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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堂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动力的影响 ①

杨新晓，陈殿兵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维持离不开教师有效的课堂教学方式。在现实的教学中，一些学校依然存在着“新
课标，新课本，旧教法”的现象，出现了教学行为与教学理念不符，甚至是背离的模式，而这些现象和模式严重地背离了当

下学生学习、求知的特点，打击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动力。教师只有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才能有

效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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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是我国基础教育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相

关研究显示教师的教学方式会对学生的学习动力产生重要的影响。为此，本文着力研究影响教师教学

方式的因素、探讨教师的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业成绩取得的关系，以期引起理论研究者和一线

教师的重视，进而能更有效地发挥教师课堂教学方式在引导和促进学生的课堂学习、助力学生成长等方

面的正向功能。

１　教学方式的含义
教学方式是教师为了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而采用的方式与方法，它是教师教学思想的体现，既包括

教师教的方法，也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是教法和学法的统一［１］。教学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它体现着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基本常态，实现着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同时又关系着教学效率和

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学生学习动力的产生、激发与维持。

由于教学方法包含教与学两个层面，那么对于教与学的不同地位的思考与回答产生了关于教学法

的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方法。一种方法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从而产生了灌输式的教学思想与实践。灌输式指导思想对教学的理解是教学即向学生传授知识，在无

视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从教师主观意愿出发，将学生当作被动接受

知识和技能的容器。另一种方法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辩证看待教师和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教师是引导者和助力者，该思想导向产生了启发引导式的教学思想与实践。启

发引导式的教学方式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看作是学生学习的主体，在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技

能、经验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掘学生的思维和行动潜力，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例

如，在讲“分数大小的比较”一课中，我们曾经遇到了两类教师的不同教学方式：

第一类教师进入教室后，讲明了学习目标，列举不同的分数，然后通过公分母等形式，让学生比较大

小，然后讲解相应的分数比较大小的规则和规律，再通过练习题让学生练习掌握的规则。整个教学过程

步骤规整，层次合理，教态合适，从教学常规和教学程序来看没任何问题，但问题是学生的兴趣不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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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气氛过于沉闷。

第二类老师没有交代教学目标，而是采用折纸等游戏方式或者采用学生熟悉的小故事进行。例如，

一个老师是用西游记中师徒４人在取经过程中猪八戒出去找西瓜的场景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八戒
在找到西瓜之后，一开始只想跟师傅分，那就是１／２；后来想想沙师弟对自己也不错，于是进行三等分即
１／３；再后来，因为怕猴哥揍他，于是最终还是不情愿地将西瓜分成了４份即每人１／４；在这个过程中，该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１／２、１／３、１／４等，然后问学生们这３个分数值那个大（即怎样分，八戒可以吃到的
西瓜最多）？在学生们争先恐后的回答中，老师抛出了本次课的教学主题。

２　影响教师教学方法的因素

图１　教师的教育理念和信念对教学方法的影响

２．１　教师对于教育的理念和信念
如图１所示，教师对于教育的理念和

信念是影响教师教学方法选择的重要因

素之一［２］。教师会基于其相应的理念和

信念组织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课堂方式，而

这些理念和信念来源于其自身的教育经

历。同时，教师对于知识领域和激励学生

学习动力的理念和信念会激发老师和学

生使用或者摒弃某种教学方法或者教学

行为方式。

同时，根据教师的教育理念和信念，

很容易推出教师日常教学中对于知识、教

学和教学方法的理解和使用。基于笔者的观察，现实中教学方法的理念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解启

发式的教学方法；另一种是注入式的教学方法。

第一，理解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理解、启发式教学为理念的教师认为学习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创新

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和消化过程。如果学生想要学习，他们必须要主动地创造相应的条件来

理解所学的知识。在这些教师的理解中，教与学是通过师生之间互动来共同完成的：教师的教学方法会

以学生现有的知识和技能经历为前提，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挑战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教师愿意花时间来研究和反思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和革

新，以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参与学科知识的探讨和学习积极性。

第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持注入式理念的教师认为帮助学生掌握通过考试所必须的知识点和技能

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会将课堂教授内容以考试为中心进行删减、筛选，然后进行反复演练。一旦

学生出现学习动力不足或考试成绩不理想就会受到指责，因为在他们眼里，学生应当下功夫掌握课堂中

讲解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技巧。他们是严格的行为主义理念的践行者。在备课时，他们会制定好每次课

学生应当掌握的内容，他们要求学生要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他们会告诉学生，每次讲解的内容将会

在接下来的小测验或考试中考到，并以此作为激发学生的手段。

２．２　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悟”
优秀的教师是“悟”出来的而不是教或评出来的。因此，教师要善于在教学前、中、后进行“悟”即反

思。从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到苏格拉底的“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都说明了在日复一

日的教学活动中，自我反思的重要性。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师在立足自身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主动、持

续的深度思考，来整合自己教学信念和行为的活动。这个活动是教师发现问题、思考对策、创新方法不

断提高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提升自身能力的过程。教学方法中的“悟”需要学校和教师的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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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校要给教师提供 “悟”的基础和机会。教师的“悟”不是凭空而来，是建立在大量的理论和

实践基础上的。因此，学校一方面要给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帮助教师通过讲座、培训等方式提升自

身对前沿教学方法的理论水平和敏感度；另一方面，学校要给教师提供实践理论的机会和平台，让教师

在具体的环境中反复体验和琢磨，不断梳理和整合，从而实现突破。

其次，教师自身要愿意“悟”。虽然教师的工作比较繁忙，但一定不能放弃反思的自愿性，不能失去

相应的思辨能力。当前国家提出了卓越教师的理念，而自我反思，自愿的自我反思是教师走向卓越的动

力。笔者借鉴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来帮助教师评估自己的反思能力（参见表１）。
表１　教师反思能力发展的自我评估表

下列问题可以帮助你判断当前的反思能力水平。在每句话后面最符合你的情况的数字上画圈。其中，４＝总是这样，３＝经

常这样，２＝有时这样，１＝极少这样。

当我遇到困难时：

１）我能够鉴别问题的情境。　　　　　　　　　　　　　　　　　　　　　　　　　４　３　２　１

２）我根据学生的需要分析问题。 ４　３　２　１

３）我会为自己的决策寻找支持性（或反对性）的证据。 ４　３　２　１

４）我在伦理的背景下分析问题。 ４　３　２　１

５）我能有条理地解决问题。 ４　３　２　１

６）我凭直觉做出判断。 ４　３　２　１

７）我会创造性地理解问题情境。 ４　３　２　１

８）我的做法因情而异。 ４　３　２　１

９）我对固定的常规最放心。 ４　３　２　１

１０）我坚持一些观点（比如，所有学生都能够学习）。 ４　３　２　１

１１）我对学生的需要积极做出回应。 ４　３　２　１

１２）我常常评价各种教学方法的目标与行动。 ４　３　２　１

１３）我思维灵活。 ４　３　２　１

１４）我爱提问。 ４　３　２　１

１５）我欢迎同事评价我的做法。 ４　３　２　１

当我进行教学计划、实施、评价时：

１６）我常常运用创新性的观点。 ４　３　２　１

１７）我关注的焦点是教学目标。 ４　３　２　１

１８）我认为不存在最好的教学方法。 ４　３　２　１

１９）我拥有一名好教师所需要的技能。 ４　３　２　１

２０）我拥有一名好教师所需的知识。 ４　３　２　１

２１）我会自觉地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需要。 ４　３　２　１

２２）我能够充分地完成任务。 ４　３　２　１

２３）我理解概念、基本事实、步骤以及技能。 ４　３　２　１

２４）我理解哪些被公认为不错的教学实践的社会意义。 ４　３　２　１

２５）我设定长期目标。 ４　３　２　１

２６）我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监控。 ４　３　２　１

２７）我评价自己教学的有效性。 ４　３　２　１

２８）学生实现了我的教学目标。 ４　３　２　１

２９）我有规律地写日记。 ４　３　２　１

３０）我参与行动研究。 ４　３　２　１

　　计算每个数字被画圈的总次数，然后乘以该数字本身，最后将４个乘积相加，得出总分。根据下面的标准你可以判断

你的反思能力：７５分以下：一般；７５～１０４分：较强；１０４分以上：很强。

　　　　　资料来源：［美］塔格特等著，赵丽译：《提高教师反思力５０策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９－４０页。

０７



第１期 杨新晓，等：教师课堂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动力的影响

２．３　教学法的选择依据
既然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教师应当依据哪些原则来选择相应的教学法以完成自己的教学

任务呢？研究表明，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水平；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学科和知识点的性质；教学

方法的特点；教师本身的特质；学校的具体环境、条件等等都是教师选择教学方法的基本依据。

学生的特点：学生作为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是教学方法设计和作用的对象，而教学方法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促进其发展。因此，任何成功的教学方法必须是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

上实现的。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同一教学方法的侧重点也可能不一样。教学方法的设计和运用要顾及

学生的特点：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水平，学生学习的可能性以及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目的和任务：不同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应该且必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根据上表中关于不同

教学方法的优势和不足，教师可选择一种或多种教学方法设计自己的教学。同时，教师还要多思考、寻

求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和学生需求发展的要求。

学科特点和知识点的性质：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点，而不同的知识点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探究

方式，因此，不同学科和知识点也同样倾向于不同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特点：不同的教学方法有不同的特点，有其优势同样有其不足。教师要根据教学方法的

特点，综合考虑，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促进学生的发展。

教师本身的特质：教师是教学法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实施者。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择过程

中，要全盘考虑，像弹钢琴一样抓住重点（学生特点和自身特质），同时要照顾一般（其他可能影响学生

学习的因素），演奏出独具特色的教学法“交响乐”。

学校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些学校的人文和硬件环境会制约教师教学方

法的选择。例如，挂职锻炼的学校教学任务和计划的不断变更；学校重分数、轻过程的应试氛围仍然浓

厚，违背教育“慢”过程的规律，走捷径的侥幸心理还是存在，这一切对于教师尤其是入职的新教师都是

一种考验，因为他们在大学所学的教法要在这种学校中实施，他们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３　高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教学方法
高效激发学生积极性的教学方法虽然因人而异，因教学环境而异，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１）

这些教学法会让学生产生想学（内动力）或者我不得不学（外动力）的想法；２）这些教学法本质上都是以
实践为导向的，强调学生的学为主体，是服务于学生学习和发展这个中心的；３）学生会从教师那里得到
及时的信息反馈，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４）学生能理解学习的内容，明白学习的目的。除了这些基本的
特性外，高效教学方法还具有以下的特点。

３．１　独特性
教学方法的独特性源于教学方法实施过程中的两大主体教师和学生的独特性。不同的学生，不同

的教师会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从本质上讲，教学方法具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特点。即便是教授同

一学科的教师，其教学方法也不应当是完全一致的。

３．２　发展性
教学方法的发展性源于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性。经济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引导着教育的全

球化、信息化和多元化，这也必然带来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发展。在中外各种教学方法借鉴和融合的过程

中，教学方法以其动态的形态不断地实现创新、发展。

３．３　不确定性
教学方法的独特性和发展性是教学方法不确定性的必然结果。教学方法的不确定性是指没有一种

教学方法是万能的，可以教授任何学生、任何科目。不幸的是在笔者的讲学和调研中，有太多的教师说，

“告诉我们怎么做，哪种方法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就好了，不用讲一些理念，我们听不懂”。遗憾的是至今

仍无一位研究者发现或者创新出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不确定性往往将教师引向一个误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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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怎么教取决于教师。但也就是因为教学方法的不确定性才使教学呈

现出其缤纷性和趣味性，因为只要教师去探究、思考，总能找到适合的教学方法，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４　打造有效激励学习动力的课堂教学策略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教学方法的选择使用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调研中，笔者发现大部

分的教师还是负责任的好老师，但是好老师不意味着他们的教学是有效的或者说是高效的。有效的教

学方法应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而不仅仅是帮助学生通过题海战术掌握通过考试需要的

知识和应试技巧。从有效教学的视角，提出以下建议，供教师们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参考。

首先要有转变教学方法的理念，由灌输式教学向启发式教学转变。教和学应该是充满快乐的过程。

如果教与学两者的思路不打开，沉迷甚至是热衷于填鸭式或题海战术，那么有效教学就无从谈起。相

反，如果教与学的过程是激发学生兴趣和挑战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思考的过程，那么师生间的对话就会

充满了思考，学生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教与学的积极性就可以得到有效激发。

其次，教师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的方法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过程中快

速、积极的反馈，帮助学生树立学好相应科目的信心；提供差异教学和任务布置，让学生都可以体验学习

的成功；帮助学生建立学习资料和其已有的知识、技能之间的联系；创建宽松、包容的课堂气氛，以积极

的情感感染学生；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分享自己的想法，让学生体会学习主人翁的地位。

第三，“教育有法，教无定法”。在平时的政治课教学中，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

学方法，将传统的、现代的教学手段进行优化组合，可以使学生获得精神上的某些满足，从而激发其学习

兴趣。例如，举例法，情感调动法，愉快教学法，读、议、讲、练法，再配合声、光、色等动态教学法。这样，

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消除单调、枯燥和疲劳感，因而产生主动学习的动力，保持学习的热

情，这也是培养学习动机的主要途径。

第四，教师要进行教学反思，不断思考、探索教学方法的新途径。教师通过教学反思可以促进教学

研究和自身专业的发展。从教师职业的发展走向来看，优秀教师的形成是经验积累和反思行动共同作

用的结果。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反思，更加理性的看待自己的教学方法所起到的效果，对自己教学实践所

依据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观念进行思考和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教学观念和教学实践上的更

新，从而对后续的教学活动产生影响，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实践中，教师可以采用反思日记、录像

观摩、实际讨论、行动研究等方式来进行相应的教学反思。

第五，课后作业的布置遵循减量提质的原则。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对于巩固和发展教学效

果有着重要作用，也是提高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手段。教师要以学习方式理论、多元智能理论、自主学

习理论等为基础［３］，使课后作业朝着减量提质方向发展，要实现课后作业的主体化、多元化、优质化，使

其成为培养学生能力和兴趣的有效促进手段。同时，作业的实践性、探究性导向应该加强，课后作业应

当体现素质教育的诉求，成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助力器”，而不是素质教育推行的“绊脚石”。

第六，给全体教师提供教学方法方面的培训。一般来说，教学效率高的教师要么曾经学习或者接受

过相关教学方法的培训，要么曾经深入探讨过教学的目的和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作为教师，从

本质上说都乐于看见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培训或者学习的机会，以提升他们的教学

技能和方法。因此，学校应当提供相应的支持，通过制度和服务上的保障，为教师的发展与寻求帮助创

造条件和便利，促进其专业行动发展行动。

参考文献：

［１］冯建军．教育学基础［Ｍ］．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ＴｉｌｅｓｔｏｎＤＷ．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ａｇｅ，２０１２．

［３］崔允誋．有效教学［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