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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attention, but the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s less concerne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 student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s even less. This paper takes 
the classroom of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of 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and on this basis,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lass, in order to pro-
vide certain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of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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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师生互动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但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课堂师生互动却关注较少，尤其是硕士研究生课
堂师生互动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以 L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的课堂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课堂观察和访谈法，
描述并剖析了课堂师生互动的现状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课堂师生有效互动的策略，以期对硕士研究生的课堂教学
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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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硕士研究生课堂师生互动，作为高等教育中最基本、最

主要的人际互动行为之一，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教育、心理、

社会和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良好的课堂师生互动不仅有利于

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激

发出科研的思维火花；也有利于教师良好人格魅力的形成和

教师专业的发展。

2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

而课堂师生互动也越来越演变为教育微观情境下的焦点话题。

研究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主题词为“课堂师生互动”的文献

共 1457 篇，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导出图 1、图 2 和图 3。从

图1 可以看出，学者们从 1996 年至2018 年关于“课堂师生互动”

的发文量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课堂师生互动的方

式与实效日益成为教育教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图 1 “课堂师生互动”发文量

由图 2 的研究层次分布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占 50.27%，

高等教育占 4.83%。图 3 的学科分布中，高等教育仅占 6.24%，

而基础教育（包含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达到

72.35%。这表明多数学者只倾向于研究基础教育课堂师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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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对高等教育的课堂师生互动研究相对缺乏，而有关硕

士研究生的课堂师生互动行为研究愈加欠缺。那么，硕士研

究生的课堂师生互动有什么特点呢？现状是怎样的呢？存在

什么问题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讨。所以针对研究生的课

堂师生互动行为探究则具有重要意义。

图 2 研究层次分布

图 3 学科分布

L 大学作为西部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一，其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模式对周边高校起着辐射作用。鉴于此，研究者以 L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课堂为研究对象，通过随

堂观察和深入访谈调查了师生互动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 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 L 大学教学质量的不

断提高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优化。

3 课堂师生互动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3.1 概念界定

中国学者较早把“课堂师生互动”界定为：师生双方建

立在非平行的心理关系基础之上，并且在特定的教学环境、

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下进行的以知识对流为主线，以情感沟

通为基础，以人格互动为最高境界的互动模式 [1]。也有学者

把“课堂师生互动”理解为：它泛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

师和学生基于平等的师生关系，为实现预期教学目标和任务，

运用教学手段（现代教学技术），在合理设计的问题解决活

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言行举动 [2]。还有

学者认为“课堂师生互动”包含三点内容：一是师生之间作

为互动主体是平等的。二是师生互动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双向

互动过程。三是师生互动行为包括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一系列

相互影响的行为和活动 [3]。吴康宁认为，师生互动从本质上讲，

是一个包括发生在多种情境中的、具有多种形式、多种内容

的互动体系 [4]。由此可见，对于课堂师生互动的研究视角已

经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研究以教师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以

师生互为主体的多元化倾向，从师生不平等的互动关系转变

为民主、平等、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本人把课堂师

生互动定义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基于一定的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运用一定的教学方法，进行平等的沟通

和交流以及解决课堂活动问题的一系列言行活动。

3.2 课堂师生互动的理论基础

课堂师生互动的教学思想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如中国

古代有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提出“教学相长”、“三

人行必有我师”、“启发诱导”等等，西方古希腊时期的苏

格拉底提出的“产婆术”，这些都蕴含着师生互动的思想萌芽，

并且为课堂师生互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4 课堂师生互动的现状调查

4.1 课堂观察描述分析

研究者分别从观察对象、观察时间、观察内容和观察方

式几方面对硕士研究生课堂观察进行描述。①观察对象：为

了了解硕士研究生课堂师生互动的现状，本研究选取了高等

教育研究院的部分课堂作为现场观察对象，分别是课程与教

学基本理论课程、教学思想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科学研究

方法和英语口语课程。②观察的时间及内容：研究者从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31 日对所选课程进行持续性观察。课堂观察的

内容集中于教室桌椅的空间分布，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组织形式以及课堂教学过程（包括课堂问答、课堂讲述——

教师讲述和小组（个人）汇报、演讲及课堂讨论等）和课堂

情感交流中师生的互动行为；师生在课堂教学中以不同的角

色特征显现出来的互动行为方式与互动内容方面的差异；不

同学科、不同性别的教师与不同性别的学生进行言语或行为

互动时表现出来的对象差异性特点以及师生课堂互动的效果。

③观察方式：进入课堂并以学生的角度进行观察。课堂教学

是教育领域的微观化，同时也是社会领域的微型化，所以课

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者通过深入课堂观察并根据

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将所记录的材料分别从课堂提问（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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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师生互动——课堂讲述中的师生互动——课堂讨论中的

师生互动三个维度呈现出来，并加以分析。

4.1.1 课堂提问中的互动

课堂提问是课堂教学进程中一个必然和重要的环节，是

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重要教学互动行为。按照问题发起

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教师向学生提问、学生向教师提问、学

生对学生的提问三种方式。一般的课堂应该出现前两种提问。

根据本人走进课堂观察到的课堂教学提问的整理，其表现出

以下特点：

（1）不同学科课堂提问频次呈现出差异。为了便于分析，

下面将五门不同课程的提问次数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如

表 1：

表 1 各学科课堂提问次数记录（以每一课时 45 分钟为时间单

位记录）

老师对学提问
（N）

学生对老师提问
（N）

学生对学生提问
（N）

课程与教学论 18 4 2

教学思想史 24 5 2

教育心理学 18 2 1

教育科学方法 20 3 2

英语口语 28 5 3

根据上表，我们不难看出，课堂提问频次差异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老师向学生的提问次数远远多于学

生向老师的提问。根据课堂观察，在屈指可数的学生提问老

师的课堂中，很多同学也是在老师的诱导下被动提问。其次

表现为学科差异。英语口语课程的提问次数明显相对多于其

他课程，而教育心理学课程的提问次数却相对较少。从观察

到的总体情况来看：不管是老师提问学生还是学生提问老师，

总体上是英语口语课堂提问频次高于其他课堂的提问次数，

呈现出更活跃的气氛，这或许与任课教师有关（口语课是由

外籍老师任教）。当然，除了表中反映的差异外，还有就是

不同教学经验和能力的教师在课堂提问上表现出差异。就教

学思想史与课程教学论两门课程的教师而言，前者能有效地

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达成教学目标；而后者的提问却是漫

无目的，经常偏离教学目标主题。

（2）课堂提问分布的差异。据所观察到的课堂桌椅排列

情况，除了英语口语课堂外，其他课堂桌椅的排列都是秧田型。

即老师居于教室前面讲台的中央，桌椅在讲台的下面均分为

若干行和若干列。座位越靠前的学生，对老师提问响应得越

积极，表现在举手回答问题上；分布在不同座位上的学生被

提问以及举手回答问题的机会不一样。总体上是：课堂上老

师提问的学生大多分布在教室的前半部分和中间部分，而居

于教室两侧、中间偏后和后面的学生被提问的机会大大减少

甚至没有，同时，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也呈现相同的分

布态势。而英语口语课堂的桌椅布局是呈六个点状形分布，

即六个小组分别组成六个圆圈状布局。外教老师通常站在中

间的位置，对学生提问也并不局限于座位的前后。

（3）课堂提问中语言交流的差异。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课堂教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其中包括有声语言和无声语

言。因为整个教学进程的推进、教学目标的达成、师生情感

和态度的交流无不依赖于课堂中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的

语言交流和互动。一次课堂教学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课堂提问的技巧和言语的适度性。通过对研究生课堂

的观察，发现课堂提问在语言交流互动中有学科差异和教师

性别差异。女教师在课堂提问中，比男教师更具丰富的表情

和动作，以此增强提问的感染力、影响力，不仅与学生进行

了情感的交流和互动，也在提问中传递着自己对学生的期望

和鼓励。

4.1.2 课堂讲述中的互动

虽然新的课程和教学改革在整个教育中渗透了更多的活

动理念，要求学生在一定的活动中探究和学习，但在实际的

教学活动中，大多数教师很难把握好一定的度。课堂教学中

应该提倡而且允许学生有一定的机会就教学问题进行大胆的

发言、讲述但也不可矫枉过正。根据观察并绘制出表 2，课堂

讲述以及师生在其中的互动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教师的讲

述时间普遍偏长。教师每节课总的讲述时间都在 25 钟左右，

更有长达 30 分钟以上的。留给学生观察、思考、操作、练习、

发言的时间大约有 10-15 分钟。二是学生的讲述机会普遍缺

乏与以学生讲述为主。据观察，一种情况是除了部分学生在

老师的提问和要求下回答问题，以及被老师要求试着讲述和

分析部分课程内容之外，学生很少有机会参与课堂讲述；另

一种情况却是完全由学生讲述，汇报自己的 PPT，而教师只

是旁听者。三是教师讲述过程中以居于讲台为主，与学生的

接近度过低，还有部分教师讲课时的声音过小，影响学生的

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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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堂讲述互动（每节课 45 分钟计）

科目 讲述主体 师生互动次数比

教学思想史 师生 师 = 生

教育心理学 教师 师 > 生

课程与教学论 学生 师 < 生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教师 师 > 生

英语口语 教师 师 > 生

4.1.3 课堂讨论中的互动

课堂讨论，可以在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

实际的课堂讨论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课堂讨论机会缺乏。在所观察的课堂教学中，课上

很少有专门安排师生或生生之间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课中

偶有教师要求学生就当时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学生

已经形成沉默的固化思维，讨论的热情和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总体而言，学生在整个课堂上普遍缺乏讨论机会。

（2）课堂讨论参与度不够。在本来就缺乏讨论的课堂中，

教师精心安排的讨论几乎没有，所接触到的几次讨论，大部

分同学在教师要求小组讨论时表现得无事可做，或只是以旁

听者的姿态出现，或自己看看书、玩手机等，真正能在讨论

中积极发言的就是平常性格外向、活泼好动、善于表达的几

个同学（课后询问师生得知），并且在小组讨论时，老师多

在讲台上，或偶尔到学生中间，几乎没有参与到学生的讨论

或者以督导者和评价者的身份参与，这样反而抑制学生参与

讨论的热情。显然，这种课堂讨论在总体气氛上显得冷清，

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为缺乏，教师在其中的指导作用也

没有完全凸显出来。

（3）课堂讨论主体单一。在仅有的几次课堂讨论中，要

么几乎都是学生自己参与，不见老师参与学生小组或与学生

个人一起讨论；要么教师抛出一个话题，让学生先讨论，之

后教师进行点评、总结。

4.2 课堂互动的访谈状况——基于学生的视角

研究者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条件，研究者在进行课堂观

察后随即进行课后访谈。由于本人经常去听课，所以和所访

谈的同学都比较熟识。通过对学生的访谈，王同学反映：“课

程与教学基本理论课程、教学思想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和英语口语课程这五门课程的任课老师总体上采

用的互动方式有双向型和多向型两种形式。如教学思想史、

教育心理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三门课程的老师倾向于双

向型的师生互动，在课堂上的具体表现是老师提问某个问题，

学生回答。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课程和英语口语课程这两门

课的任课教师更倾向于多向型的互动方式”。接着吴同学指出：

“这种区别是与教师的课堂组织形式有关，因为在英语口语

课堂上，老师把全班学生随机分为六个小组，每节课布置的

教学任务都是由小组合作完成。期间还举办了一次小组歌唱

比赛，当时我们组赢得第一名，老师的奖励是请我们小组所

有成员去他家吃披萨”。但是在问及其他课程时，吴同学表

现出的兴趣显然不高。

5 课堂互动现状的分析及原因

5.1 师生的课堂互动意识有待提升

在课堂角色扮演上，互动意识薄弱。于部分高校教师而

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任务就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

们只要认真的听讲、掌握所教的知识就可以了，学生无须在

课堂上讲话发言或质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教师无形中就扮

演了课堂的掌控者角色，拥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话语权，

而学生则是被动的承受者，扮演服从者的角色，处于弱势地

位。长此以往，师生之间很难平等的交流对话，那么课堂互

动也就难以建构。于学生而言，中国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就

是乖乖听话，认真听讲。所以受习惯思维的影响，学生在课

堂上更倾向于扮演“听者”的角色，教师像是在扮演“表演者”

和“演奏者”。对于研究生而言，尽管他们明白在课堂教学

中师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但“课堂互动”似乎

还只是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产

生课堂互动或有效地互动。

5.2 教师缺乏有效的互动引导

互动理念与教学实践缺乏有效融合，引导不足。许多接

受过课程培训的教师对“互动”概念一词都是耳熟能详，学

生对此也不陌生。本人在课堂观察时，偶尔听到有些老师“要

与学生互动”、“要让学生动起来”的字句，他们虽然能结

合新的教学理念，说出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些微弊端——沉默、

死气沉沉，但是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其对课堂师生互动实践的

理解运用时，他们展现出的就是学生热烈讨论的场面以及师

生一问一答的活跃气氛。如此场景，学生和老师都很愉悦，

但课后却鲜有学生能忆起自己学到了什么，这种虚假的互动

算不上是有效互动。在学生的理念中，师生互动无非是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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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听老师讲，积极思考、积极发言并能主动回答老师的问题，

极少思考怎样互动更有利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如何使自

身在互动中有所收获与进步，这都需要教师的有效引导。

5.3 忽视了课堂师生互动过程中的情感互动 

情感互动不足势必影响课堂互动效果。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教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有思想，有意识、有

情感的个体，而且会渗透着一定的情感因素，如态度、信念、

价值观，同时师生间的情感交流对课堂教学效率有着双面影

响。尽管如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情感互动的价值却没有被

充分挖掘和利用。多数老师会认为，课堂教学的重心是以认

知和行为的互动为主，目的是传授知识经验，而情感因素则

是课堂教学的附庸品一样（可有可无）。通过实际的课堂观

察发现，情感互动在课堂教学中占有很大比例，几乎贯穿于

每一堂课的始终。在一节课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情感因素

都会影响课堂的气氛、影响师生互动的效果。如果师生关系

和谐，充分的挖掘潜在的情感互动因素，教师就会表现出正

向的、积极的情感，学生也会被这种情感传染，并给予积极

的情感回应，那么课堂教学的效果会大大提升；反之，学生

会表现出负向的、消极的情绪，教学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

遗憾的是，大部分教师很少能挖掘情感因素。

6 课堂互动的优化策略

6.1 强化师生课堂互动的意识

转变课堂角色扮演，构建平等师生关系。从教师层面来讲，

首先要转变传统的权威型教育观念。教师要以平等的态度与

学生互动交流，师生之间扮演的角色是合作者而不是控制与

服从者。其次要包容和鼓励学生。习惯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

要转变传统的“听者”角色并非一夕之功就能实现。教师需

要包容学生缓慢转变的过程，要有足够的耐心、细心并且时

常鼓励学生积极转变。从学生自身来讲，要积极的调整学习

方式，转变思想意识，乐于接受新事物，勇敢挑战和积极尝试，

打破常规的惯性思维模式。

6.2 加强教师培训和落实学校的教学督导

做到互动理念与实践相结合并落到实处。针对新手教师

而言，学校应多组织新手型教师公开讲课、听课、评课及赛课，

锻炼他们的教学技能，增加教学经验，转变教学理念，反省

自身教学实践不足之处。同时要加强教师培训，使不同层次

的教师多学习新教学理念，调整教学模式，转变教学思维。

不仅如此，学校还要切实落实教学督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

检查教师的教学技能和工作态度，另一方面可以督促教师落

实互动的新教学理念，迫使转变固化僵硬的教学模式。

6.3 鼓励教师投入情感教学

为了培养人才，提高教学质量，促进课堂有效互动的落

实，政府、社会及家长都应大力鼓励教师投入情感教学。这

可以打消部分教师的想法：给学生上课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只要履行好“教师教学生学”的职责就可以了，而感情投入

没必要。情感教学需要教师投入细心、耐心、爱心，一定程

度上会使得教师感到劳心劳力，所以为了充分调动教师的积

极性，政府部门应从宏观上调控教师的薪资待遇，社会上应

以一定的方式提升教师的声誉，家长应多与教师沟通交流并

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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