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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以学生为中心”专题研讨会 

胡奈赛：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以学生为中心”专题研讨会 

3 月 20 日下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本学期首次专题研讨会，围绕“在课堂教学中

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展开讨论。30 余名教师参加研讨。除本校教师外，

还有来自西安工业大学、西安邮电大学等五所高校的教师参会。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马知

恩教授主持会议。 

          

中心专家胡奈赛教授作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以学生为中心”问题的提出、目前的教学

状况，并就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做什么进行了具体分析。 



“一切为了教师，为了教师的一切” 

地址：中一楼 2125室     电话：（029）82668931    邮址：jfzx@mail.xjtu.edu.cn    2 

之后，与会教师展开自由热烈的讨论。围绕议题探讨了实际教学中如何转变传统的灌输

式教学模式，教师要当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学中教是手段、学才是目的，如何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做好课程的教学设计，如何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兴趣等问题。此外，参会教师还对学

生能力的培养、差异化教育、创新教学手段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最后，马知恩教授作总结发言，指出教育工作应当关注学生的需要，切合学生的实际，

引导学生学习，促进学生发展。 

主题介绍 

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胡奈赛 

1．“以学生为中心”问题的提出 

1952年由卡尔·杰斯首先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 

20 世纪中期，美国学者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理念，引发了本科教育基

本观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的系列变革，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上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

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要求国际高等教育决策者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注的重点，把

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并预言“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理念必将对整个世界

21世纪高等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1年 4月 28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校网上发表了下列意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不仅关乎大学办学的核心理念，还

关乎大学精神与文化，学校未来的发展战略。教师应更多站在学生立场，从学生的角度进行

教育活动，给予学生“真正的爱”，培养学生自由独立的精神。如不去解决办教育到底为什

么的问题，显性指标上追求卓越，只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发展不可能长久。            

2012年 7月 14、15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举办“院

校研究——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近 400名学者出

席会议。 

2012年 9月 7日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院长刘献君发表了《论“以学生为中心”》，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就是“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并指出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本科教学改革，是一种范式的改变，必须全面、整体、协同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31条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

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

样培养？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2011年 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指出：

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学质量是根本。 

2．目前的教学状况及教学模式 

目前西安交大本科生的课堂教学情况，据校督导组专家听课单的反映，问题不少。低年

级到课率和抬头率尚可，高年级的到课率下降且抬头率更低。在课堂上玩手机的、睡觉的、

心不在焉的、交头接耳的、做其他课程作业的、看与课程无关的书的、甚至有吃东西的、接

电话的还有听音乐的。 

教师普遍认为现在的学生是两极分化，有些学生学习主动、目标明确。但也有相当数量

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混日子、等毕业。 

学生满意的教师一般课上得好，关心学生的学习，教学效果也好。但对有些教师的教学

效果不满意，主要问题可归纳为：老师讲课无吸引力，上课单调；照本宣科，枯燥无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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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灌；把 ppt当讲稿，面对着大屏幕，不理会学生的反应等。学生不知道学这门课有何用；

教师不关心学生怎样学习；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效果。 

教师中存在的问题是：部分教师教学任务重；不少教师在教学上投入不足，有的是科研

工作压力大、有的是挡不住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和干扰；新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们学历高，受

过长时间的科研训练，但在教学法上缺乏锻炼与培养，急需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主动传授知识，习惯于“满堂灌”、“一言堂”。学生则是被动

的知识接受者，束缚于“应试教学”。也可称为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老师把知识当

成一盘菜，不管学生是不是喜欢，能不能吃下。显然，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培养出明天需

要的创新型人才。 

陶行知先生说过：理想的教师，其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 

每位教师必须明确教学的目的、任务，教是手段不是目的，学才是目的。 

我们不少教师正在努力地转变教学模式，把教学的重心从“教”转向“学”。教师光传

授知识是不够的。而应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不是被动的接收知识，而是教学积极的参

与者。这样才能体现出“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3．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该做些什么？ 

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并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 

（1）明确教师的责任 

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通过知识的传授，要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能力。 

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知识是建构的，不是灌输的。学习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学生通

过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新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把所听、所读的东西原样反射到大脑中。 

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是学习的基础）、解决问题（是学习的目的）。

“学问学问，学本乎问，非问无以成学”。中国人把有知识的人，称为有学问的人。“谦虚好

学，勤学好问”是对学习者的一种赞誉。可见知识是学来的，也是问来的。要想学成，就要

在学中问、问中学。不懂要问。 

（2）更新教学理念 

① 知识和能力 

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要以知识为载体，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和能力。能力是在掌握了

一定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培养和实践锻炼而形成的。知识和能力是协调发展的。在大学期间

学知识一定要学会获取知识的方法即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就是学会终生学习的能力。 

② 怀疑和批判 

过去提过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更重要。

于光远说过：疑问号“？”是个钩子，没有疑问，在知识的海洋中就钩不到东西。只有疑问

才能得到知识。学生在老师的提问和追问中，在自主学习中学会怀疑和批判。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才是创新思维的基础。 

③ 培养创新型人才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强国的需要，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思考、启发

学生想象、鼓励学生质疑，师生共同努力才能培养出学生的创新精神。 

（3）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的主要任务 

课堂教学是以教师讲授活动为主导，学生学习活动为目标，以教材、课件等为媒介的三

者互动的过程。 

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生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引导到对知识的

探索上，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学生就会有学习的积极性。 

根据课程特点结合学生需求精选教学内容，让学生感受到学了有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将外在知识主动建构成自己的知识结构。  



“一切为了教师，为了教师的一切” 

地址：中一楼 2125室     电话：（029）82668931    邮址：jfzx@mail.xjtu.edu.cn    4 

从课堂教学设计、知识和情感的表达，调动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达到学习目的，得到好的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中，创新教学手段，用好多媒体技术。增大信息量，节省课时，提高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