教师

需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灵活地运用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减少学生保持沉默

的现象，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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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课堂学生沉默现象带来的影响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课堂沉默现象形

成后所带来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 

3.1. 影响教学效果 

一、学生的沉默可能导致课堂失去活力和互动性。当学生不愿意参与课堂互动提出他们的观点时，

课堂教学可能会变得单调和呆板，师生间缺乏积极的讨论和交流，进而影响课堂的活跃度和吸引力。 
二、沉默的课堂也会让教师难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理解程度。教师通过学生的参与和回答问题，

来判断他们是否理解教学内容，进而进行及时的教学调整和辅导。但是，当学生保持沉默时，教师很难

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可能导致教学进度和效果不如预期。 
三、学生的沉默还可能影响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果学生长时间在课堂上保持沉默，

可能会感到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知识掌握。 
四、此外，学生的沉默还可能导致课堂中讨论和思维碰撞的缺失。课堂讨论和互动对于学生的学习

至关重要，通过与同学和教师的交流，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拓展思维。然而，当学生保持沉

默时，这种思维碰撞和启发可能受到影响，从而限制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高校课堂中学生的沉默现象对教学效果有多方面的影响。教师应认识到学生保持沉默的重要

性，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学生参与互动，在课堂上营造积极的氛围，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3.2. 学生增加学习障碍 

大学课堂上出现的学生沉默现象，对学生增加学习障碍有多方面的影响。 
学生的沉默会导致他们错过与老师、同学在课堂上的有效互动。课堂是重要的学习场所，学生通过

与老师、同学的交流互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澄清疑虑，拓展思维。但是，当学生选择沉默时，

却不能参与课堂讨论和思辨，造成学习障碍的增加。 
学生的沉默让他们在解决问题和学习上感到孤立无援。在课堂上，学生可以通过提问、互动等方式

获得帮助和支持，但在选择沉默的时候，却很难得到及时的引导和解答。这样可能会增加学生对学习的

迷茫和不安，给学习增加障碍。 
学生在课堂上沉默不语，可能会导致学习动力降低。课堂上积极的互动与表达，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帮助学生对学习保持热情。但是，当学生选择沉默时，可能会觉得参与的动力不足。有些学生在

面对自己不感兴趣，或者认为不重要的课程时，只关注自己的事情，认为只要混学分就可以了，不太愿

意去理会老师试图在课堂上进行的互动和交流，给互动课堂的形成制造了对学习有抵触情绪的难题，从

而增加了学习的障碍 [4]。 
学生的沉默现象可能导致他们的知识面和理解深度不够。课堂上的讨论与互动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所

学知识，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然而，当学生选择保持沉默时，他们可能会错过这种机会，影响他们

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从而给学习增加了障碍。因此，大学课堂中学生的沉默现象可能会在多个方面影

响学习。教师应认识到学生沉默对学习的影响，积极采取鼓励学生参与互动的措施，创造积极的学习氛

围，减少学生沉默现象，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4. 高校课堂沉默的教学应对 

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现象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这需要我们正确对待课堂中的沉默现象，积极将

消极的沉默转化为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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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构建交往共同体，主体间进行公平对话 

为了解决学生课堂上的沉默问题，需要推动同伴之间的公平对话。 
首先，建立协同互动的课堂模式至关重要。在教学过程中，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指导模式和学生

被动听课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逐步地，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培养学生之间合作与互动，以及与教师之间

互相配合的教学环境。 
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丰富课堂协作形式，创造能够促进交流对话的实践，因为语言是人类表达自

己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工具，通过语言的沟通可以传递思想和观点，所以，语言沟通是思想碰撞的基础 [5]。
常见的例子有基于展示性的教学、翻转教室以及同伴辅助小组。参与这些课堂实践活动，可以增强学生

的勇气和沟通能力，从而在对话过程中达到同伴平等。 
其次，提升教师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合作

与互动，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需要不断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一方面要培养引导技能，

全面掌握教学技巧，以推动课堂有效的互动。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拓展理论视野，积累广泛的知识面，

确保自身的学科知识始终保持在前沿。同样，激发学生的热情也很关键。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要模

式仍是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教师主导整个课堂，而很多地方院校由于教室紧张，采取大班授课制，

这样师生交流更互动性更少，不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6]。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发挥积

极作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沟通意识，提升互动的规范性，促进课堂互动的生成。另外，教师还应重

视学生的个体差异，让学生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才能，培养自己成为有观点的个体。此外教师还可以

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一方面激发学生的主体责任，培养学生的言谈举止意识，在交往中不断提高规

范性，促进课堂互动生成；另一方面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优势和特长，把学生培养成有主

见的个体 [7]。 
总之，要解决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问题，需要促进同伴之间的公平对话。构建协作式的课堂环境，

提升教师的引导作用，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努力旨在创造鼓励开放交流和互动的

氛围，为更加参与式的教育体验做出贡献。 

4.2. 转换课堂提问视角，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应该提问，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提问，以确保学生对问题有深刻

的理解。这需要教师从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整合已掌握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在类似情境中应用概

念，得出更广泛的结论。 
此外，教师的提问方式应该灵活多样，而不是机械僵化的。例如，当需要澄清概念时，可以采用分

类式的提问；在鼓励自主学习时，可以使用引导性的问题；在引入新话题时，可以使用启发性的提问等。 
面对课堂提问，如果教师对同一个问题一成不变地使用相同的方法，不仅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还可能导致课堂单调乏味。相反，当教师不断变换提问方式和角度，呈现出新颖独特的感觉时，不仅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拓展他们的思维和视野。 

4.3. 调整课堂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长期养成的交际习惯，对学生严肃的回应，使学生对教师讲课、学生听课

的传统模式产生恐惧心理至关重要 [8]。不断地调整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与他们的认知思维相协

调，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增强学生的知识获取感和成就感，目的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提高积极性

和主动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0


张宇尘，辛俊德 
 

 

DOI: 10.12677/ae.2023.13101190 7664 教育进展 
 

首先，教学策略需要进行调整。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处于主导地位，被视为知识的权威。尤其

是在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客体的等级制教学模式下，以及严格的课堂管理措施下，教师的权威形象

被强化。这可能导致学生不愿意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从而造成严重的课堂静默现象。因此，通过调整教

学策略，可以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可以通过重新设计课堂布局、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技能、改进课堂教学模式以及促进师生互动等多种方式来实现，从而鼓励学生更积极

地参与。 
其次，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个性特点、

知识水平和能力层次。教师需要了解学生所面临的挑战、疑虑和困惑，以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位学生，并

为他们提供表达自己的机会，从而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和积极性。这种关注个体差异的做法有助于创造一

个包容性和鼓励性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课堂中得到有效的教育，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 
另一方面，教师要培养学生思考的习惯，在信任学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沟通和交流，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使学生和教师在相互认同和接纳的过程中，能够认真地去思考问题。从而养成学生良好的思

考习惯 [9]。 

4.4. 正确认识学生个体因素，构建课堂生态环境 

教师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和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能够对学生的性别差异、学习风格、语言特点、自

我观念等形成稳定的认识。如果在课堂教学设计中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就可以预见和评估可能出

现的教学结果和课堂静默的情况。通过对课堂的预判，他们可以制定相应的策略，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一

个和谐的课堂生态系统，以缓解无效的课堂静默现象。 
首先，构建开放、和谐的课堂生态系统对于提供一个有利于学生课堂学习的环境至关重要。和谐的

生态系统是课堂中学生自主发展的关键要素。优质教育强调合理构建教育生态系统内外的环境因素。教

育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而课堂作为这一微观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需要一个开放和和谐的环境。这

有助于培养和支持学生的自主发展，推动学生从不自信到充满信心的言论转变。 
其次，教师需要正确理解课堂的静默。教师在课堂上面对沉默时，要认识到学生是具有独立思维的

个体。当教师意识到课堂上存在静默的情况时，可以运用适当的停顿和静默，让学生通过深思熟虑的静

默来积极参与学习。另外，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自我表达权和参与课堂讨论的权利，鼓励和支持学生在课

堂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够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减轻课堂静默现象。同

时，教师还应具有良好的教学艺术和较强的教学监控能力，以便更好地对课堂静默进行控制和利用 [10]。 

5. 小结 

高校课堂学生沉默现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学生个体因素、教师教学方法以及学科特点等多方

面原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教师和学校共同努力，积极运用互动教学方法，并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

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高校课堂成为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实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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