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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8283份学生调查问卷，总结了学生视角下的大学课堂现状，明确了最急需解决的课堂问题，分

析了学生性别和年级对该问题的影响，为开展课堂改革提供事实依据；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学生对大学

老师的多样化要求，明确了学生对老师的最迫切要求，分析了学生性别和年级对该问题的影响，为教师

自我提升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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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of 8283 students, this study surveys the sta-
tus-quo of the college class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ents. Furthermore,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of college class teach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gender and grade on the 
teaching problems have been identified, which provides factu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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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In addition, students’ diverse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 teachers and the most 
urgent requirement have been clarified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student gender and grade 
on college teacher requirements has been analyzed, which points out a way for teacher self-im- 
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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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

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大学课堂作为高等教育的主战场，对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起决定性作用。近日，教育部明确要求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全国各地高

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高校教师们掀起了教学改革和课堂改革热潮[1]。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是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只有明确学生对课堂现状的评价和对高校教师的要求，才能“量体

裁衣”地开展课堂改革工作。那么，在学生眼里，大学课堂究竟有哪些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

么？学生对大学教师的要求有哪些？最强烈的要求是什么？为了回答以上四个关键问题，我们对我校(嘉兴

学院)13 个二级学院进行了大范围纸质问卷调查，各学院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人次见图 1，本次调查共发放

纸质问卷 10,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283 份，问卷回收后，我们把问卷调查结果逐份输入问卷星系统，随

后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总结了学生视角下的大学课堂现状，明确了最急需解决的课堂问题，

分析了学生性别和年级对该问题的影响，为开展课堂改革提供事实依据；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学生对大学

老师的多样化要求，明确了学生对老师的最迫切要求，分析了学生性别和年级对该问题的影响，为教师自

我提升指明方向。 
 

 
Figure 1.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图 1. 各学院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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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现状研究 

2.1. 课堂满意度研究 

关于课堂评分的调查结果显示(图 2)，8283 位学生给出的课堂平均分为 7.2 分(满分 10 分)，其中 1141
位同学给出了低于 6 分的评价，课堂质量不及格率近 14%，有 44 位同学甚至给出了 0 分的评价。此外，

男生对课堂的评分比女生对课堂的评分高 0.19 分，这反映出女生对课堂的要求高于男生(图 3)。值得一提

的是年级对课堂评分影响显著，年级越高，课堂评分越低，大四学生的课堂评分比大一学生低 0.77 分，

这说明随着年级增长，学生对课堂的满意度逐年下降(图 3)。这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年级越高，学

生需求越多，对课堂的要求也越高；其次，受到提升学生专业稳定性的驱使，各学院对大一课程的重视

程度普遍高于其他年级，尤其高于大四年级。 
 

 
Figure 2. Student ratings of class teaching 
图 2. 学生对课堂教学评分 
 

 
Figure 3. The impact of student gender and grade on rating of class teaching 
图 3. 学生性别和年级对课堂评分影响 

2.2. 课堂存在问题研究 

在大学课堂存在问题调查中(图 4)，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授课内容无趣(4540 人次，占比 54.81%)、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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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沉闷(3931 人次，占比 47.46%)、周围同学不听课(3506 人次，占比 42.33%)、教师学生缺乏交流(3356
人次，占比 40.25%)、学生缺乏自律性(3161 人次，占比 38.16%)。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学生眼里的课堂问

题可分为自身问题、教师问题和课堂环境问题三类。学生承认自身存在缺乏求知欲和自律性的缺点，但是学

生认为这不是最严重问题，比自身问题更严重的是教师问题和课堂环境问题，比如教师讲课无趣、课堂气氛

沉闷。此外，调查结果显示外部环境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周围同学不听课也是导致课堂评价低的重要原因，

这反映出学生有“随大流”心态，与缺乏自律性吻合。值得关注的是“周围同学不听课”对男生的影响明显

强于女生(图 5)，说明男生的自控能力普遍比女生差，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与我们平时观察到的现象

相一致。同时学生对师生互动的呼声较高，反映出课堂存在“师生分裂”问题。值得关注的是 1987 位同学(占
比 24.0%)认为现在的课堂听与不听成绩差不多，这说明目前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存在成绩评定与

学生付出不对等的问题，迫切需要改进成绩评价体系，增强成绩评定过程化、平时化、公正化。 
 

 
Figure 4. The main problems of class teaching 
图 4. 课堂存在的主要问题 

 

 
Figure 5. The impact of student gender on problems of class teaching 
图 5. 学生性别对课堂问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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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发现课堂存在问题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图 6)，大一新生对课堂氛围的要求略高于课堂

趣味，并且不易受到“周围同学不听课”的影响，说明新生入学时自律性较强；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

对课堂趣味的要求逐渐增加，近七成大四学生反应授课内容无趣，比大一学生高 19 个百分点。有趣的是，

随着年级增长，“周围同学不听课”的影响日益显著，从大一的 36%上升到大四的 64%，增加了 28 个百

分点，这说明年级越高，自控力越差，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越大。因此，在高年级的课堂上，课堂纪律显

得尤其重要。 
 

 
Figure 6. The impact of student grade on problems of class teaching 
图 6. 学生年级对课堂问题影响 

2.3. 最严重课堂问题研究 

为了进一步揭示哪一个才是最严重的课堂问题，我们限制学生只能选择一项，在 15 个选项中，授课

内容无趣高居榜首(图 7)，获得了 1286 票，占比 15.53%。学生缺乏求知欲、学生缺乏自律性和课堂气氛

沉闷的票数均超过了一千，占比都超过 12.0%。此外，我们分析了性别和年级对课堂最严重问题的调查

结果，发现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却不存在年级差异(图 8)。其中，男生认为“学生缺乏求知欲”是最严

重问题，这与部分男生“萎靡不振”的课堂表现相吻合，而女生却认为“授课内容无趣”才是最迫切的

问题所在。大一到大四同学都认为“授课内容无趣”是最严峻问题，这与全校数据吻合。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年级增大，对该问题的认可度持续增加。因此，该数据揭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强课堂

趣味性，古今中外，许多教育理论家阐述过趣味性对于学习过程的重要作用[3]。孔子说过：“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前苏联教育家霍姆斯基姆也说：“所有知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

趣。假如课堂教学充满了趣味性，那么课堂气氛将不再沉闷，师生互动将不再缺乏，学生的求知欲也会

增强，同时课堂参与度和活跃度也会增加，周围同学不听课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并且追求趣味是人

之本能，趣味课堂并不需要学生具有极高的自律性。因此，以上分析表明通过增强课堂趣味，可有效解

决严重的课堂教学问题，显著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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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of college class teaching 
图 7. 最严重课堂教学问题 

 

 
Figure 8. The impact of student gender and grade on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of college class teaching 
图 8. 学生性别和年级对最严重课堂问题影响 

3. 教师要求研究 

3.1. 学生对教师的多样化要求 

在明确课堂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学生对高校教师的要求调查(图 9)，排名前五位的要求分别是

上课幽默风趣(7000 人次，占比 84.51%)、亲和力强且平易近人(6838 人次，占比 82.55%)、专业知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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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人次，占比 75.14%)、人生阅历丰富(5351 人次，占比 64.60%)、知识渊博(4588 人次，占比 55.39%)。
教师要求调查结果与课堂问题调查结果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其中上课幽默风趣的需求与课堂教学无趣的

问题完全吻合，亲和力强且平易近人的需求与教师学生缺乏互动交流的问题高度一致。知识专业性和全

面性的要求反映出学生不仅希望老师专业水平高，而且要求老师知识全面。值得关注的是 64.60%的同学

希望老师人生阅历丰富，这也说明伴随社会快速发展，信息高度膨胀，学生的迷惘度较高，既希望得到

专业知识，又希望得到生活点拨。 
 

 
Figure 9. The students’ diverse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 teachers 
图 9. 学生对教师要求研究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学生性别对教师要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对教师的前五个主要要求

方面完全一致(图 10)，与全校调查结果吻合；有趣的是在第 6 个要求上体现出了男女差异，男生更希望

老师课下经常与之交流沟通，体现出强烈的师生互动愿望；而女生更希望老师考前划重点，减轻考试压

力，体现出女生比男生更注重考试成绩的一面。与性别影响类似，学生年级对高校教师前五项主要要求

并无影响，在第 6 需求上体现出了年级差异，大一和大四学生渴望课下与老师交流互动，大二和大三同

学更倾向于考前划重点(图 11)，这可能是因为大一新生对大学老师有更强的好奇心，而大四学生面临考

研、就业压力，相对比较迷茫，因此大一和大四学生都渴望和老师增加交流。大二和大三的学生正处于

学习任务最重的阶段，课程多、考试压力大，因而更希望老师划重点，减轻学习负担。因此，在日常教

学过程中，要秉持因材施教原则，既要考虑性别差异，又要考虑年级不同，根据授课对象需求，灵活调

整授课策略，确保教学效果。 

3.2. 学生对老师最迫切要求研究 

为了揭示学生对任课老师的第一需求，我们限制学生只能选择一个选项(图 12)，上课幽默风趣高居

榜首(1674 人次，占比 20.21%)，超过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要求(1509 人次，占比 18.2%)。这与授课内容

无趣的最严重课堂问题完全吻合。在这个问题上，性别并无影响，男生和女生都认为上课幽默风趣最重

要(图 13)。有趣的是年级对该问题影响明显，大一和大四同学要求专业知识丰富，而大二和大三同学要

求上课幽默风趣(图 13)，这可能是因为大一新生专业新鲜感强，渴望专业知识；而大四学生面临就业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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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客观需要专业知识。大二和大三的同学处于大学稳定期，更希望课堂多些乐趣。值得说明的是大一

和大四同学依然对上课幽默风趣要求强烈，与专业知识丰富要求旗鼓相当，相差不足 1%。因此，提升教

师自身幽默涵养[4]，打造趣味魅力课堂将是课堂改革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Figure 10. The impact of student gender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teachers 
图 10. 学生性别对教师要求的影响 

 

 
Figure 11. The impact of student grade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teachers 
图 11. 学生年级对教师要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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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The students’ most urgent require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图 12. 学生对教师的最迫切要求 
 

 
Figure 13. The impact of student gender and grade on the most urgent require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图 13. 学生性别和年级对教师最迫切要求的影响 

4. 结语 

嘉兴学院 8283 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视角下最严重的课堂问题是“授课内容无趣”，学生对老

师的第一要求是“上课幽默风趣”，最严重的课堂问题和学生对大学老师的第一要求完全吻合。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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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问题和教师要求体现出一定的学生性别差异和学生年级差异，男生认为课堂最严重问题是“学生缺

乏求知欲”，女生则认为“授课内容无趣”问题最严重。大一和大四同学对老师最迫切的要求是“专业

知识丰富”，而大二和大三同学则要求教师“讲课幽默风趣”。因此，在以后的教学过程和课堂改革过

程中，不仅需要秉持因材施教原则，而且要充分考虑学生性别和年级的差异性，通过科学活泼的教学设

计，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增强授课内容的趣味性，提升教师自身幽默涵养，打造 interesting and useful
魅力课堂，把学生吸引到课堂教学中来，提升学生的课堂活跃度和参与度，高效实现知识的转移、内化

和应用，是未来课堂改革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和目标。科学改革课程考核评价手段，改变“听与不听成

绩差不多”的不利局面，促进课程评价的公平化、公开化、平时化、精准化，也是未来课程改革的一个

重要方面。此外，如何在提升课堂趣味性，改善课程评价方法的同时，确保理论教学的深度、难度和挑

战度，打造“金课”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课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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