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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符号互动论出发，阐述课堂师生互动的内涵，并结合当前高校课堂师生互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来探索影响师生互动的因素，并提出有效的师生互动的优化策略，以期为高校课堂教学模式改

革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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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it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classroom teach-
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colle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
d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effe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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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colleg-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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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新技术、新教学理念也不断

冲击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经济体制的转型，科技浪潮的冲击，也迫切需要促进教育的根本性变革。近

年来，本科教育持续升温，高校要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

工作的根本标准。课堂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阵地，也是学生素质形成和发展的主渠道，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中之重就是狠抓教学的主阵地。高效的课堂教学，就是要优化课堂教学的教学和学习过程，实

现主体和客体之间有效的转换，构建良好融洽的师生关系，实现师生有效的互动。师生互动作为课堂教

学的核心，已经成为反思评价课堂教学乃至教育问题的重要指标。真正有效的师生互动行为，可以让学

生实现知识的获得、思维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1]。 

2. 师生互动的内涵 

互动一词，来源于社会学。在《教育大辞典》中，互动主要指人与人或群体之间发生的交互动作或

反应的过程。互动，指的是各个系统的功能和心理活动的产生机理，在各个因素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一种

心理[2]。从心理学角度，可以将互动理解为人际间的交互作用，即个体通过交往来影响彼此行为的社会

心理现象。 
师生互动是师生基于关系价值和关系认知，整合理解与反思，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师生合作创造

经验的话语实践[3]。围绕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形成良性的社会交互作

用。课堂师生互动，是在课堂教学的前提下，教学主体双方之间为掌握教学内容、保持教学活力、增强

课堂效果而产生的相互影响的过程[4]。良好的课堂师生互动，既不单纯围绕教师的教，也不单纯围绕学

生的学，而是强调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社会交互。这个过程不仅包括知识和信息的传递，还包括思想和

情感的融合，更包括语言、行为、思维、个性特征、情绪情感等心理活动。有效互动，学界鲜见界定性

概念或标准，一般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要素：过程的双向性、内容的教育性和效果的系统综合性[5]。概

括来说，就是师生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强调学生参与，教师要对学生的参与做出反应和协调，从而使教

师和学生双方在知识习得、能力培养、情感熏陶和价值建立等方面综合推进，达到教育目标。大学生课

堂师生互动状况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大学生课堂互动状况越好，学习投入就越高[6]。有效师生

互动会促进有效教学，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这对学生素质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 

3. 师生互动的理论基础 

符号互动理论由詹姆斯和米德提出，主要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可以为探索有效的师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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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供理论基础。该理论主张从人们互动的个体自然环境来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强调从微观层面研究以

有意义的象征符号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个体的自我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产生，通过

符号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化互动，实现自我的社会化。交流和沟通借助社会经验中的符号或意象来进行，

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化的关系存在和关系认知。因此，表意符号是社会互动的核心。这里

的符号指所有具有一定意义和外在表现形式的事物，比如语言、文字、动作、物品等。 
根据符号互动理论的视角，教学师生互动就是师生通过某种教学符号来进行的交往活动，而师生互

动过程的实质是培养学生的社会化(图 1)。教学符号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教学意义并有一定外在表

现形式的教学事物[7]。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各种教学符号互动的过程，通过互动达到各种教学符号的动态

平衡[7]。在师生互动中，教学符号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认知符号，还包括非语言符号和情感符号。师生

互动强调相互作为主体的关系，弱化了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教”，重在知识内化的“学”，凸显学生学

习的主体地位。基本生命化教育和生命课堂建构的视角[8] [9]，课堂师生互动不仅是在知识信息、情感态

度层面，还在生命精神层面发生的双主体之间的社会化互动。 
 

 
Figure 1.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subjects 
图 1. 教师学生双主体的师生互动 

4. 当前师生互动存在问题分析 

已有教学课堂师生互动研究，主要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视角入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师生

互动概念内涵、互动性质、类型特征、互动模型、互动模式、影响因素及模式进行探讨，以及对可观测

的师生互动行为的观测工具及编码分析[10] [11] [12]。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结合已有教学实践经验，对

当前师生互动存在问题进行探究。 
重知识传授，轻意义建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师生互动就是师生对教学情境以及意义进行双向建

构的过程。不论是认知等显性知识，还是社会、情感、技能等“隐性知识”，都需要强调个体的主动建

构，而建构的基础是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和见解的共享。在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教师根据课程大纲等

要求，提前预设教学内容及互动环节，师生互动具有单一倾向性，教学目标主要以知识传递为主，而弱

化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要促进师生有效互动，就需要教师创设问题情境，筛选互动效

果佳的问题，把握问题意义性原则[11]。师生互动就为师生之间平等对话与意义建构提供师生双向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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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互动，是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互动和对话过程。 
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从合作对话与话语共

建的角度来说，学习发生在学习者与教师或同伴的互动对话中，发生在最近发展区。搭建“互动式脚手

架”，彼此互助相互引导来共同完成任务。互动式支架帮助学习者跨越最近发展区。因此，学生对教学

符号的理解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而是理解与反思的自我建构过程。师生互动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

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

中完成的。 
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主体。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从师生关系角度来解释和探究师生互动。代表

性的观点有：教师主导说，学生主体说，师生双主体说以及主导主体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教学活

动以谁为主体的争论焦点，以教师为主体，还是学生为主体，或是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在课堂师生互

动中，教师和学生的参与都缺一不可，都不能独立出现。然而，在长期的实践中，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教

师和学生都作为主体的教育。如何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作用，促进师生互动方式的转型，实现课堂

师生互动的发展？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师生互动就是师生重建自我与整合冲突的协商过程。当前大学课堂教学师生互

动，依然是以教师为主导，未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消极对待分享自己见解的机会，逃避参与课

堂思考，回避与教师互动。课堂对学生积极性调动不够，部分学生对课程内容热情度不高，导致学生被

动和懈怠，呈现懒于互动、分享惰性、课堂沉默等消极互动现象。诚然，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

在课堂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教师的教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师生互动，就应当建立在

教师在学生学习规律掌握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地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硬性的目标规划。

教学教育过程，不仅只重视知识转移的“教”，还强调知识内化的“学”，以及二者的互动，实现“教

学相长”。 
重认知互动，轻情感互动。基于符号互动理论，教学师生互动就是师生通过某种教学符号来进行的

交往活动。借助教学符号，来实现知识生成、思想碰撞、情感升华、智慧提高和人格完善等的互动交往

过程。在目前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学要求等限制，课堂依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导，而对学生情感态度等

非认知层面的教育重视度不够。教师往往重视知识灌输和知识获取，忽视情感灌输和价值关怀。这种现

象就导致了学生的情感分离与疏离，因而会对形式化教学互动形式产生敷衍与沉默回应，无法达到良性

的师生互动效果。师生互动，产生正向积极学习效应，重视情感同质性原则[11]。 
教育的作用就是发挥人的潜能，帮助学生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罗杰斯提出以“学习者中心”

的教育。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学习环境的营造者、学习过程的辅导者及合作者[13]。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凸显情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学生的情感作

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关键因素，把学生的情感、体验，思想、生活习惯，行为等看作是教育教学的主体。 
重互动形式，轻互动内容。师生互动具有创造性、情境性和可变性(张紫屏，2015)。师生互动是发生

在多种情境中，并且具有多种形式与内容的系统。新教改倡导课堂应当是动态的、生成性的。然而，在

当前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过于追求形式化，有时表现在为了互动而互动，师生互动落入形式漩涡。由

于课件提前制作好，教师需要根据教案提前预设课堂师生互动，提问环节的设置有时只是为了互动而提

问，缺乏深刻性，无法形成与学生在多情境多内容上的互动。互动包括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促进师生

有效互动的因素是积极互动多于消极互动。在精神情感方面，互动积极正向，师生可以进行有效的互动

合作。而在认知思维方面，可以允许互动冲突，便于师生产生思维沟通与碰撞。 
师生互动绝不是表面形式上的你问我答，或者是用新技术呈现多种教学符号，而是师生之间的双向

对话和沟通过程。信息技术手段应用是未来课堂师生互动的发展趋势，但也只是教学情境中师生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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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可以借鉴翻转课堂、MOOC、“雨课堂”平台互动等为代表的信息型互动形式，将这些新形式新

技术作为教学手段，实现信息型互动与课堂师生互动的有效结合。在互动方式上，可以与一些教学法相

结合，如同伴教学(Peer-Instruction, PI)法、思考-讨论-分享(Think-Pair-Share, TSP)法、基于问题的教学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法等[14]。教师创建多种教学情境，以教学符号为媒介，重在各形式、性质

和各程度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过程，以期实现有效师生互动。 

5. 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 

课堂中的教学活动紧紧围绕着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来展开。一次教学活动可以看成是一次师生互动

的过程，是师生间、生生间以教学内容为基础进行相互促进的过程。但并不是每一次的教学活动都达到

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功能，总会出现老师不进步不成长、学生学不到学不会的现象，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就是课堂中缺失或进行了消极的互动。从社会互动理论的概念出发，影响课堂互动的因素为：互动

主体(个体、群体)、信息与课堂情境(图 2)。 
 

 
Figure 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图 2. 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 

 
互动主体间的个体差异。构成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包括教师与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思

想和独特的经验。在课堂教学情境下，教师与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甚至在教与学

的目标上都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互动，就会产生冲突。如果教师忽视了这种由于个体差异带

来的冲突，不能协商处理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课堂沉默现象甚至学生不配合、不参与的现象就发

生了。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学生的主动构建性，即学习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

过程，学生是信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且这种建构过程不可替代[15]。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卷入度不够必

然会造成无效甚至消极的互动，学生不仅不会发生主动地学习行为，甚至被动地接收知识信息的过程也

被阻塞，必然达不到学习的目的。进行互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互动主体间必须发生依赖行为[16]，当课堂

互动主体的一方(学生)消极甚至拒绝互动，教师无法从学生中得到反馈的信息，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降低，

也无法进步成长。 
群体互动间的互动渠道。课堂互动主要分为教师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在教

师与学生群体的互动中，由于身份的不同，教师往往比学生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师生互动会转变为互

动类型中的强制性互动，即学生被迫按照老师的某些要求行事，其实质是一种力量对另外一种力量的统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34


郭亚宁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034 192 创新教育研究 
 

治或制约，最终后果就是冲突、一方或双方的顺从顺应[17]。为了打破课堂中教师的绝对话语权，高校在

部分课程中的部分内容的设计上采用学生讲教师评的翻转课堂形式。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这种形式下的

互动就演变为教师和汇报者或汇报者和几个学生之间的互动，并没有达到群体互动的良好效果。所以在

生生关系中最好的互动类型是合作与竞争。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具有社会互动性，即学习活动的社

会情境是实际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需要一个学习共同体的合作互助来完成[15]。学习共同体的协商、互动

和协作对知识建构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学习共同体中可以实现智慧共享、整合认知和改进思想、使每个

成员的思维更加外显化和精致化，从而使每个学生在生生互动中获得进步。群体竞争则会使学生个人奋

发进取，促进群体和个人的发展。 
互动信息的有效性与多样性。构成社会互动，应该具备三个因素：应有两方以上主体；主体间应有

某种形式的接触(即信息传递)；这种信息是各方主体都能意识到其意义。在高校课堂中的实际教学互动中

充满了各种信息：言语信息、非言语信息、知识信息、情感信息等等。如果缺失对多样化信息的处理和

把握，单纯的将互动信息等同于知识内容，就无法完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造成互通形式的单一性，信

息接收方无法积极回应，使得互动过程无法持续循环下去，直至互动消失。如果教师为了调动课堂气氛，

继续和学生互动，经常提问学生甚至经常传递无意义信息，这样的强制互动无法使信息在活动过程中流

通起来，也无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信息，没有意义。 
互动过程中的情境。师生互动的意义在于师生间、生生间通过各种形式的接触，在传递知识的基础

上创造新的意义，促进双方的进步和成长。课堂情境是一个固定模式环境和背景，但知识不仅仅也不能

只在课堂情境中出现。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具有情境性的，即知识不可能脱离活动情境而抽象地

存在，学习应该与情景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15]。尽管高校中有理论课与实践课之分，但无论哪种

课的设计，都需要教师创设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相关情境下进行学习、交流、与老师产生互动，从而

促进互动循环，也提高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实用主义心理学家杜威提出做中学的口号，并提出了新三

中心教育理论，即以学生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强调了学生亲身体验的重要性[18]。虽

然高校课堂上由于内容、课时等影响，不可能让学生每堂课去自己活动、自己体验、自己学习，只能用

传播间接经验这种快速高效的方法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得更多、更快、更好，正是这种追求高效

的目的使高校缺少了情境创设。 

6. 促进课堂师生互动的优化策略 

从课堂沉默到课堂互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师生共同构建的过程，这不仅是方法技巧上的突破，

也是观念思想上的转变，还是新兴技术上的合理利用。 
互动主体需转变观念、摆正位置。既然学生作为互动的一方，就要把握自己主体的身份，不应是被

动学习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学习的建构者。学习的发生受学生已有知识基础、经验、学习兴趣、学习动

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学习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课堂学习中只有融入个人的学习阶段学习

才能真正发生，教学才能有效[19]。所以学生自身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融入课堂，发生学习。

作为另一互动主体的教师应该放弃身份权威，建立自己的专业权威和学术权威，既改变传统教学中“控

制-服从”型的教学模式，也不改变教师的主体地位，可以控制整个教学的过程和课堂氛围。 
互动渠道需合理多样、稳定运行。学习不仅需要个人学习，也需要集体学习，课堂上师问生答的互

动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势在必行。建立一个稳定运行的学习共同体，而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组合作，需要的是共同的目标、适当的压力、相应的任务、共同体建设规则、成员

评价体系等。因此这个共同体需要稳定的环境来长期运行，而构建共同体的个体不宜参加过多个共同体

的建设，这需要一个学期(或多个学期)的教师共同配合来辅导这个共同体的建设，并且激发多个学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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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竞争意识，相互促进学习。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教师应借用新技术，着力建设智慧

课堂[20]，随时查看每一个学生或每一个学生群体的学习状态、反应以促进师生间的积极互动。 
互动内容需丰富多变、融入情感。互动内容应从封闭式的固定型的知识转变为开放性多变性的信息，

不仅有现阶段的“绝对真理”，也应包含对最前沿、有争议的知识内容的讨论；不仅有教师言语，还应

有情绪情感、肢体语言的互动，这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情绪和学习动机。因此教师不仅要专业知识精通，

还需要对专业保持热情。互动内容的改变不仅需要教师的努力，也需要学生的付出。教学过程中，学生

以学习共同体的形式自行学习积累，教师组织讨论讲解、解疑答惑。在学生自习前，教师应将教学目标、

讲义、材料等下发至学生；在学生进行自习时，教师也应随时辅导学生，进行互动，可采用线上线下同

时进行；在学生自习后予以相应的检验。 
互动情境需合理创设、贴近实际。通过活动的方式来增加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把握是可行的。可以

采用创设情境的办法增加学生的体验度，用间接经验加直接经验增加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卷入度，这样

可以增加课堂互动，使互动的方式多样，互动的效果更好。创设情境越贴近于现实生活，越注重实践意

义，学生学习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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