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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要从教学基本功抓起 

范钦珊   邓宗白   蔡  新   陈建平   唐静静 

摘  要：提高教学质量永远是高等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而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需要抓好教学基本功。本文就新时期教学基本功，特别是关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师生互动、教育技术的应用五个方面内涵发表一些意见，供青年教师参考。 
关键词：课程教学质量；教学基本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我们认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

键。因为，教学计划中的大部分学分和大学生的大部分

学习时间都用在课堂教学上，课堂教学不但是传授知识

的殿堂，而且是培养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也是其他教

学环节的基础。 
最近几年，我们走访了全国 7个大区的 40多所高校，

对我国高等学校“基础力学”的教学状况进行了大量调

研，与全国 500 多名基础力学老师以及近 2 000 名学生

交换了意见。 
调研中发现：目前，课堂教学普遍面临着一些困难，

一是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计划修订之后，力学课程学时减

少，而且减得太多，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二是现代教

育技术使用不当；三是一大批青年教师走上了教学第一

线，由于缺乏教学经验以及上岗培训不到位，教学基本

功严重缺失，等。以上三个方面中，除了增加力学课程

学时需要由学校统筹解决外，现代教育技术使用不当也

可以归入新时期的教学基本功。 
因此，我们认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需要抓好教学基

本功。 

一、教学内容 

好的教学基本功首先是深入研究教学内容，不仅要

理解吃透，而且要有必要的延伸和扩展。为此，需要做

到：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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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引导学生思维。因此，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

要注意。 
首先是善于提出问题。就是首先要讲清楚“为什么

要讲这个问题”。提出问题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从身边

生活中或工程实际中提出问题，也可以从过去讲过的那

些问题中提出新的问题等。不要没头没脑的就提出一个

问题，使学生感到一头雾水。 
其次是分析问题。要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就要把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处理得恰到好处。就是先有定性分

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再作定量分析。我们现在有

的老师不是这样，一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在黑板上

写公式，而这些公式都在教科书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

的，他却依然要从黑板的左边写到右边。我们的学生现

在都厌恶老师在黑板上长篇大论的推公式，美国的一些

教授也感觉到有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反对公式的推导，

但是推导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定性分析。推导一

个公式后，类似的公式可以不必再推，让学生自己去写

出来。 
再就是要有结论和讨论。讨论也是给学生留出空间，

讨论里可以是有结论的，也可以是没有结论的，没有结

论的就要学生自己去思考。也就是说，一堂课的最后有

“句号”同时还有“问号”。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逐步学会分

解难点，也就是怎样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几个简单

的问题。这是一种本事。这不仅是一种学习的本事，而

且是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的本事。化解难点的过程，

也是逐步引导学生思维的过程。 
要正确理解例题的讲解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有的

老师一堂课几乎全是讲例题。讲课不同于习题课，习题

课可以多讲例题，但是习题课不是讲课。所以，课堂教

学中对例题一定要精选。一定要明确讲授例题的目的性，

讲例题无非是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服务的。

也就是说，其一，要教会学生怎样用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去分析和处理问题。其二，通过例题讲解

反过来加深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我们说讲解例题的重要，就不再是习题课的水平，而是

真正的教授讲课的水平。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首先，要提高课堂的教

学效率，你的教学效率比较高，学生就愿意听，你在那

里“抻面”，学生就不喜欢听。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内容要有吸引力，

也就是要让学生听起来有兴趣。这与教师的投入够不

够，问题提得好不好，分析过程是不是简明扼要等等

都有关系。教学没有吸引力，学生的注意力当然不会

集中。  
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对教师具有反作用，如果学生听

课的兴趣高，教师讲课的情绪就来了。如果一个教师面

对 100 多名学生讲课，学生们专心听讲，站在讲台上就

有一种责任感，就觉得讲不好对不起这些学生。 
如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注意力比较集中、

并且有响应，教学效果基本上就是好的。如果再能做到

使学生认为不听课是一种损失，这又上了一个层次。如

果再做到觉得听课是一种欣赏和享受的话，那就是一个

最高的层次。年轻教师要达到最后这个层次，可能是有

一定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坚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

上走，总会达到最高的层次。 

四、师生互动 

实现师生互动，既是教学方法问题，也是教学理念

问题。我们提倡师生互动，就是学生对老师提出的问题

要有响应，学生和老师之间要有对话和交流，绝对不要

教师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口才再好，都吸引不了学生。

如果这堂课总是有老师和学生之间对话，就不一样了。

学生们反映交互式、讨论式与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最大

的差别就是“我们都很紧张，思想不敢开小差，不知道

老师什么时候提问，不知道会问什么问题，不知道会不

会问到自己”。 
实现师生互动，首先需要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地位。我们过去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学

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如果没有学生的响应，教

师讲得好，可以说是不错，但是这是被动的。实现了师

生之间的互动，被动的效果变成主动的效果，才是高质

量的教学效果。所以，学生有没有响应，教学效果是截

然不同的。 
其次，为了实现师生互动，课堂讲授要给学生留出

适当的思维空间。要做到这一点难度比较大。这涉及：

空间留在哪里，留多大，怎么留法？为了给学生留出适

当的思维空间，需要精心设计一些能够刺激和引导学生

思维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生都不

一样。一要看对象，要区分不同的层次。一堂课留的问

题，一类是大多数学生通过积极思维都能够被启发，并

且有所收获；另一类是为少数优秀学生设计的，也就是

使高水平的学生也有发挥的空间。问问题可以是自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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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教师问学生答、学生问大家答等多种形式，尤其要

鼓励学生提问题。 
关键在于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当中不同阶段能够启发

学生思维的问题。一堂课，需要在什么地方提问，而且

在不同的阶段，提不同的问题。在理论分析的阶段，讲

一段以后，就问学生，下面该怎么办？讲例题的时候，

也可以讲一点，同时让学生做一点，还可以请学生到讲

台上讲一讲。 
第三，在交流和讨论中，要善于引导。不要学生一

下子答不出来你就把答案说出来。比如，一位老师讲“摩
擦力”时，设计了一个问题：有两根轴，右边的是主动轴，

端部是一个圆盘，左边的轴，端部也有一个圆盘，采取

什么办法可以将右边主动轴的转动传递给左边的轴？课

堂气氛非常活跃，有好几个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有的

说，很简单，两个盘上打孔，用螺栓连接起来就行；另

外一个学生说，打孔太麻烦，用夹子一夹就行；有的学

生说，打孔和夹子都麻烦，在两个圆盘之间都抹上胶，

一粘就行了。但都没有应用摩擦力解决问题的答案。于

是，老师就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讲的是“摩擦”嘞！这时

全场 180 多人鸦雀无声，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

把它们转起来，然后往一块儿一挤就行了。这位同学的

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一片掌声。这种全场鸦雀无声和一

片掌声，老师感到很欣慰。学生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出问

题，不是教师告诉他们的，是在教师的引导之下他自己

想出来的。所以教师的作用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

是引导学生思维。 

五、教育技术的应用 

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包括粉笔和黑板。完全排斥粉

笔和黑板，是不合适的。以前我们用粉笔和黑板照样可

以进行启发式教学，照样可以有热烈的响应场面。所以，

我们现在讲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但是仍然可以用粉笔和

黑板来进行启发式教学，只不过所需要的时间要更多。

所以，应用教育技术时，第一，不要排斥粉笔和黑板的

作用；第二，在应用教育技术的过程中，要继承粉笔和

黑板的优点，充分体现逐步引导学生学习、引导学生思

维的过程。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过程中，要注意技术和课程的

整合。一是，技术的运用应该能够引起教学深度和广度

的深刻变化。二是，技术的运用应该能够引导学生从教

室和书本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三是，技术的运用应该

能够引导教育者采用更好的教学策略启发学生思维，激

发学生的创新精神。过去难以实现的教学方法，应用了

现代教育技术以后，可能就比较容易了。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时需要注意视频和动画技术的

合理使用，不要动辄就是动画、视频。我们是大学的

教育，所有的形象思维最后都要提高到抽象思维，如

果做不到这一条，就是失败的。同时还要体现教学过

程，体现引导学生思维，也就是将粉笔和黑板的优点

体现出来。  
制作电子教案，一定要体现教学过程，体现引导

学生思维的过程。千万不能“书本搬家”。一定要根据

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本人对于课程教学内容的理

解以及怎样开展启发式教学，对现有的电子教案加以

改进和完善，千万不能将别人的电子教案拿过来“照

本宣科”。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一般院校采用多媒体电子教案

教学，最好辅之以粉笔和黑板，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这样做效果会更好。 
 
打好教学基本功，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年轻

的老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不管这条路有多长，

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人才的培

养质量，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深得民心

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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