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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3000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recruited by themselves, the teachers 
generally call them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se students have not formed good study habits, and their study purpose and 
direction are not clear; the ability of self-discipline is poor; most of them lack the motivation of conscious learning. In the face of such 
students, we have explored a more “symptomatic” pedagogy method resonance teaching method for many years. This method makes 
full use of the ecological potential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rough activities such as formulating learning contracts, regularly 
communicating their shining points, checking the “traces” of reading, and group assessment of the usual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rying to mobilize all school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better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or this part of students.

Keywords
teacher student resonance; the educator should be a tutor of slow students; make a study contract

课堂教学师生共振教育教学的实践与探究——共振教学方法
王中良   李文庆   汤大良   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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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有三千多所民办院校，在校学生多数都是通过学校自招而来，教师一般称他们为学困生。这些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学习目的、学习方向不明确；自我约束能力差；大都缺乏自觉学习的动力。面对这类学生，多年来摸索探究了一种
比较“对症”的教育学方法——共振教学法。该法通过制定学习合同，定期交流各自的闪光点，检查读书“痕迹”，平时学
科成绩小组集体评定等活动，充分挖掘学校教育教学生态潜力，尽力调动学校全员参与教书育人的全过程，较好地保证了对
于这部分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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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论

共振（resonance）是物理学上的一个运用频率非常高的

专业术语，是指在受迫振动中，当驱动的频率跟物体的固有

频率相等时振幅最大，这种现象叫共振 [1]。经典力学里面可

以理解为共振就是外部施加力的方向总是跟受力物体的运动

方向相同的。

在自然生活中经常看到天空，电闪雷鸣—物理共振；听

见工厂内的机器隆隆—机械共振；生理学中的动作电位—生

理共振；宴席中的满汉全席—化学共振。可见共振现象极为

普遍，在声、光、电子、原子及工程技术中都常遇到 [2]。共

振是自然界中的一种规律，是一种能量，属于自然现象。可

这种现象会随着条件的改变也会改变的。共振是外部施加力

的方向总是跟受力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的。目前的事实是教

学一方，教师（振源）与接收教学的一方学生（运动方向不

相同或不太相同）[3]。因此，就达不到课堂教学的效果，且

不可能也不会完成学校教书育人的任务，更谈不上为国家、

社会培育出优秀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

【作者简介】王中良（1949-），男，硕士，高级教师，任职

于陕西省高教系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从事生理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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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们所面临的教育对象，社会上称为“学渣”，教

师称他们为差生（学困生）。这些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学习目的、学习方向不明确甚或不愿意明确；自我约

束能力差；大都缺乏自觉学习的动力。要知道，现在中国现

有我们这类型的学校有 3300 多所（国办大学 2000 多所），

社会上每 100 个大学毕业生其中就有 50~60 个是从我们这类

学校大门走出去的。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为

我们伟大中华文明的再复兴，实现中国梦。想办法把这类学

生培养好教育好，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勇敢的担当和义不

容辞的责任。科学设计，精心培育，尽量使教育者的运动频

率与被教育者的运动频率取得共振，当好振动的介质，充分

发挥师生双方振源的积极性。

2 运作程序（Operation procedure）

2.1 组织管理共振（Organization resonance）

A. 一级共振源：教学管理人员、辅导员、教员、家长。

B. 二级共振源：任课教师、班委、团委、学委、党员、

预备党员、小组长、班级积极分子等。

2.2 课堂教学共振（Education resonance）

A. 一级共振源：教师、课件、教具、板书。

B. 二级共振源：教材、教辅、实验器械、实验材料。

2.3 学生自主共振（Self-study）

A. 一级共振源：视觉、听觉、触觉。

B. 二级共振源：嗅觉、本体感受器，第六感觉（潜意识）[4]。

3 签订学习合同（Study contract）

合同内容：学习者为甲方，教育者为乙方。

3.1 甲方

第一，上课要带全学习用具（教材、作业本、笔记本、

书写工具等）。

第二，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课、不玩手机、按时完成

学科作业、随时接受教学反馈（愉悦接受教师、同学的问题

的提问、课堂或阶段专业知识的自检、他检等），创建符合

自身知识输入巩固的方法和措施。

第三，给自己聘请一个或数个帮促导师（辅导员、任课

教师、班干部、同学、教职工、学校领导、家长等 2 人以上）

均可。

甲方签字画押，导师签字画押。

3.2 乙方

就是 AB 共振源。都要忘我地肩负起，为了学生，为了

学生的一切的工作责任。

A. 一级共振源：教学管理人员、辅导员、教员、家长。

B. 二级共振源：任课教师、班委、团委、学委、党员、

预备党员、小组长、班级积极分子等。

由班级辅导员、家长、班委、学委负责代表乙方签字画押，

整合课堂信息共振源（Source of resonant excitation integrate 

information），满足全生信息输入储存路径。

第一，教师进入教室登上讲台要高调出示、布置当日研

学课题（主要教学内容提纲、主要知识点 [5]。

第二，告知同学课题需要熟悉的内容、必须输入储存到

大脑内的内容（考点知识）。

第三，合理分配师生、学习器官和学习信息互动的时间。

①学生阅读教材 10~15 分钟。要求低声发音已达听觉共

振；手握书写工具，在初步理解课题含义的基础上将教师黑

板展示的重点知识画线编号，要求摘抄在笔记本上，以求触

觉共振。

②师生互动（教师释疑 5~10 分钟、讲解 20~25 分钟）。

第四，教师讲解答疑时，尽量放大共振源效应。

① PPT 课件与板书、版画，教具模型、标本、挂图等要

合理并用。

②讲解语言、眼神、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要有机结合巧

妙互用。

第五，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

①学生能按时上交作业能达 95% 以上，说明教学激发了

同学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

②期中、期末，学科结业考察课采取全生各自独立制卷

并作好答案，一同上交封袋。后与同班或同级异班交换答题。

最后再由出卷人或根据各自试卷答案统一改卷。这样“他们

可能较下大功夫去考虑教材的整个结构”框架而不是某个知

识点 [6]。可促使学熟悉教材、巩固知识，杜绝互相抄袭的现

象真正做到了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课堂

效果。

第六，成果分享，如“你想诺贝尔奖吗”“你愿意称为

优秀学生吗？”乙方要抓好两个小结会（Summary meeting）[7]。

①学习小组心得交流会，每周一次。内容：小组成员相

互表扬阶段进步闪光点，自检或互检现有不足，制定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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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班级成果汇报会，每月一次。内容：优秀学生代表以

书面形式大会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浪子回头个人介

绍自己的学习进步心得等。

4 公平、公正、严格，着实以数据形式评定学生

学生平时成绩（Regular grade）100 分。

第一，课堂纪律 30%，违纪一次扣 0.5 分，直至扣完为止。

第二，阅读教材时的书面标记，心得、空格摘抄等

30%，缺页或不认真标记扣 5~10 分，严重者扣去 20 分甚至

不给分。

第三，以病理学为例，全学期要求完成 20~25 次书面作

业满分 30%，缺一次扣 2 分。

第四，实验 10%。每缺一次扣 5 分。

第五，课堂提问回答问题主动、正确、每次奖励 0.5~1 分；

两会书面材料发言班级校园内反馈良好奖励 5~10 分。

5 课题进度和效果（Progress and effect ？）

学生学习课程一年后，增加辅导员共振源，采用相同试

题测试，在 15 分钟内答题并进行考试分析。

检测应用共振教学法一年后对学生知识存储、保留等情

况进行分析。

5.1 共振教学法班级

基本正确 107 题，具有正确信息 9 题，错误 5 题，不作

答 0 人，指出知识出处 5 人，绘图小于 8 人。

5.2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

基本正确 73 题，部分正确 28 题，错误 11 题，不作答 54 人，

绘图 19 人。

用 X2 检验方法计算 P 值为 47.072 按 ∂=0.05 的水准 3.84，

47.072 ＞ 3.84，P ＜ 0.05。共振教与学法教学班级成绩与非

共振教与学法班级成绩的总体率不等，有显著差异共振教与

学法班级成绩好。

5.3 给定题目、限定时间题目作答

5.3.1 共振教学法班级

如表 1 所示，成绩分布满足正态分布，高分、低分均有，

中间分值人数多。

表 1 共振教学法班级的分数

a

5.3.2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

如表 2 所示，成绩分布不满足正态分布，属于偏锋分布，

成绩集中在低分部分。

表 2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的分数

5.4 给定题目、限定时间题目作答 +30 分平时成绩

5.4.1 共振教学法班级

共振教学法班级在给定题目、限定时间题目作答 +30 分

平时成绩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共振教学法班级的分数

5.4.2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在给定题目、限定时间题目作答 +30

分平时成绩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的分数

5.5 考试成绩 +30 分平均分析

共振教学法及格率由 24.74% 提高到 25.7%，非共振教学

法及格率由 23.1% 提高到 51.7%，再加平时成绩后非振荡教

学法及格率提高了几乎一倍，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学生

的成绩。

因此，给定题目、限定时间题目作答 + 共振源辅导员；

共振教学法班级，增加共振源辅导员。

学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击考试成绩真实反映共振教与

学法的效果，且学生成绩正态分布。

5.5.1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

表 5 非共振教学法班级的分数

如表 5 所示，无辅导员共振源参与，非共振教与学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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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班级成绩及格率低，学生成绩分布偏峰分布，多集中于不

及格分布。

6 课题总结

该课题自 14 年初自立项。通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可

以得出以下确切的成果：

第一，上课不带教材，结课乱丢教材（除药学、口腔、影像）

100% 解决。

第二，课后不做作业现象已解决了 90~100%。

第三，上课不听课不看书的问题解决 90~95%。

第四，上课玩手机问题差不多解决 80~90%。

第五，学习的过程也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

养教育；学生平时成绩的考察过程中，同学通过自评、他评、

班评能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诚信、正义感和契约精神。

第六，使学生的学科成绩——伪函数变为真函数。

函数在数学上的定义：给定一个数集 A，对 A 施加对应

法则 f，记作 f（A），得到另一数集 B，也就是 B=f（A）.

那么这个关系式为上述中的 f（A）现在真实了，学生的平时

成绩客观、真实确切了；那么期末学科成绩（B）也就真实、

确切。

如果把（组织管理共振过程）抓起来现普遍存在的学生

学习问题就会基本解决，而且定会把我校的特色教学步子迈

的更扎实，为中国的教育、教学事业贡献出我们更大的一份

力量。

为了学生能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可以制定平时成绩考察

表，如表 6 所示。

表 6 平时成绩考察表

7 问题讨论

课题过程的操作和实践，培养了学生的契约精神，通过

自评、他评、班评，锻炼培养了正义良知和自我评价、自我

纠错能力；平时成绩考评中增加（读书痕迹的考评）克服了

上课不带教材，课下不做作业的弊病。课程结业考查课采取

全生各自命题，并做好答案一同上交，同级互换开卷答题，

后全员阅卷。此方法避免了考察课走形式的现象，并切实激

发促进了学生专业学习的积极性。本课题突出的成果是使平

时成绩真正落到实处，学生自认为各得其所。

8 存在问题

课题充分体现学校上下全员参与教育教学；担当“导师”，

致使劳动量加大，而劳动报酬得不到落实，很难达到课题效果。

个别后进生“导师得不到落实”。

9 结语

教育学中有一句重要术语“因材施教”，笔者认为像这

类社会办学“私立民办院校”，不仅要做好因材施教，更应

该发挥教师的体制优势，做好“因人施教，因家施教，因民

族文化不同而施教”。充分利用好国家教育阵地的特区“私

立院校”的灵活机制，期望所培养的学生较国办院校出来的

学生更具有前瞻性、创造性、爱国、爱党、爱民、勤奋敬业

性的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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