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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教学是提升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突破口。从学习者自我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一门研

究生课程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学生的深入访谈,发现有效的研究生课堂教学具有以下特征：教师层层追

问、引发学生思考；学生主动参与、师生有效互动；教师循势利导、动态生成教学内容；学生交流讨

论、拓展思维。基于此,教师应善于提问,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构建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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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对于提升整个民族创新能力具

有重要作用。课堂教学对研究生掌握专

业基础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学习科研

方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硕士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影响人

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有效教学是学

校教学活动的一个基本追求,其核心是

促进学生的进步和发展。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关系到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生教

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课堂教

学与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阶段不同,具

有高阶性、探索性、深层次的特点。教

师课堂教学行为与课堂效用息息相关,

那么实现有效教学的研究生课堂,教师

行为特征是什么？我们希望运用相关理

论和方法来探究这一问题。 

2 研究方法 

2.1观察法 

这是本研究采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

法,运用参与式观察,作为课堂的一份子,

深入参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观察课

堂中教师以及学生的行为表现。更为细

致地了解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反应,通

过体悟学生的状态考察是否真正地达到

了有效地学。 

2.2访谈法 

对选修这门课的学生,进行开放式

的访谈。学生从自我体验的角度,表达参

与这门课的感受和对这门课的观点和看

法。从不同学生的表述中归纳出这门课

的共同特点,从而发现课堂中促进学生

有效地学的关键因素。 

2.3实物分析法 

收集参与课堂时学生记录的笔记,

从笔记中回顾整个课程的课堂教学的

历程,发现有意义和具有启发性的片

段。同时,由于课堂笔记在记录时较为

客观求实,因此可以作为访谈资料的补

充和例证。 

3 研究发现 

3.1层层追问,引发思考 

对于课堂中学生的作答,很多教师

总是在表示肯定或者否定后结束师生对

话。然而研究生教学的意义不在于单纯

的知识传授,启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是研究生教育的应有之义。D老师在

课堂中,经常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反问,引

发学生对某种社会现象产生更为深入和

客观的认识。而且,有学生在访谈过程中

表示,D老师的提问,对自己毕业论文所

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镜头一：从现象到问题 

在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节课,课

堂伊时,D老师和学生们围绕假期见闻彼

此交流。一位同学提到：“在旅途中,经

常看到田间劳作的农村妇女和儿童,一

个年龄约五六岁的小女孩,背着大大的

竹筐捡拾牛粪,女孩身材瘦小而装着牛

粪的竹筐重量过大。有好几次,小女孩

跌倒在田地里。这样的画面,让人很受

触动。和同龄大部分在上辅导班或者假

期游玩的儿童相比,差异和不公平尤为

凸显。(S7)”D老师问到：“那这让你联

系到最近学习的什么理论呢？”这位同

学略作思考回答道：“冲突理论,社会资

源是有限的,东部发达地区占用了更多

的教育资源,而偏远农村地区拥有较少

的教育资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学校和家庭有更多

的资源来投入子女的教育。”D老师继续

问到：“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

位学生回答：“应该发挥政府的宏观调

整能力,给予西部农村地区更多的教育

补偿,让孩子们享有更均衡的教育资

源”D老师说到：“那你下去再查一查,

具体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做到了哪一

步,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呢？”D老师在学

生讲述一个现象后,不停地追问学生现

象背后的原因,并让学生思考解决措

施。对话最后,又给学生抛出一个问题,

让学生继续思考。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的思维过程

往往是从问题开始的。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恰当的课堂提问,可以点燃学生思

维的火花,调动其主体参与性,通过与教

师互动交流,实现对问题更理性和深入

的思考。因此,课堂提问被视为有效教学

的核心。D老师在课堂教学环节,经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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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不断地提问,学生通过对问题

全方位深入地思考,思维能力得到进一

步锻炼。 

3.2主动参与,有效互动 

当前大部分研究生课堂教师教学

方法单一,以讲授为主,学生课堂参与

度低,教师一言堂现象尤为严重。即使

教师提问,学生也不愿主动作答。究其

原因可能是,教师讲授内容脱离学生的

生活世界,难以激发学生回答的兴致。D

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就学生身

边的例子进行讨论,学生也十分乐于发

表自己的见解。 

镜头二：奖学金的辩论 

在学院刚刚结束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比后的一堂课上,D老师启发学生用社

会学理论来分析奖学金评比现象。J同学

说道：“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学院是一

个有共同目标的组织,为了学院全体研

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学院

制定了奖学金评定的规则。通过奖学金

的评比,激发了学生投入科研的动力和

热情。”W同学说到：“奖学金的评比用冲

突论分析更契合,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奖学金的数额是一定的,不可

能平均地分配给每位学生,因此,学生之

间互相竞争,争夺奖学金。” 

镜头三：学生眼中的不公平 

在一节课后,D老师布置给学生这

样的课堂作业,回想自身接受教育的过

程中遇到的不公平现象。在下节课课堂

讨论时,不少同学就这一话题畅所欲

言。有的学生谈到：“成绩好的学生,

上课睡觉时教师通常会觉得他是学习

学得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会。而面对成

绩差的学生,教师则会认为又是熬夜玩

游戏了。”也有学生谈到：“教师平时倾

向于将班级日常管理工作交由男生处

理,教师会觉得这样比较放心。而且,

当女生学习成绩进步时,教师通常会评

价女生在这段时间学习刻苦努力,而面

对男生学习成绩提升时,教师则会归因

于学生自身的智慧。” 

罗杰斯有意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

习应当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对学生来

说是指学习材料不仅是可以被理解的,

而且应当是与学生的个人意义和个人价

值密切相关的。教学的价值在于使学生

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并理解自身与这

个世界的关系。当学习内容与学生密切

相关时,学生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积

极思考所学内容与自身的关系,在这个

过程中学习不再是被动的,而是自动自

发的,学生主动地全身心参与学习,在效

果上必定是有效的。以罗杰斯人本主义

教育思想为指导,建立了数十所实验学

校,研究结果表明,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经

得起实验检验,在各种可评价的教育指

标上都优于传统教育。 

3.3循势利导,动态生成 

课堂教学本质上是教与学交往、互

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师生相互交

流、沟通、启发、补充,分享彼此的思想、

知识、经验,交流情感、体验、观念,是

共同发展的过程、增值的过程、生成的

过程。因是师生共同交往的过程,那么课

程就不是预设的,固定不变的,教师需根

据师生的对话,随时调整探究的主题。D

老师的课堂虽然每节课有固定的大主题,

但往往会围绕这一主题,随机生成很多

小的主题。 

镜头四：性别与思维 

D老师在一次课堂教学中谈到男女

思维的差异,给我们举了一个生动的例

子。她说道：“女老师请假时,通常会说：

‘昨天学院不是说今天下午我们要开会

嘛,今天我的课就不能上了。’或者是‘今

天早上起来,我发觉我的头很痛。’等等。

然后,再由学院领导继续询问她的课在

哪一节。而男老师常常会这样说：‘哪天

哪节课有事,不能上课。’”D老师叙述完

之后,同学们也纷纷指出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男女思维差别的例子,特别是女

生偏感性和发散思维,男生偏理性和聚

合思维。由男女的思维差异,D老师随即

延伸出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区别,并且

在黑板上呈现了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框

架图,引导大家在分析问题时,充分利用

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优势,画出思维

导图,促进问题解决。 

3.4交流讨论,拓展思维 

课堂是一个学习共同体,课堂中教

师与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彼此交流,分

享各自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每个人的知

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得到了完善与更

新。D老师所教授的课堂不仅注重师生之

间的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也经常互动

探讨。 

镜头五：什么是课堂教学 

D老师曾布置过一个小组作业,用结

构功能理论,冲突论和互动符号论三种

不同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课堂教学。在

进行汇报时,不同的小组根据不同的理

论解读了课堂教学现象。H同学讲到：“在

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共

同的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作为教学活

动的主导者和引领者,学生作为教学活

动的主体,双方有机配合,促使教学活动

功能的发挥。”M同学说道：“课堂中矛盾

与冲突无处不在,比如教师的控制与学

生自主性的发挥,教室中学生位置的分

布,有限的时间在各个教学环节的分配,

这一切都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Z同学

这样说道：“课堂可以看成一个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场所,教师和学生,学生之间,

基于对符号意义理解的相似性,双方达

成了有效互动,在互动中彼此知识进一

步增长。”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学

习者之间是以主观互证的方式参与,或

共同建构知识。主观互证是指任务开始

时两个个体有着不同的知识和观点,随

着对对方观点不断地适应,双方最后达

成共识的过程(Newson & Newson,1975；

Vygotsky,1978)。在共同建构中,不同

的学习者属于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根

据维果斯基的理论,教师需要考虑不同

的文化背景可能会怎样影响课堂教学,

在设置教学活动时,需要安排具有不同

文化背景的学生者共同参与学习,以促

进有效地学的开展。D老师所教授的课

堂,学生来自于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地

域和不同的学科背景。并且,在进行小

组活动时,D老师总是把不同年纪和学

科背景的学生安排为一个小组,这使得

学生不同的视域得到融合,促进了有效

地学。 

4 讨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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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门有效教学的研究生课

程为例,通过对这门课程为期一个学期

的观察和访谈发现有效的研究生课堂教

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教师层层追问,

引发学生思考；二是学生主动参与,师生

有效互动；三是教师循势利导,促使教学

内容动态生成；四是学生之间交流讨论,

扩展彼此思维。基于研究结果,为进一步

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研究生课堂教师应

做到以下几点： 

4.1善于追问,启发学生思考 

研究生课堂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批

判思维,探究能力和独立的问题解决

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尽

量避免学生在回答完问题后,只以总

结性的语句结束对话,如你说得很有

道理,这样做不利于学生对问题进行

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应针对学生的

回答,进行下一次提问,引发学生对问

题的不断思考,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

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锻炼

学生的思维。 

4.2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 

当学习者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时,他

们对知识的理解会更深入,学习动机也

更加强烈。为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

时,应多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世界

相联系。教师在课堂中应该多关注学生,

探讨与学生周围世界密切相关的问题,

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的热情和信心,

在学生的主动参与中,师生交流互动。

而且,课堂教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

应该密切关注师生互动的情境,根据对

话内容,随时调整教学主题。及时捕捉

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提供的信息,

解决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

惑的或者是感兴趣的问题,促进学生经

验的不断增长。 

4.3构建学习共同体 

课堂是一个学习共同体的场所,个

体独特的经验是学习者共有的学习资

源。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不仅要重视

师生互动,也要注重学生之间的交流探

讨。为此,在小组活动时教师应尽量安排

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为一个小组,使小

组成员之间能够分享不同的观点。同时,

也要注重组别之间观点的碰撞与交流,

增进不同知识的共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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