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51lunwen.com                                                    无忧论文网                                                    qq:357500023 

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摘 要】在现代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存在着形式单调、 内容偏颇、 深度不够、 作用失衡等方面的问

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主要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敏感性,建立现代动态教学观;扩大互动空间,增加互动深

度;开展有利于增进情谊的交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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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就是指在课堂教学这一时空内,师生之间发生的一切交互作用和影响。它既指

师生间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和过程,也指师生间通过信息交换和行为交换所导致的相互间心理上、 

行为上的改变。师生互动在本文中既包括师生间的互动,也包括生生间的互动。通过观察、 比较,笔者发现

当前课堂教学中发生的师生互动存在着许多与现代教学理念不相吻合的现象,指出并研究这些现象,找出其

解决的策略,对于建立积极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改善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存在的问题 

    1、 形式单调,多师生间互动,少生生间互动 

    目前课堂教学中,大家普遍采用的是教师个体与学生集体、 教师个体与学生个体的互动,而教师与学生

小组、 学生个体与个体、 学生群体与个体、 学生群体与群体等多向主体互动严重缺乏。据有关调查发现,

在 87%的课堂教学中,学生间的交往互动所占的时间仅为 13. 5%。而事实上,许多国外专家正把生生互动当

作教学中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宝贵的人力资源,认为生生互动是教学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2、 内容偏颇,多认知互动,少情意互动和行为互动 

     师生互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活动,其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把师生互动的内容分为认知互动、 情

意互动和行为互动三种,包括认知方式的相互影响,情感、 价值观的相互交流,行为方式的相互借鉴等等。

由于现代课堂教学以知识掌握为主要目标,把情感态度的形成等目标视为促进认知的辅助性目标,因而课堂

上缺乏与学生真诚的内心沟通,缺乏与学生真挚的情感交流,舍不得花时间与学生交换情感,舍不得花时间

让学生展示个性化的态度、 情感、 学习方式,借鉴和研究彼此的长处。因此,课堂互动主要体现在认知的

矛盾发生和解决过程上,而缺乏心灵的相互碰撞,感情的相互交融,行为的相互帮助和借鉴等。 

     3、 深度不够,多浅层次互动,少深层次互动  

    目前课堂互动大多在浅层次上进行,没有深层次的探究,没有思维的碰撞,没有矛盾的激化,也没有情绪

的激动,整个课堂教学像一条潺潺溪流单线条行进,而没有大海似的潮起潮落,波浪翻滚。这对学生深入思

考、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4、 互动作用失衡,多“ 控制— — —服从” 的单向型互动,少交互平行的成员型互动在现代学生主

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的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大多体现为教师对学生的“ 控制— — —服从 ” 影响,教师

常常成为唯一的信息源指向学生,在互动作用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而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实际上,在“ 人与

人” 的交往活动中,交往双方的活动应是交互性的,而非对立性的,教师应成为普通一员参与互动,与学生形

成包容、 共享的互动关系,而不应该成为“ 控制— — —服从” 的单向型互动关系。 

    二、 解决互动问题的策略 

    1、 建立现代教学观  

   (1)建立师生交往、 共同对话的教学本质观。交往可以看作是教学过程的一种本质。而在人与人的交往

中,每个人都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彼此相互认识和交流的对象。因此,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不应是

“ 人— — —物” 关系,而应是“ 我— — —你” 关系,教师不再是特权式人物,而是与学生平起平坐的

一员,教学更是师生彼此敞开心扉、 相互理解、 相互接纳的对话过程。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师生形成了

“ 学习共同体” ,他们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学习过程,进行心灵的沟通与精神的交融。 

     (2)建立有序变通、 动态生成性的教学过程观。 

     课堂教学是师生交互活动的过程,随着交互活动不断地进行,课堂将会发生不断地变化和意外。现代知

识观认为,教材、 教案等一切文本的意义都具有不确定性,师生皆可对之进行不同的诠释与解读,进行不断

的界定与再界定。因此,我们追求的教学过程,不再是永远的平衡,而是失衡后的再平衡;不再是一味的有序,

而应该是无序中的有序。教学过程还其本来面目,应该是多元变通、 动态生成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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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加强有利于互动的教学设计 

     (1)设计“ 大问题” 和发散性问题,扩大互动空间。所谓“ 大问题” ,即粗线条式的问题。这种问

题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可选择性,它可以使学生对解决问题的方案作策略的选择、 思路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对

某一具体操作方法的选择;它可以让学生对解决问题的设计做多种假设与猜测,而不仅仅是按照既定的程序

做一蹴即就的答复和验证。当教师把“ 大问题” 和发散性问题抛给学生时,就如把学生投掷于一个偌大的

陌生领域,学生可以放开手脚,大胆思考,求异思维,扩大互动的空间,满足互动的需求。 

     (2)设计带有启发性的、 较难层次的互动内容,增加互动的深度。目前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是浅层

次的互动,而缺乏深层次的互动。这对学生的发展,对学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都是不利的。在课程改革

中,教师要多动脑筋,设计带有启发性的、 深层次的问题,增加互动的深度。 

     (3)设计多向合作的学习活动,拓宽互动途径。我们在设计互动合作的学习活动时,应根据学生的年龄、 

特点和位置来设计互动活动。低年级学生组织能力、 自控能力较差,适宜于设计同桌间、 前后桌之间的两

人合作学习活动。如:协作操作活动,角色游戏活动,互说思考过程活动,互查作业,互提问题。这些活动都有

利于学生个体间发生互动,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学习、 模仿和感情,提供相互借鉴的机会。高年级学生适

宜于设计多人小组学习活动,增大互动领域和空间。在设计多人合作学习活动时,要兼顾组与组之间的互动

影响,教师与小组的影响,小组对成员个人的影响,以此开发多种互动渠道。 

     (4)设计生活化、 情境化、 信息化的教学环境,丰富互动内容。在生动多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可交

流的话题增多,情感体验丰富,思路打得开,彼此间容易发生相互影响,产生“ 触类旁通” 之感或“ 触一发

而动全身” 之现象,感情上也容易发生沟通。所以,在课堂上除了老师准备丰富的材料、 设计生动、 丰富

的教学情境外,还应引导学生广泛收集各种信息资料,并让学生把它带到课堂上来,使课堂上的每个人都成

为信息发布源,让学生在充满信息交流的环境中接受多方刺激和信息,发生互动,增加互动内容。 

    3、 开展有利于增进情谊的交往互动    遵照现代课程改革的精神和现代教学观,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

要发生认知互动,而且要发生情谊互动。教师要经常和学生进行思想沟通,情谊交流,要和学生交朋友,换思

想,达到情感交融;要善于察言观色,发现学生的思想动向,及时和他们交心,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解除他们

的思想顾虑,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进行学习和活动。只要这样,师生之间必能亲密无间,无话不说,

无事不助,学生必能听从老师的教导,学好功课,发展品质,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4、 提高教师的教学敏感性   教师既作为一方与学生群体、 学生个体发生互动,同时又是课堂互动的

调控者。所以,他们应该提高教学敏感性,利用课堂中的一切有利因素,调整互动,促进互动。创造机制彰显

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促进互动。捕捉并重组课堂信息,引发互动。 

    5、 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与能力 

    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很重要,教师要着力培养学生这方面的素质: (1)培养学生耐心倾听的习惯; ( 2)

培养学生善于表达的习惯; ( 3)培养学生善于反省的习惯和能力。只有学生的这些习惯和能力培养好了,

就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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