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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关键是要抓课堂教学质量，课

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是高等教育质量体系中的核心环节。本文系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多民族地区课程与教学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从某些大学课

堂存在的低效现状出发，提出问题，想出点子，很有借鉴意义。 
  大学课堂效率低亟待变革 
  大学课堂教学的低效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 
  因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考试压力，使得中学生身心疲惫，升入大学以后，学生普遍存在厌

学情绪。大学管理者为了加强管理，又在大学发动了升学应试教育，比如大学中的英语四六级考

试与考研之风盛行与此有必然联系。这种大学的应试教育倾向，使大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应

付考试方面，本来可以开展素质教育的高等院校，又重蹈应试教育之覆辙。在大学的课堂上，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或背英语单词、或戴着耳机训练英语听力、或睡觉、或发呆、或看闲书、

或心不在焉，等等，而教师在讲台上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即使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上，同样的现

象亦然不变，而课后的四六级考试培训班却人满为患。 
  面对大学课堂上的低效问题，有责任心的教师常常会尝试一些改革，可因为缺乏政策支持与

制度的保障，常常是举步维艰，半途而废。大学课堂教学低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教师教学方法

的陈旧与单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已经不符合现代学习理论的基本理

念，需要通过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来实现大学课堂教学改革。 
  教学方法须针对学生的特点 
  一般来说，人的成熟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身体的长成、心理发展完善、社会化程度的

提高。大学生处于 18～24 岁这一年龄阶段，身体的长成已经完成，但心理的成熟和社会化程度

还不够，因此，大学生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人，还是处在发展中的人。他们一方面因为生理上的成

熟而表现出成人的某些特点，行为方式模仿成人，以显示自己的成熟；另一方面，因为心理的不

成熟和社会化程度不高，常常又表现出单纯幼稚的一面。因此，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

生的关系，要与中小学不同，要考虑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在平等、尊重、信任的理念下开展课堂

教学。 
  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虽然以校园的学习生活为主，但同时还伴随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现在的大

学生成长在我国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无不打上信息化时代的烙印。所以，他们在思维方式

上与大学教师有较大的差异，他们所接触的社会信息也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有

关内容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出现“反哺教育”。但是，有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对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问题关注比较多，但更多是理论上的和间接经验，所以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一些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入，涉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

领域，但同样缺乏实践参与体验。大学课堂教学不仅要客观地面对这些客观地存在于大学生身上

的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好这些时代特征以提高大学课堂教学的质量。 
  变革重在改变学习方式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是在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从普通高中升入

大学的，从 2013 年始，我国启动新课程改革小学一年级入学的学生已经升入了大学。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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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在课堂教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课程反对“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教学方式，

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提出了“研究性学习、实践中学习、参与式学习”等

新型的学生学习方式。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学生更加适应

新型的学习方式，课堂正在变为一种“学习型共同体”。而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仍以教师讲授

为主，缺乏师生的互动，缺乏学生的合作、参与、体验。大学课堂教学方法正在受到挑战，必须

通过变革以适应大学生的学习特点。 
  大学的课堂教学活动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生活特点。课堂教学的内容不仅重视知

识与技能，更要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融于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之中。课堂教学

组织形式要灵活多样，切忌单调的讲授法，而是要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运用于课堂

教学之中，让大学生在学会倾听与表达的同时，体验、参与课堂教学，形成活态的知识与技能。

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关系，要民主平等，教师要学会观察学生的课堂行为，及时发现自己课堂教学

中的问题，通过反思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师对待学生要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课堂教学管理

有条件的话应实行小班化，让学生在愉快学习中形成创新能力。这种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课堂教

学生活，表面上看所传授知识的量好像是少了，但质量却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在减轻学习负担的

同时，培养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对于创造力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还有，大学课堂教学方法变革，要以现代教育技术为支撑。目前大学均已配置现代的教学设

备，但很多大学对其的应用开发却十分有限，通常的情况是将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教学变为白板

加话筒的教学，教师站在讲桌前宣读讲义的教学变为教师坐在操作台前宣读 PPT（电子演示文稿）

的教学，其本质仍然是满堂灌的照本宣科教学法。大学课堂教学变革需要现代教育技术及掌握与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师资队伍，开展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开展大学教师的专业培训工作

是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总之，大学课堂生活是丰富的，课堂教学不能是局限在一定的时空中对大学生进行知识的传

授，课堂生活首先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一种特殊生活，虽然特殊但却是和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相

通的专业生活。大学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只是大学课堂生活变革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只有

全面深入地理解大学课堂生活的内涵与实质之后，课堂变革才能启动，而这又是一个复杂而漫长

的过程，这也正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的根本任务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