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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动学生课堂参与能够塑造良好师生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在对某中学《经

济生活》调查发现，师生对课堂参与认识不足，学生参与面不广和参与度不深等问题，影响到学生课堂

参与的效果，需要提高师生对课堂参与重要性的认识、营造良好的课堂参与氛围、培养学生参与意识和

参与能力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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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izing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class can shape a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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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ir study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Life in a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lack under-
standing of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nd students do not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class. It is neces-
sary to impro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lassroom participa-
tion,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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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课堂有效参与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能积极主动参与各种教学活动，以积极的状态回应课堂，

能够自主高效、创造性地达成多重学习目标，并学有所获，享受学习的过程，它包括行为参与、认知参

与和情感参与。 

2. 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塑造良好师生关系 

调动学生课堂参与需要把学生当成课堂的主人。课堂教学中，如果要实现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

主体人格的完善，教师就需要充分了解学生，多与学生交流互动；还需要自然而亲切的教态，对学生真

诚的喜爱和尊重。教师调动学生课堂参与表现出来的亲和力，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在课堂

参与过程中得到尊重、快乐、成就感的体验，更加自尊、自爱和自信，从而有利于构建平等、和谐、民

主的师生关系。 

2.2.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课堂参与，营造出良好的课堂参与氛围，引导学生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学习热情，带着愉悦、

兴奋的心情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在得到教师的尊重、信任和理解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容易被激发出来，学生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念也容易树立起来，使得学生的学

习兴趣得到提高。 

3. 高中生《经济生活》课堂有效参与存在的问题 

为了了解高中政治课学生课堂参与情况，本文选取某中学高一年级《经济生活》5 个班的 330 名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30 份，回收问卷 325 份，其中有效问卷 310 份；对教师则采取访谈及观

察法。调查发现，《经济生活》学生课堂参与存在如下问题： 

3.1. 对课堂参与作用认识不足 

绝大部分学生认识不到课堂参与的重大作用，导致课堂参与意愿不高。表 1 是“学生对课堂参作用

认识情况”调查表，从中可以看出，有 32.43%的学生认为课堂参与“没有帮助”，53.23%的学生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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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帮助”，仅有 14.34%的学生认为“有大帮助”。 
 
Table 1.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表 1. 学生对课堂参作用认识情况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课堂参与对提高学习成绩是否有帮助? 
有大帮助，愿意参与 有点帮助，不愿参与 没有帮助，不愿参与 

14.34% 53.23% 32.43% 

3.2. 学生课堂参与面不广 

有专家指出：“考察政治教学效率的标准之一，应该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程度。在一堂课上，如

果 70%以上的学生以课堂主人公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教学的全过程，这就可以说是一堂高效率

的课。”[1]从表 1 可以看出，“愿意参与”的学生比例仅为 14.34%，“不愿参与”的学生占比高达 85.66%。

可见，该中学学生参与面不广。 

3.3. 学生课堂参与度不深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可以用参与时间长短和参与表现等指标来衡量。××中学每节课的时间长度为 40
分钟，从表 2 可以看出，课堂参与时间少于 30 分钟的学生比例高达 72.23%，参与 30 分钟及以上的学生

比例为 27.78%。从“课堂参与的表现”情况看，仅有 9.52%的学生“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发言、做笔

记、参与互动交流”，“偶尔听讲”的学生比例约占 80%，“偶尔听讲”和“做其他事情(睡觉、吃东西、

玩手机等)”的学生超过 9 成。综上，××中学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深。 
 
Table 2.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class  
表 2. 学生课堂参与度情况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课堂参与的 
时间 

1~15 分钟 15~30 分钟 30~40 分钟 40 分钟 

41.67% 30.56% 13.89% 13.89% 

课堂参与的

表现 

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发言、

做笔记、参与互动交流 
偶尔听讲、思考、

做笔记 偶尔听讲、发呆 不参与，做其他事情(睡觉、

吃东西、玩手机等) 

9.52% 64.43% 15.42% 10.63% 

4. 影响高中生《经济生活》课堂有效参与的原因 

4.1. 师生对课堂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中学《经济生活》课教师尤其年轻教师认为，学生的课堂参与会影响他们的教学进度，打断上课

思路；不让学生参与课堂一样能考得好成绩；偶尔让学生参与课堂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为了应付有人

听课和上级的检查。 
学生对课堂参与认识也有偏差，认为“参与没有什么意思”，“不参与也能考出好成绩”，课堂参

与的同学是“爱出风头，为了引起别人关注”，等等。 

4.2. 课堂参与氛围不良 

学生只有在教育的外在激励与培养下，才能够充分发挥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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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主体并获得积极主动地发展[2]。不少教师教学观念跟不上时代发展，没有很好树立

素质教育理念。还是停留在“一言堂”，使用“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没有营

造出学生有效参与课堂需要的良好氛围。 

4.3. 学生课堂参与意识较弱 

高一学生由于刚进校不久，对教学环境还处于不断适应阶段，不同程度影响其课堂参与意识。同时，

有的学生认为政治课没有用，导致课堂参与意识较差。从表 3 可见，14.67%的学生“不愿意参与”，50.45%
的学生“迫于老师及压力而参与”，仅有 9.16%的学生“非常愿意参与”。可见，该中学学生课堂参与

意识较弱。 
 
Table 3. Students’ awareness of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表 3. 学生课堂参与意识情况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课堂参与的

态度? 
非常愿意参与 愿意，但难参与 迫于老师压力才参与 不愿意参与 

9.16% 25.72% 50.45% 14.67% 

4.4. 师生课堂参与能力较弱 

1) 教师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能力较弱 
××中学《经济生活》一些教师，尤其是年轻的教师，对如何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办法不多。如不

懂得如何设问来吸引学生回答问题，不懂得表扬的艺术，不懂得用激励的办法来鼓励胆小的同学回答问

题，不懂得启发和引导遇到参与困难的学生。而该中学学生不少来自农村，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自尊心

极强，有时学生想主动回答老师问题，又担害怕“出洋相”。由于得不到教师及时有效的“支援”，逐

渐丧失了参与课堂的信心。 
2) 学生课堂参与能力较弱 
《经济生活》课理论性比较强，知识点多，涉及范围较广，有的内容虽然常见，但比较难懂。如“揭

开货币的神秘面纱”中有关“货币的本质”比较抽象。这些特点决定，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不仅需要

具备一定的经济知识和生活常识，了解课堂参与的一般流程，具备相应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更需要

抽象思维能力和抗挫折能力。但是高一学生相关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对教学的一般规律、《经济生活》

课教师教学的特点和习惯、与其他同学的磨合、思考能力，都有一个观察、锻炼、磨合、适应和提高的

过程。 

5. 提高高中生《经济生活》课堂参与效果的对策 

5.1. 提高师生对课堂参与重要作用的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使师生充分认识到学生课堂参与的重要作用，才能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到课

堂教学中来。 
1) 提高教师对课堂参与重要作用的认识 
教师要摒弃自我中心、满堂灌的落后陈腐观念，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

主动参与跟学生自身的发展是一个统一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也是新课改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3]。为此，《经济生活》教师要彻底改变“课堂参与会影响其上课进度，浪费时间”“既然学生不愿参

与课堂教学，那就自己讲”“民族地区学生能力弱，课堂参与搞不起来”的错误观念和认识，在日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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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多开展一些探究活动，给学生讨论问题、发表观点的机会。 
2) 提高学生对课堂参与重要作用的认识 
要努力帮助学生端正对课堂参与的态度，使其摒弃“认为课堂参与没有什么意思，不参与一样能考

出好成绩”“课堂参与的同学是爱出‘风头’”“我不如人家”“回答错误真丢脸”等错误认识，充分

认识到课堂参与不仅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而且对自己独立思考、语言组织表达、胆量的锻炼等方面

都有促进作用。 

5.2. 营造良好课堂参与氛围 

良好的课堂参与氛围，能让大部分学生主动地参与进来，参与时间较长，参与态度认真，课堂气氛

活跃。教师要努力创造出一种平等、和谐宽松的课堂氛围，减少学生不想或者害怕学习《经济生活》课

程的思想和行为[4]。 
1) 平时与学生多交往，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好伙伴。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作为《经济生活》

课教师，立德树人工作应该贯彻全过程，平时应该抽时间深入到学生的寝室、教室、操场当中，了解他

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思想动态，关心他们的成长和进步，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假以时

日，就一定能够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为开展课堂参与奠定良好师生关系。 
2) 课堂上，尊重民族地区学生的文化和其他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如讨论“民族地区的经

济发展问题”时做好铺垫，先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状况，既要讲结果，更要强调造成这个结果的历

史和客观原因，尤其是要特别指出少数民族同胞为改变落后面貌而勇于开拓、顽强奋斗，为此付出了艰

辛和努力，在党中央英明正确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实现小康社会。这样的介绍，实事求是，又

照顾到民族学生的自尊心，也有利于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时候，再组织学生讨论相关的问题，学

生的参与面和参与度肯定会有更好的结果。 

5.3. 培养学生课堂参与意识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培养参与意识也要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抓起[5]。一是要培养学生课堂学习主人翁

意识。教师要运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手段，把学生当作课堂的小主人。二是要培养学生探究意识。给

足学生们自由探究的空间，例如在学习“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时，可以先让学生自主查找、列举

近期的我国与国际社会发生的热点事件，在上课时再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探究学习，用所学知识分析

这些热点，这既能巩固所学知识，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成绩。 

5.4. 提高师生课堂参与能力 

课堂参与意识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课堂参与能力的提高更为关键，不然就会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1) 提高教师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能力 
教师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能力种类不少，结合该中学《经济生活》课教师具体情况，以下几个方面

的能力需要特别注意提高： 
一是处理课内教学与布置学生课外学习之间的能力。不少老师认为让学生课堂参与时间长、参与度

深会影响教学进度，占用自己的课堂教学时间，这是因为没有能够很好处理教师课内与布置学生自主课

外之间的关系。课内，教师应讲解新课的重点和难点，课外，教师应该提前让学生做好下次参与课堂活

动的各项准备，这样，师生双方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学生课堂参与就能高效。 
二是设问的技巧。提问题是调动学生课堂参与不可或缺的环节。教师如果对问题进行设计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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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带有趣味性，就能引起学生思考和回答的兴趣，学生参与课堂的目的就容易达成。例如，《经济生

活》中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教师可以考虑这样设问：“钱越多越好，对吗？如果是，那国家应该多发

行货币，对不对，为什么？”这比单纯的向学生提问“通货膨胀的害处有哪些”，效果要好得多？此外，

设问要考虑问题的开放性，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使尽可能多的学生能充分发表看法；问题要有一定

的梯度，关注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且能通过教师的点拨、指导，将讨论引向深入等，努力做到人人有

事做，人人有话说，人人有收获。 
三是素材的选用能力。为了让学生有效参与课堂，教师往往根据需要选用一定的素材。《经济生活》

中的素材不少，它们的广泛适用性毋容置疑，但有的素材难以兼顾到民族地区学生的特点，对这些学生

来说未必就是适合的。此时，教师素材的选用能力就显得可贵和难得。选素材有根据教学目标、学生兴

趣、当今热点进行。 
四是课堂气氛调节和管控的能力。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如安排讨论课，容易出现“过于热闹”

和“过于冷场”的情况。某中学学生超过 80%是少数民族，他们身上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要么好动，

上课铃响后还滔滔不绝，不容易静下来；要么沉默寡言，进到教室后就极少说话。“过于热闹”和“过

于冷场”的情况在该中学学生身上相对较多一些。对于前一种情况，教师不应该靠高声喝止来使课堂气

氛平复，要学会把“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及时提醒学生“有理不在声大”，“响鼓不用重擂”。同

时，发现有跑题倾向时，及时提请学生围绕中心、注意抓住关键词来进行。对于冷场的情况，要围绕学

生“舆论领袖”来做些工作，发挥他们“救场”的作用。 
2) 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的能力 
学生课堂参与能力有多种，结合该中学高中生的特点，以下的能力迫切需要加以培养和锻炼： 
一是思维能力。学生学会思考才有想法，有想法才会较好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经济生活》课教

师要结合民族地区学生思维的实际，如比较直观，不太善于透过现象看到实物的本质和思维定势较明显，

代入性强等，可考虑用思维导图来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学会自我梳理知识，抓

住重难点；通过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框架，形成一定知识整体，对教师的提问就能够

多几个思考的角度，参与课堂教学能力就会增强。 
二语言表达能力。部分学生语言表达存在语序没有条理、用词不准确、语句不完整等现象，影响到

他们课堂参与的信心，这与他们大部分来自民族地区，受当地方言和表达习惯影响有关。对此，用纠错

法，把他们日常说话和写作常见的表达错误收集和罗列出来，然后指出其错误所在，加以纠正。也课通

过鼓励学生课后阅读和背诵表达较规范的美文，或创设一定情景，让学生进行即兴演讲，对演讲种发现

的问题及时整改。 
三是预习和复习的能力。学生良好的预习和复习能力，能够巩固已学知识，又能了解新课教学内容，

为参与教师课堂储备知识。为此，要教会学生复习流程和复习方法，学会整理知识点的方法，如重点、

难点，错题整理。此外，还要教会学生预习的方法，如学会标注内容，在预习过程中要带着问题边看、

边想，并适时对教材重点知识进行圈点、划线，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做出特殊标注。 
四是抗挫折的心理承受力。教师应该告诉学生，参与课堂教学难免出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与自尊心无关。出错，说明有思考；出错，说明是进步的开始。教师应学做“懒汉”，把课堂还给学生，

给学生表达和展示的机会。鼓励他们在错中学，在错中练，错误就会越来越少，进步就越来越大，成功

就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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