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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动态▐

美国：课堂教学“三多”

美国课堂教学“三多”：课堂提问多；课外阅读材料多；课堂讨论或争论多。

互动是美国大学课堂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整个课堂教学的灵魂。互动的方式

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学生提问、教师回答，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之间互相讨

论。讨论经常出现在美国课堂里，有关的讨论题目是教师在课前通过网络进行布置，

或通过阅读参考书及阅读教师发的补充材料。讨论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可以贯穿

学生提问，教师引导和答疑。在这过程中，教师不过是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

引导讨论的深化。

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方式除以上所述互动、提问外，还有案例教学和课堂游戏。

案例教学是美国教学的典型方式，课堂游戏启发学生对知识的生动掌握，从中感悟

出知识原理。

美国教师强调对教学内容的整体把握，并不完全按照指定的教材进行教学。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同时采用几本教材，将其中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传授给学生。

这一做法要求学生在上课前必须先预习课堂上教师将要讲授的内容，查找大量的资

料以达到教师的要求。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如果学生遇到问题，在上课的时候就

可以与教师进行交流。同时由于提前预习过学习内容，学生对于教师的提问也能够

积极回答、讨论。教师讲课只是提纲挈领地介绍，而把更多的内容留给学生自己解

决。教师的板书非常简洁，仅仅是一些曲线图、公式等。所有文字概念的东西，都

是通过向学生提供讲义来完成的。课堂教学所要做的是深化课程知识，帮助学生解

决疑惑的那部分。

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并将课堂参与看成是学习过程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美国教师认为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课堂管理不是把课堂‘管死’，课堂的教育目的是点燃学生渴望知识的火花”。

在美国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地位平等，学生可以针对教师讲课内容随时提问和讨

论，甚至进行辩论和提出质疑。

来源：《科教导刊》杂志，2012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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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中美大学课堂教学比较

课堂教学最能反映高校的教学质量。从中美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提出借鉴美

国大学的教学方法。

一、中国大学的课堂教学方法

中国大学的课堂教学采用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规则，它通过不断细化和量化

的课堂教学规范得到进一步强化。它的潜意识前提是：认为学生对所学知识一无所

知，需要靠教师的讲授、灌输来习得。所以课堂教学特点体现出：

系统地讲解。教师严格按照统一的大纲讲解知识，学生全盘地被动接受，这难

以培养学生独立学习、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严格的课堂教学规范，规范了课堂教学的形式质量，抹杀了创造性的教学质量，

影响了教学互动。

以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驱动力，保证课堂教学严格按计划进行。这必然导致无

视学生的需求，使学生放弃了学习的主动性，更无法造就互动性的学习氛围。

课堂教学的低绩效。满堂灌的非针对性教学占用了大量课堂时间，忽视学生的

需求，弱化了学生的知识吸收绩效。

教材的作用被过分强化。这扼杀了教师授课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学生对教材

内容的过于迷信，阻碍了学生对知识的创新性思考。

二、美国大学的课堂教学方法

美国大学的课堂教学对学生和教师都非常宽松。基于的前提假设是：学生具有

相当的自学能力，并且对本课程所介绍的知识或许有一些了解。课堂上要做的是深

化课程知识，帮助学生解决疑惑部分。所以课堂教学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互动是整个课堂教学的灵魂。课堂互动包括：内容讲解过程中的师生互问互答，

学生之间互相讨论，教师提问引导深入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游戏合作等。教师

的讲解相对次要，由此也导致了课堂纪律松懈。老师始终注意学生的反映，学生可

随时打断老师提问。教师在讲解中也不时地问学生问题，学生自由回答。在教师讲

完后，还会组织小组讨论，每组十几个人，以保证人人参与讨论。学生参与课堂讨

论和互动将为自己获得课堂参与分，这是最终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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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授课的有效性。学生需要在课前、课后做较多的准备，教师需要向学生提

供讲义以减少板书和学生记录的时间。通过师生课堂互动，教师了解学生所需，只

讲授学生疑惑的部分内容。

讲解方式粗放。美国大学教师讲课只是提纲携领地介绍，学生要系统掌握知识

必须自己看书，教师只是协助作用。

课堂教学中的网络作用。在美国大学的校园网上可以查到所有的课程安排、教

学大纲、课程的具体计划和选课学生的基本信息。教学过程也依赖于网络，如解答

问题，布置作业，提供与课程相关的背景材料等。

课后的学习任务。学生课后作业任务重、频率高，完成情况会被记入成绩。

教室的布置。教室布置尽可能地满足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使用的需要。

三、美国大学课堂教学方法的借鉴

充分赋予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权力，弱化严格的课堂教学规范和标准，将课堂

教学演化成一个师生知识创新的过程。

将课堂教学的驱动因素由教师转移到学生。学生的课堂驱动能保证教师将全部

时间花费在学生所需之上。其中，师生互动是最有效的办法。

提高课堂教学绩效。课堂讲解不需要过于追求完整，板书力求简明，通过不断

地互动，让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思考和兴奋状态。

创造更好的学生自学环境。完善校园网，将它从主要为行政管理服务转移至为

学生学习服务。教室和图书馆应能为学生提供宽松自学、互动的环境。教材应改变

那种与课时数严格挂钩的模式，便于学生自学，而不是便于教师讲解。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2007年第 3期

理解与对话：课堂教学的意蕴

理解和对话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个体在理解和对话中实现思想、精神和心理

的沟通交流。课堂教学作为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引领精神的场所，具有独特的作

用。然而，现实课堂教学中却体现出理解和对话缺失的不同表征。要使师生在相互

作用中达成理解，在精神上得到沟通，就要师生合力构建起充满理解和对话的课堂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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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与对话：基于课堂教学的阐释

1、理解：课堂教学中“意义生成”的过程

教材、课程和教师的讲解为学生呈现的是知识形态。学生要在原有知识结构中

找到负载新知识的生长点，了解、加工和重组新知识，在头脑中形成对知识的意义

生成，进而吸收和内化。这不能靠灌输和强迫接受，只能靠学生积极的、自觉的理

解。意义生成和知识的学习处于不断的循环之中，相互促进。理解的过程就是课堂

教学“意义生成”的过程，并因此影响学生观念、行为、情感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是师生自主地发挥想象力进行意义创造和分享的过程。

２、对话：课堂教学中“视域融合”的过程

所谓“视域”是指由知识、能力、行为、态度与价值观等构成的理解基础。“视域

融合”表现在师生、生生，教师与课程设计者之间。它不是学生的视域适从教师的视

域，也不是双方视域的简单重叠。课堂教学中，师生、生生共同参与，对交往、互

动给予立即反应，通过对话产生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使自己原有视域边缘被打

破，达成双方的视域融合，形成新视界。其过程首先是师生“把灵魂向对方敞开”，

学生不因怕出错而掩藏，教师不因不能恰当处理学生问题而隐藏；其次，审视差异，

同中求异。师生对话需要质疑、反驳、争论或者自我检讨、修正，这需要双方欣赏

对方的异己之见、反思自己的异他之见，从而实现视域融合。

二、课堂教学中理解和对话的缺失表征

1、知识的意义理解与生成的缺失

以课程和教材为载体的文本知识，与学生的经验存在距离，所以教师的讲解和

指导是必需的。这会使学生便捷地获得知识，也导致“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知

而不解”的现象。教师在保证课堂教学的认知目标时，忽视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

形成，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其中新的意义的生成。

2、个体精神引领与建构的缺乏

精神的引领和构建是课堂教学应有之意。然而目前的课堂教学大多在传授知识，

导致精神价值贬值和意义匮乏，削弱了学生的反思能力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3、师生关系理解与建构的缺位

目前课堂教学，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这是一种缺少理解和对话的“垂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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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很少有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教师也缺乏鼓励表达、耐心

倾听的能力以及对学生理解的敏感性，没有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意识、理解和认识。

4、自我建构与理解缺少

在现实课堂中，教师更多的关注学生对知识文本、教学目标的理解和掌握，同

时教师的自我反思也常常处于匮乏状态，将学生产生的问题归咎于本人、家长和社

会影响等因素，不能主动进行自我言行的理解和剖析。

三、课堂教学中理解与对话的建构

1、以爱为基，严宽相济

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其爱是教育关系发展的先决条件。教师要注重与学生的思

维、精神和情感上的交流和对话，要有给予学生自由表达的机会和权利的意识；师

生对话应体现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和可能出现错误的宽容；对话中教师应起到必要的

引导，不是引向预设好的答案，而是向着更深刻的、有着新知生成的方向发展。

2、以人为“镜”，以己为“师”

以人为“镜”，主要指教师通过学生来了解自己的言行和教学效果。既使看到师

生在知识观念、价值观等方面出现差异，仍需保持真诚的对话。以己为“师”，要求

学生站在教师的立场上，以教师的角色来重新体验师生关系。

3、己所悦纳，亦给予人

教师要根据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对待学生，感受其希望被理解、被欣赏、被宽容、

被关爱，希望与教师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需求；感受其期望从对话中听到自己的声

音并产生回应和反馈的精神需求。师生应相互质疑、启发、理解、倾听。

4、对话交流，消减误解

首先，要营造易于交流对话的氛围。这要求教师给予学生话语权，让他们坦诚

表达自我。其次，消减师生之间的误解，教师要通过真诚的对话和交流，寻找背后

支撑自我误解的不当观念，尤其要认真对待学生对问题的“归因”。最后，基于爱的

交流和对话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维，要使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体都进入异己的、新

奇的、多彩的世界，而不是固守属于自己的、固化的、单调的一隅，使每一个人因

此而被注入勃勃生机和新的气息。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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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从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看课堂互动教学的有效实施

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以

下简称“公正”) 是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开设的课程，

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桑德尔教授开设此课程已有30余年，

前后约有14000名学生上过该课，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也

因此成为网络公开课的首选课程之一。课程共12部分，旨在引导学生一起批判性思

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拓展他们对于政治与道德哲

学的认知理解。“公正”授课的主要特点是：

1、教学案例的选择

“公正”授课过程往往从一个案例开启，然后师生针对案例展开互动。在这一过

程中桑德尔教授循循善诱，最后进行总结或得出结论。课程几乎全程都沿用此种模

式。而也恰恰是这种模式使得课程特别引人入胜。案例选择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争议性。桑德尔教授经常选择一些颇富争议的案例，让学生在伦理两难困

境中做出抉择。他鼓励学生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藉此激发学生间的辩论，从

而达到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例如在“食人惨案”的案例中桑德尔教授讲述了一个

发生在南大西洋上面的真实故事，他询问学生: 遭遇海难的船员是否可以牺牲最弱的

船员来保全自己的性命? 为什么? 参与讨论的学生立场鲜明、唇枪舌剑，且各有道

理，场面异常热烈，这与这一案例的争议性是分不开的。

二是现实性。桑德尔教授选择的话题颇具现实意义甚至有些是当下的“时髦”话

题，比如同性婚姻、言论自由、代孕母亲等。这样的话题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并且不

需要教师做太多的介绍便可以被学生所理解。

三是探究性。“公正”课程中的很多案例，不需要太过专业的知识就可以进行探

讨，却并非能轻易得出准确结论。很多案例往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分析起来犹如

读侦探小说或看侦探剧， 颇为引人入胜。这也正是这门课程的魅力之一。

2、教师的作用

互动教学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桑德尔教授的教学过程对此作了较为全

面和恰当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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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专业学识。由于桑德尔教授的卓越学识与出众能力，他才能滔滔不绝、妙

语连珠，将案例与伦理道德的分析实现有机结合。

二是应变能力。课程内容多以互动教学的方式呈现，而学生的回答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桑德尔教授会随时根据现场的状况进行调整，这与他过人的反应能力和

应变能力也是分不开的。

三是教学仪态。在提出问题和得出结论时，桑德尔教授会在讲桌前静止。而在

与学生互动时，则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做出调整，时常在台上不停地走动，微笑着用

手指向学生提问，静候学生起身回答问题，询问学生姓名，讨论中不时提及之前的

学生名字等，这大大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充分吸引了学生的关注。

四是教学氛围。桑德尔在课堂教学时更像一个叙事者和领路人，他课堂上的学

生之间相互诘问与交锋，最终产生结论。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杂志，2013年第 12期

因材施教 授人以渔

陕西师范大学一名普通教师，谈课程教学与研究生指导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1、在了解掌握研究生情况的基础上因材施教

研究生入学后，布置研究生的第一个任务是手写一份自传，以便教师全面地了

解和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自传包括学业背景、知识体系、个性爱好、研究兴

趣、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功底，之后再通过课堂提问、课程作业、学期论文等了解

每个学生的专业基础、读书积累程度和思维能力，为因材施教奠定基础。

2、着力抓好原典文献的通读和文本的研究

为研究生提供阅读书目，以较权威的或有代表性的原典注本为主，辅以水平较

高的研究著作，布置研究生通读大量文献，让学生扎扎实实地通读若干部经典文献，

熟悉文本，弄懂训释，理解内涵，积累资料，并要求学生对每部经典的通读，都要

做好读书笔记，不定期地汇报读书进展及有关情况，读完后将资料作以分类处理，

并撰写出读书报告或论文。

3、以传授研究方法为重心，努力上好研究生专业课

研究生课程要着眼于科研能力的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传授和引导。课程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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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主题为内容，以专题讲座的方式讲授，力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并结合自

己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重在研究方法的引导、示范和传授，诸如如何发现问题，

如何获取资料，如何分析解决问题，从什么角度切入进行思考，应采用怎样的思维

方式，如何梳理头绪、提炼要点、形成文字等，同时注重总结、提示和评点前人的

治学方法，为同学们提供参考和借鉴。

4、重视作业的批改、讲评

研究生平时的作业一般以课程或学期为段落，以单篇论文为主要形式来考察学

习情况和效果。每次作业批改后，进行集中讲评，一一指出其中的优缺点及存在的

问题，以便使学生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找到努力的方向。

5、带领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以开阔眼界、转益多师

根据研究生撰写拟提交的论文情况带领其参加学术会议，开阔视野；让他们聆

听众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学习其研究成果，并在会上宣讲自己的论文，接受批

评指导，还引荐学生请教学界名家和师长，从而转益多师。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2014年第 5期

――――――――――――――――――――――――――――――――――――――――――――――――――――――――――――――――――――――――――――――――――――――

呈：校领导

发：各院院长、主管院长、教学秘书、研究生导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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