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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electronic products such as smartphones play a more negative role in college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which 
students often 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ourse learn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visits some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to understand the in�uence and reasons of personal electronic products on college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transform the negative effect into a positive effect, and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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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手机等个人电子产品在大学课堂教学中更多的体现出了消极作用，学生借助它们常常在课堂上从事与课程学习无关的活
动。本文对我校部分大学生进行调查访问，了解个人电子产品对大学课堂教学的影响及原因；通过实施教学改革，努力将该
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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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大学生在校数量在十年前即达到了两千万，从而中

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1]。然而，当前大

学生教育质量却堪忧。例如，奋斗在教学第一线的大学老师，

已经越来越多的看到了下述现象：学生常常无缘无故缺课，

参与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玩手机、睡觉、聊天 [2- 

3]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个人电子产品及互联网的大范围

普及，几乎每个学生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实

现随时随地上网 [4]。这些个人电子产品的普及，已经对大学

课堂教学，尤其是专业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5- 6]。对于繁杂抽象的专业理论概念、专业术语和知识，学

生学习兴趣不高，课堂参与度低，他们更愿意把主要精力集

中到个人电子产品上，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进行网上冲浪 [7-9]。

为了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的课堂学习状况，了解学生在课堂学

习过程中对个人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本人结合自身教学实

践和经历，对我校部分大学生实施了问卷调查，了解个人电

子产品对大学课堂的影响，分析产生这些影响的深层次原因，

据此给出如何更好地开展大学课堂教学的建议。

2 个人电子产品普及对大学课堂的影响

依据自身教学实践和经历，本人开展了此次实地问卷调

查。调查对象为我校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生（大三及大四）

和研究生（研一）。调查历时 2 年，共发放调查问卷 137 份，

回收 137 份。其中，本科生问卷 54 份，研究生问卷 83 份。

调查结果及分析如下。

2.1 大学生缺课现象调查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学期缺课 3-4 次及以上的本

科生比例为 7.4%，研究生则高达 18.1%，显示研究生的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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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更为普遍、缺课现象严重（图 1）。对于学生缺课后所从

事的事项调查表明，在实验室从事科研活动是研究生缺课的

主要原因，比例高达 44.6%，而本科生缺课则主要是养病（13%）、

宿舍睡觉（9.3%）和自习（9.3%）。对于学生缺课方式的调

查表明，“老师点名的时候让同学说一声，无请假手续”、

“不和老师打招呼，无故缺课”的本科生比例为 20.4%，而研

究生的这一数据则高达 28.9%，这表明研究生的缺课具有更大

的随意性，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对课堂教学抱着“想参与就

参与、不想参与就可以不去”的态度。对“假如老师对你是

否上课不做要求，并且承诺课程最后成绩及格，你还会去上

课吗”的上课意愿的调查表明，“偶尔去”和“从不去”的

本科生高达 20.4%，而研究生的这一数据则为 31.6%。这进一

步表明研究生的上课具有更强的随意性和被迫性。显然，相

较于本科生而言，研究生的高缺课率及消极的课堂学习态度，

需要授课老师和研究生指导老师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帮助学生协调和处理好专业理论课程学习和科研之间的冲突，

努力做到上课和科研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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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缺课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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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生缺课原因分析

2.2 大学生课堂表现调查

上述的调研表明，大学生的缺课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研究生的上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被迫性。进一步的调

查表明，基于“学生义务”和“老师点名”的被动上课在本科

生中比例达到了 33.3%，而研究生的这一数据则高达 37.3%。

因此，如何促进和加强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促使大学生回到

课堂中来，是教师和学生都需要考虑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

参与课堂学习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状况又是怎

样的呢？图 3 的调查表明，整节课能从头听到尾的学生凤毛麟

角少之又少，高达 31.5% 的本科生只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研

究生的这一比例则为 36.1%。有将近十分之一的本科生（9.3%）

在课堂上表现出了“人在曹营心在汉”行为，而研究生的这一

比例高达18.1%。对“你在课堂上做过最多的与上课无关的事情”

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在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个

人电子产品（本科生 53.7%，研究生 68.7%）。显然，个人电

子产品以及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使得几乎每个学生都拥有一

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并实现随时随地上网。相较于枯燥

乏味的专业理论课程知识，这些个人电子产品具有更大的吸引

力，将更多的学生从课堂学习中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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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学生课堂表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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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学生课堂表现分析

2.3 个人电子产品课堂使用调查

如前所述，对于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但却没有把主要精力

放在课堂学习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课堂上主要从事的事情就

是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电子产品。那么，他们使

用电子产品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用这些先进设备学习授课

内容呢？图 5 的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本科生（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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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产品浏览新闻，而研究生的这一数据高达 53.0%。排

在第二位的电子产品用途是社交聊天（本科生 22.2%，研究生

13.3%），而使用电子产品查找资料学习授课内容的学生比例

则分别低至 20.4% 和 14.5%。显然，这些学生虽然参与了课堂

教学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授课内容上。

他们使用先进的个人电子产品，仅仅是为了在课堂上从事浏览

新闻、社交聊天、玩游戏、听歌曲等与上课完全无关的事情上（该

比例合计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高达 75.9% 和 81.9%）。这

一现象表明，个人电子产品在课堂上的出现，并没有对教学活

动产生积极的作用，没有更好的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教学效

果的改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相反，电子产品更多体现的是

消极作用，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与上课完全无关的事情上，实际上是降低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学生上述课堂行为的原因，进一步的调

查表明最主要的是授课内容的枯燥乏味。本科生因为这一原因

不愿听课而更倾向于玩电子产品的比例高达 48.1%，研究生的

这一数据则为 43.1%。排在第二位的因素是老师授课方式不吸

引人，比例分别高达 33.3% 和 20.5%。显然，要改变学生在课

堂上使用电子产品从事与上课无关事情的窘迫状况，研究如何

将枯燥乏味的专业课程理论知识以趣味横生的方式进行讲授对

于授课老师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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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个人电子产品课堂使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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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个人电子产品课堂使用分析

3 教学改革与评价

3.1 个人电子产品课堂收缴可行性

前述的调查表明，个人电子产品在大学课堂上，非但没

有起到促进课堂教学的积极作用，反而具有消极作用，分散

了学生课堂学习注意力，实际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

了改变这一窘迫状况，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方法是在课堂上

收缴并集中存放学生的电子产品，让学生在听课过程中远离

它们，如图 7 所示。那么，学生对这一行为的反响如何呢？

图 8 调研表明，面对“如果课堂学习期间上缴手机，你愿意

吗？它能帮助你提高课堂学习效果吗”的问卷调查，选择“不

愿意，不能”的本科生比例高达 55.6%，而研究生的这一数

据则为 43.4%，而选择“愿意，能”选项的学生仅有 18.5% 和

30.1%。这表明，大多数学生是反感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的，

他们的抵触心理将不利于课堂教学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

图 7 个人电子产品课堂收缴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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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个人电子产品课堂收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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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改革

鉴于个人电子产品在大学生课堂上更多体现的是消极作

用，而强制性的收缴行为在教学实践中是不受学生欢迎的，

那么可否有办法在不收缴的前提下将这种消极作用转化为积

极作用呢？图 6 的调研表明，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是需要

授课老师勇于面对，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积极实施改革，

努力引导学生进入到教学环节中来。本人结合自身的教学实

践和经历，在所教授的专业理论课程中实施了表 1 所示的教

学模式探索与改革。本人期望通过改革，能将更多的学生吸

引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实现课堂上电子产品消极作用向积

极作用的有效转化。

表 1 教学改革思路与预期结果

内容 传统教学模式 改革教学模式

教学改
革 内容

课前学习 基本没有
完成相应课前学习作业（PPT/

Word）

课堂教学组
成

老师讲学生听
包含三个环节：①学生作业汇
报；②课堂讨论；③老师讲授

课后学习 基本没有 进一步修改并完善学习作业

学生成绩构
成

期末卷面成绩
包含四个部分：①作业成绩；
②课堂汇报成绩；③课堂讨论

成绩；④期末卷面成绩

预期学
生 学习

状况

课堂认真听
讲人数

较少 数量明显增加

课堂学习状
态

可听也可不听
更多学生努力听讲以初步获得

讨论题目答案

课堂学习注
意力

经常不集中 更多注意力放在课堂学习中

预期电
子产品
使用情

况

使用频率 有相当数量 明显减少

使用用途
看新闻、聊天

等
查找资料，归纳总结并完善讨

论题目答案

3.3 教学评价

实施表 1 所示的教学改革，学生在课堂上电子产品的实

际使用情况是怎样的呢？是否符合表 1 中的预期呢？图 9 的

调研表明，选择“大大减少”和“有所减少”的本科生比例

合计高达 75.9%，而研究生的这一数据为 72.3%。这表明，通

过实施表 1 所示的教学改革，更多的学生远离了电子产品。

对于电子产品在课堂学习中使用用途的调查表明，有 48.1%

的本科生和 43.4% 的研究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产品来查阅相

关学习资料（图 5 中未实施教学改革时的相应数据为 20.4%

和 14.5%）。上述数据对比表明，本人实施的教学改革在促使

课堂上电子产品消极作用向积极作用转化的效果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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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教学改革后电子产品使用频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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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教学改革后电子产品使用用途调查

4 结语

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等个人电子产品及互联网的大范围

普及，个人电子产品对大学课堂的教学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在课堂学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

堂参与度低，更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到个人电子产品上，从事

浏览新闻、社交聊天、玩游戏等与课程学习无关的事情。作

为教学第一线的大学老师，本人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在实

地调研的基础之上积极实施教学改革，努力改变这一窘迫状

况。本人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表明，通过实施多元化的课堂教

学环节改革，可以有效促使课堂上电子产品消极作用向积极

作用的转化，使得更多的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远离个人电

子产品。即使学生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其主要用途也是作为

现代化的信息工具而被用于查阅资料等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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