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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期，课堂讲授已经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对教师的课堂授课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积极

面对这种挑战，顺应新的发展形势，才能让课堂教学重新焕发生机。首先讨论了当前常见的三种教学新

形式，探讨了其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和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然后探讨了教学改革的

一个核心要素——提高教师素质，并论述了教学各个环节的重要意义。最后得出结论：在新时代，以学

生学得好为评价标尺的教学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传统的上好课的基础上强调学生的主动

参与和学习。这要求教师积极提高自身素质，掌握现代教育规律，合理运用现代教辅手段，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做学生学习的导师和引路人，促进课堂教育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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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lassroom lectures are no longer the only way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Only by actively facing 
this challenge and adapt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can classroom teaching be revita-
lized. Firstly, three common new forms of teaching are discussed, and their advantages over tradi-
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blems faced in actual teaching practice are discussed. Then a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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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of teaching reform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s discuss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aspects of teaching is discussed also.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new era, teaching 
based on students’ learning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lassroom teaching, and needs to emphasize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on the ba-
sis of the traditional good lessons. This requires teachers to actively improve their own quality, 
master the modern laws of education, rationally use modern teaching aids, respect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and be the mentor and guide of students’ learn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classro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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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更好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不仅是每一位高校教师毕生思考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教育者有史

以来一直探讨的课题[1] [2]。 
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勿容置否，它是连接教育系统和学生的重要桥梁之一。教育的发展，教学方式的

变革，最终都要通过课堂教学直接表现出来。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传统的知识学生很容易从网上获取。网上

的教育资源日益丰富，网络课程、开放教育资源、远程教育等新兴方式对传统的课堂教学产生了重大冲

击，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正面临极大的挑战。低头族、上课看手机是经常听到的教师对学生上课状态的

抱怨。但无论教师如何抱怨，学生依然我行我素，看手机已经成为课堂教学期间普便存在的现象并且屡

禁不止。 
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传统意义上一节好课强调教师讲课有感染力，课堂内容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

学生注意力集中，课堂信息量大，学生接受程度高，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探索欲望[3] [4]。但在新时期，课

堂讲授已经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对教师的课堂授课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积极面对这种挑战，

顺应新的发展形势，才能让课堂教学重新焕发生机。翻转课堂就是一种新的探索，翻转课堂利用丰富的

信息化资源，学生可以观看自己的任课教师的视频来学习，也可以观看其他老师的视频来学习，只要能

够顺利通过考试，都应该计算学分。当然，翻转课堂需要打破现有的学生学习状况评价机制，让学生逐

渐成为学习的主角。这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普及，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意义也很重大[5]。 
新形势下的一堂好课，需要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最要紧的是看学生，

而不是看老师讲课”。可以说，新时期，课堂教学正从传统的教师教得好向学生学得好过度。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教授叶澜女士认为，从老师授课的角度，一堂好课的要求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有

一些基本的要求：1) 有意义，扎实；2) 有效率，充实；3) 现场生成性，和学生有互动，强调因材施教；

4) 持续改进完善，真实。但是，在新时代，以学生学得好为评价标尺的教学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在传统的上好课的基础上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学习。本文就新时代最新涌现的教学新形式做介绍，

并讨论提高教学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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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教学的新形式 

2.1. 翻转课堂 

先看看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6]：用视频取代传统的面对面课堂授课环节；学生在课堂花更多时间与

教师参与关键学习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是主动的。显然，翻转课堂将传统的课堂“讲课”

环节通过授课视频由学生在课前完成，而将过去的“作业”却在课堂时间完成，目的是检验学生学习的

效果，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困惑。 
翻转课堂的实质在于：增加了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拓展了个性化沟通的方法；学生有自主学习的环

境；教师是身边的导师，是学生学习的辅助者；采用课堂直接指导和课外建议式学习的混合模式；翻转

课堂使不能上课的学生有学习的途径；翻转课堂的内容为录制的影像，可以被永久保存，查阅和修正；

学习是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化差异。 
翻转课堂的实践克服了智能手机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面临的挑战，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和主动

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翻转课堂对传统教学方法是一种重大改革，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包括： 
1) 教师需要将课程内容制成影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的 MOOC 和在线课程适应了这一发

展需要。 
2) 翻转课堂将学生的学习分为课前学习和课堂学习，提高了课前学习的重要性，没有效果良好的课

前学习，课堂学习效果将受到影响。 
3) 课前学习或多或少增加了学生学习的时间，目前大学的课程门类相对较多，为了适应翻转课堂实

践，课程可能要做一些优化，否则必须要求学生增加课外学习时间。 
4) 要打破现有的学生学习状况评价机制，让学生逐渐成为学习的主角，学生可以观看自己的任课教

师的视频来学习，也可以观看其他老师的视频来学习，只要能够顺利通过考试，都应该计算学分。 
5) 采用共享课学习后，有些学校的部分老师面临课业竞争。 
6) 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专业能力，以提升翻转课堂的授课深度和广度。 
7) 信息化管理也要做相应提升。 

2.2. 主题教育 

主题教育就一个问题展开话题，综合运用各种教具、视频演示、模型等各种手段完成相关知识的讲

授和讨论。主题教育早前在社会各个行业都有运用，譬如博物馆的标本展示，旅游景点的各种名胜古迹

及相关介绍等。近年借助信息技术和 AR/VR 技术的发展，主题教育采用三维仿真、虚拟现实和影像等方

式大幅提升了教育的逼真性，使受教育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学生产生强烈吸引，达到传统课堂教学

达不到的效果。 
这种教育方式实质在于其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叙事方式和安排，将和一个知识点相关的书本知识、实

验、实践等相关场景集中在一起，采用栩栩如生的方式传授知识。当前，主题教育常见的表现形式是知

识图谱。 
可以看到，主题教育对传统教学方式有较大的改变。主题教育要求教师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

教学质量，面临的问题包括： 
1) 教师需要提升自身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能力。 
2) 教师对课程的理解要更加深入。 
3) 需要将教学内容采用主题教育的方式展开，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完成。 
4) 传统的教学安排要做相应的改变，理论、实验和实践内容要纳入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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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统的教材也要改编成主题教育的形式。 

2.3. 用现代科技完成传统教学内容 

这种方式在传统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综合运用网络、PPT、视频等作为辅助手段将传统的

课堂内容进行讲授。这种方式不要求创造身临其境的效果，只是对传统授课方式的一种改进。 
这种教学方式目前有很多实践，譬如 PPT 课件，网上布置作业，网上预约实验课，网上授课，学生

现场即时评价反馈课堂教学效果等。 
可以看到，这种教学方式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适度改进，是一种渐进性的做法，传统的教材、课程

安排不需要做大的改变，对传统的继承性较好。其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传统教育方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包

括： 
1) 课堂上学生学习比较被动，不能完全解决学生看手机的问题。 
2) 一些学生如果在课前学习了课件并产生了一些疑问和问题，在课堂上，这些学生希望得到心中疑

惑的解答，而对熟悉的内容可能不感兴趣，可能注意力更不集中。 
3) 课外学生仍然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看手机上网，作业、预习和课后复习可能被荒废。 

3. 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可以看到，以上所述的三种课堂教育方式各有优点，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三种方式有一些共同点，

譬如，都要求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和学生仍然是课堂教育的主体。不管采用

何种教学方式，都要求教师改进课堂内容，对课程有更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而学生要提高主动性和参与

性。但是，也应该看到，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如何组织安排课堂内容对教学效果有决定性的影

响。所以，不管教学如何改革，提高教师素质都是第一位的，“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

在这里仍然适用。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师的讲课基本功，对教授课程、教育规律和现代教学科技

手段的掌握程度，教师的知识面的广博程度，对学生情况的了解程度，课堂内容的安排合理性等都对上

课质量有重要影响。 
首先，备课是上好课的开端。备课是教师教学基本任务之一。教师备课应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围绕

目的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次序并组织教学实施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教师备课还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及其对教学内容的接受能力，关注可能的教学效果。 
其次，教师的素质是上好一节课的决定因素。课堂教学正在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生为

主体，需要教师有更高的素质驾驭课堂出现的新的管理问题，教师应具有良好的课堂教学组织、管理和

监控能力，根据现场情况把握教学节奏，教学内容适当，教学结构和时间安排合理，课堂应变能力强。

驾驭课堂不仅要管控好学生的课堂纪律，而且要合理适时地调节课堂节奏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创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对教师来说，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缺一不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智力劳动效率”。饱满的激情可以引起学生的共

鸣和积极回应，而昏昏欲睡的教学状态能让学生也昏昏欲睡。 
第三，教师应该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信息技术和智能互联网的发展，对教学活动提供重要的技

术支持，也对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学会制作生动有趣的课件，也要善于借他山之石—借鉴

网上的共享教学资源充实课堂。一堂好课，多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运用是必须的，教师必须与时俱进，积

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生。 
第四，建立合理的反馈机制。教学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其目的总是使学生学得会、学得懂，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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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效果为评价标尺，这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大变化，也是新教育的特征之一。传统教育中收集学

生的反馈信息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中间环节多，时间上有滞后性，使得反馈的结果总是具

有片面性和准确率不足的特点。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很多软件可以提供即时

的反馈和评价，克服了困扰传统教育中学生反馈环节的问题，使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即时反馈成为一种良

好的师–生、教–学互动方式，既有利于教师持续不断地改进工作，也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个体特点及

时参与学习活动。雨课堂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讨。 
第五，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定要高效完成才能体现现代教育教学发展的优势。建立全面、

高效、客观公正的课堂教学效率观是教改的前提条件。效率观应该包括：该堂课对参与学习的班级的学

生来说是否有意义？多少学生可以参与课堂学习并从课堂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和信息？学生个体可以多

大程度参与课堂学习？从课堂可以获取多少信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评价课堂教学效率高低的基本尺度。

一节课如果没有效率，只对一些学生有效果，那么这节课就不能算好课。高效率的课一定是因“地”制

宜，因“材”施教，以“学生”为导向。学生的个体差异、知识背景、学科基础、智力水平、个人习惯、

思维方式、甚至生活经验千差万别，需要综合考虑一个班级内的优等生、普通生和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的

接受知识的状态和学习能力。考虑如何安排才能使课堂对所有学生的意义最大化，这是每个授课老师必

须竭尽全力去思考和探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六，学生学习的效果是一堂好课的衡量标尺。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组织安排课堂学习过程，

让每个学生都能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积极提问心中疑问、参与课堂知识讨论、畅谈学习感悟，尽最大可能地

发挥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形成良好的师–生、教–学互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要合理预设教学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和运用教学策略，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立足于教授对象和本校实

际设计教学流程，运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提高教学效率。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在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和对未来

发展的不同需求的基础上展开。尽量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实现主动学习。 
另外，对于高校教师而言，还需要掌握教研相长的规律，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将自己的科研发现、感悟和前沿理论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

素养，促进学生紧跟现代科技发展的步伐，实现更好的发展。 
总之，在新时代，以学生学得好为评价标尺的教学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传统的上好

课的基础上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学习。这要求教师积极提高自身素质，掌握现代教育规律，合理运用

现代教辅手段，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做学生学习的导师和引路人，促进课堂教育的全面提升。 

4. 结论 

在新时代，以学生学得好为评价标尺的教学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传统的上好课的基

础上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学习。这要求教师积极提高自身素质，掌握现代教育规律，合理运用现代教

辅手段，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做学生学习的导师和引路人，促进课堂教育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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