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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不高，尤其是课堂内师生的互动质量尚有待提高。本文以师生互动性为

切入点，研究出一系列新型授课方法来提高高等院校课堂内师生互动的质量。根据本文的研究，第一，

教师们需要注入情感元素，散发个人魅力；第二，用心准备案例，设计参考答案；第三，拓宽互动形式，

巧整座位结构；第四，善于用心倾听，及时给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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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most Chinese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s barely satisfactory, es-
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clas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lecturers. Based on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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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interacting atmosphere in class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 series of brand new ap-
proaches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enthusiasm in colleges’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and effective interacting situation. Firstly, the lecturers should put their feeling and emotion into 
teaching; Secondly, they should pick new and special materials to assist teaching; Thirdly, they 
could broaden the interaction forms; Lastly, they must listen to the students carefully and dili-
gently when they answe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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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国内的高等院校教学质量不一，尤其表现在高校课堂的教学效果尚有欠缺，学生的沉默

寡言、教师的自说自话，仿佛成为了高校课堂的常态。许多大学生们认为，对待大学课程的学习，仅仅

自学就足够取得好成绩。然而，教学活动是一场师生相互影响的活动，教学活动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以及教师的教学自信。在高等院校中，由于学习不再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事情，无法再如同

高考一样触动学生内心的高度觉醒，因此，课堂上的教学效果才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有效的教学活

动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如达标的硬件设施、融洽的课堂氛围、良好的师生关系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

应是高效的课堂互动性。一节课，如果师生之间做到了积极互动，那么学生则会对这节课获益良多且有

所启发，也会是他们印象深刻的课程内容。这样优秀的课堂，不仅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活动有一定的约束，

而且对教师的期望与要求相对更高。 

2. 高校课堂的互动现状与问题 

2.1. 教师授课过程缺乏情感输出 

高等院校中，大部分教师仅仅意识到传授知识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然而，“传道授业解惑”只能作

为当今教育领地的敲门砖，如何有效地沟通、成功地让学生们接受知识，引起他们的共鸣，才是使课堂

教学效果得到升华的教学目标。大学生的四年是最容易迷茫的四年，如果本身缺乏主观能动性，性格内

向的学生，在课堂上再无法得到知识的慰藉与丝毫的成就感，则不利于他们个人的长期人格塑造。首先，

教师们在课堂上普遍呈现出面无表情的说课状态，受限于教学任务设置与教学进度安排，忽略了与学生

之间深情并茂的互动，不重视学生的想法，且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和个人情感的输出[1]，即便是简单的

点名提问，都只是流于“一问一答”的表面形式；其次，部分教师从不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们中去主动

了解学生的想法，一节课从头到尾的四十五分钟，仿佛被定在了一方小小的讲台上，这样的举动往往局

限了互动的可能性，仅仅使得一小部分的前排同学有意愿与老师互动。这种敷衍了事、吝啬感情投入的

行为严重阻碍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更不利于学生们的长期发展。 

2.2. 教学材料陈旧导致学生互动意愿匮乏 

教学材料的陈旧，致使学生们在听课过程中情绪低迷。多数教师们习惯沿用老一辈教师使用的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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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那是经教学经验打磨出来的教学成果，沿用则可以确保课堂内容的稳步传授。虽然理论知识更迭速

度慢且不需要及时更新，但对于教学材料中使用的案例、习题与参考答案等，其时效性要求则非常之高。

这是因为案例材料实际上反映了一定的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灵魂，是与社会实践接

轨的纽带。根据学生们的猎奇心理，他们更想要知道所学的理论是如何联系当下的社会现象，只有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选取的案例，才能够挖掘学生们的好奇心，从而更深层次的影响他们的思维逻辑。除了案

例选取本身的时效性要求之外，一成不变的参考答案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桎梏，很多教师认为参考答案

是标准的，不容质疑的，这样的想法禁锢了学生的思考原动力，认为类似的问题只需要背答案即可，同

时也丧失了听课与互动的热情，甚至会出现逆反心理。 

2.3. 课堂互动方式局限在“提问”层面且成效不高 

纵观高校课堂，在开展互动的形式方面尚未实现多元化。现用的互动模式有：提问、小组讨论以及

学生演讲。然而，受大班教学的人数限制，使用频率最高的互动方式依旧是“提问”，但其成效并不显

著[2]。这主要体现在题干过于简单、提问时机不当、答题者聚集在前排等。第一，题干难度较低，教师

们仅就着课本内容来要求学生作答、或填空抢答。这种模式照搬了中小学生的提问模式，平淡无奇，并

不适用于大学课程的知识点。第二，高校教师对课堂上抛出问题的时间点把握不准。若提问的时机超前，

题干中包含了学生们尚未学习的知识，使得学生们丧失对寻找答案的动力，存在“我还没学到，不会没关

系”的侥幸心理；若提问节点落后，则可能出现学生们一看就知道答案的情况，丧失了提问的意义。第三，

互动群体具有局限性。教师眼里更多地只看得到前排的学生或者平时互动积极的学生，从而忽略了整个

教室力的群体，殊不知很多坐在后排的学生也在认真听讲。久而久之，这部分学生会认为自己得不到老

师的关注与平等对待，逐渐丧失与老师互动的意愿。上述种种，不利于课堂上师生良好互动的实现，也

自然而然无法达到优秀的课堂教学效果。 

2.4. 师生之间互动障碍较多 

在高效课堂上，师生之间互动的障碍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大班教学的教学条件有限(客观层面)和教学

进度的安排不当(主观层面)。一方面，国内的大学课堂所使用的普遍都是一百人左右的教室，座位固定不

便移动，配备简易的多媒体设备[3]。人数过多导致后排学生无法专心听讲；座位不可移动导致教师因无

法使用更加先进的分组互动方式而施展不开拳脚[4]；多媒体设备简陋导致后排学生无法看清楚大屏幕或

黑板，甚至听不清老师的发言。因此，即便大多数学生们能做到走进教室不缺勤，但真正能参与课堂互

动的却很少。另一方面，受课程进度的限制，教师们留给课堂互动的时间极为有限。部分教师因没有掌

握好某个知识点的讲解时间，从而占用了原本用来互动的时间。由此看来，学生们在这些方面遇到的困

难与教师诸多教学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教学效果不理想以及课堂互动效率低下的后果。 

3. 对策与建议 

3.1. 注入情感元素，散发个人魅力 

有效且成功的沟通交流活动普遍伴随着适当的情感投入，高校内部的授课与互动活动也不例外，高

校教师必须逐渐培养且增强这种意识，从而对自己建立更严格的要求，在课堂中刻意训练，行之有效。

高校教师们需要转换角色，从“传道授业解惑者”转换为“故事讲述者”、“课堂主持人”或者“课堂

活动总导演”。教师不再是局外人与评价者，而是一名课堂学习的参与者。这就要求教师们在课堂授课

过程中，要饱含高涨的热情，对于教学内容了然于心，讲课如行云流水，声情并茂，而不只是一味的端

庄古板，不苟言笑。只有转变了自己的角色定位，降低自己不可僭越的社会身份地走进教室、走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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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倾注个人情感到寻常的课堂里，也只有教师们自己先享受了这一方讲台，学生们才愿意跟随且配合

这样有活力、有能量的演说者，去进行脑力活动，从而积极快乐的参与到课堂互动中。 

3.2. 用心准备案例，设计参考答案 

尽管理论知识在较短的几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案例材料一定要推陈出新，尽量做到每学年

修订一次。纵观下来，寻找案例的途径有如下几条：首先，教师们应当密切关注国家新政策、新闻与时

事等，通过及时的网络资源来整合案例并设计题干，仔细阅读文本的逻辑，找到其与课程理论知识点吻

合之处，作出标记；其次，针对已整理出来的材料设置问题，运用“逆向思维”，从答案出发，引出题

干；最后，检查所选案例的语言逻辑与题干的切入点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斟酌能否设置有一定难度的第

二问。 
同时，参考答案也是很重要的细节，对其定位要清晰。好的参考答案并不是完整的写下所有文字，

而是仅仅提供思考的切入点，至于答案里剩下的、起到充实作用的内容，以及“结合实际”的内容，都

应当由学生主动思考回答。在平时课堂上，教师们尽量不要揪着答案的“正确性”不放，而应当本着“回

答即认可”的态度，认真聆听学生的答案，努力引导他们回答得更加细致、更加准确。这样一来，学生

们在对案例由兴趣的同时，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度，培养了他们的些许成就感和自信心，让互动状态持久

且稳定地发展下去。具体来讲，要想得到令人满意的互动效果，教师们首先要抛弃参考答案，积极引导、

鼓励学生们自己说，并暗示大家任何能想到的方面都可以说，课堂上尽管积极地畅所欲言，且对积极发

言的同学的答案，都不全盘否定。只有先定下这样自由的互动基调，才能够实现理想的互动效果，当然，

前提是围绕课程知识点展开的。最后，再慢慢地总结归纳诸多学生回答的答案，引向参考答案。这样的

组织活动会让学生们觉得，原来他们能想到的答案，都在正确的范围里，与参考答案实质上是一致的，

甚至比参考答案更加多元、更加深刻。 

3.3. 拓宽互动形式，巧整座位结构 

高校课堂的教室座位排列死板且不可移动，固然给课堂互动的多元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

除了上述基本的互动方式之外，教师们需要灵活运用各电子设备和网络平台辅助教学，比如近几年在各

地高校广泛应用的“雨课堂”教学平台、“超星”网络教学平台等，学生们在手机端加入在线课堂的学

习，解决了后排学生看不清黑板的难题；同时，此类手机应用还具备新颖的“弹幕”功能，引发了学生

们参与课堂的兴趣，也缓解了他们有想法但不敢张嘴表达的羞涩心理；另一方面，教师们应该就目前已

有的座位排列方式，选取或设计符合自身课堂的互动游戏，比如“连环问答”：即老师先提问一个学生

A，由这个学生向下一个学生 B 进行提问，如果学生 B 作答正确则请坐，若回答不正确则换 B 向他人继

续提问，并允许向老师提问，这种互动方法，让学生们不再对提问本身充满斥拒，也不再对老师有距离

感，以同学们之间的问答来替代老师的严肃提问[5]，使得学生们的压力与不安瞬间得到释放，也不再排

斥被点名回答问题；此外，教师们还是应该参考西方国家的高校课堂，虽然教室的固定设施无法进行移

动，但是学生们依旧可以坐得靠近一些，以组别的形式参与课堂上的互动，增强团队合作与共同进步的

意识，如此，课堂的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更佳。 

3.4. 善于用心倾听，及时给予点评 

人与人之间的倾听十分重要。善于倾听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也是一种良好的德行。在课堂上，教

师们自然要懂得倾听学生的声音。在听取学生的答案时，尽量不要否定学生们的回答，或者说，尽可能

的去认可，以此鼓励学生多多作答，调动他们的互动积极性，也同时散发教师们的亲和力。依据大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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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主观题或者开放题，没有标准答案可言，所以教师们在听取学生的答案时，绝

不能够带着标准答案的刻板印象来倾听，这是对学生们想象力的一种扼杀，绝不提倡。老师们应该带着

欣赏和期待的心情，渴望听到与众不同但却靠谱的答案，鼓励思维创新，鼓励语言创新，这才是教师聆

听学生的最高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心存芥蒂，不再害怕被老师点到名回答

问题，不再羞涩于不敢开口，反而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今后课堂上学生们期望答题并勇于举手答题的

可能性。 
与此同时，针对学生们做出的回答，老师们要及时作出点评[6]，回答正确的且态度积极的要给予高

度表扬，回答不恰当的或态度不认真的一定要给予及时且适当的批评与指正，而不是让学生们觉得回答

不出来也无所谓；与此同时，老师们还应当对问题本身作出核心的分析并且提供多方面的思考维度与答

题切入点，让学生们了解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知识点的完整性；此外，由于课堂时间有限，仅通过一两个

问题很难把某个重要知识点学透学精，因此必要时还可以在该问题的基础上，抛出一个更加具有启迪意

义的相关问题，可以留作学生们的课后作业，以此对知识点进行深化学习，从而收获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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