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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文化素质公选课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其积极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则是影响学生收获知识、培养
能力、提升素质的关键。针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公选课课堂教学环节，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以“学生为本、全程参与、激发活力”的原则，从完善教学内容、激发课堂活力、创新考试模式三个关键环节入手，提

出大学生文化素质公选课全程参与式教学模式，并付诸实践。研究成果将对文化素质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提供更多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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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深
化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专业划分也越来越细、越来

越窄，培养的人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表现出

诸多的不适，尤其是文化素养缺乏引起了各界的

诟病与质疑。由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高级专门

人才不仅要具有专业技术知识，还应具有人文素

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的需求与期待要求全面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使命和迫切要求，是素质教育的切入点。为此，社

会各界对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也

有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可以说，大学文化素质教

育是为破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与

问题而进行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１］。文化素质

教育是当前教育领域中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基

础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

质教育转轨的问题［２］。高等学府秉承培养德才

兼备、既具有科学素质又具有人文素质和创新精

神的高素质人才的宗旨，对文化素质教育模式的

探讨和改革已成为教学改革的新常态。《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也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

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

时代要求”。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以

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来指导文化素质教育，通过创

设宽松、和谐、民主的教育环境，打破学科界限与

单一的授课方式，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３－４］。近年

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模式的理论探索和案

例研究正在逐步深入。然而，由于文化素质公选

课受众学生专业背景的多样性与教师教学方法的

单一性等特点［５－６］，造成授课内容及教学方法的

吸引力不足、学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进而影响文

化素质公选课设立的初衷和教学目的的实现。传

统教学过程中，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往往重

教轻学，缺乏互动的教学行为，重结果轻过程、重

量轻质的教学评价等制约了学生素质的培养与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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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针对文化素质公选课，时常会听到教师

说“学生不好好学”，学生也会说到“老师不好好

教”，为此，需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早在民国时

期，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病，曾提出了对

教育工作的三种担忧，从“教而不学”，到“学而不

教”，再到“不教不学”。为此，蔡君也提出了希

望，即从“教而不学”到“既教且学”、从“学而不

教”到“既学且教”、从“不教不学”到“又教又

学”［７］。关于“教与学”关系之论述，可谓纵贯古

今、跨越国界。我国《吕氏春秋·君守》中就曾提

到“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

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不教而教”可称为教育

的最高境界［８］。芝加哥大学的 ＪｏｈｎＷｉｔｈａｌｌ教授
１９４９年提出“教师中心”“学生中心”之说［９］。苏

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过，“只有能激发

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

育。”［１０］由此可见，能否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实现学生自觉、主动与自由的教育是教与学关

系健康与否的关键。

文化素质公选课是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抓

手，但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师资队伍建设、

课程体系建设等。目前，重教轻学的教学过程与

重量轻质的教学评价模式已很难适应课堂教学与

学生素质的提升，积极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的探

索和创新备受师生关注。本研究更多侧重于课堂

教学环节展开，通过典型案例，在调查分析文化素

质公选课课堂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教与

学为切入点，在充分发挥师生双核作用、增强知识

传授互动性、倡导评价主体多元化原则下，探讨一

种基于全程参与的互动教学模式，最终实现动手

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及文化素质的提

升，以期为更高效的文化素质教育提供经验借鉴。

１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学习法

等研究手段，在充分获取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采

用统计分析方法等，分析文化素质公选课存在的

问题。其次，遵循“学生为本、全程参与、激发活

力”的原则，从教学内容、授课方式、成绩评判三

个环节入手，设计基于全程参与的大学生文化素

质公选课互动教学模式。最后，提出的教学模式

进行实践，并对实践效果进行评价，为文化素质教

学提供经验和参考。

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文化素质公选课学生特

点、讲授内容与学生期待学习到的内容之间的吻

合度、课堂教学方法、学生课堂的互动性和参与

度、课程考核方式及公选课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

面设计问卷。调查面向西南财经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及２０１５级曾选修过文化素质公
选课的在校本科生，专业涉及３６个方向共计２２０
名在校大学生。最终筛选并获得有效问卷 ２１３
份，其中男生１０２名，女生１１１名。

２　文化素质公选课课堂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针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公选课存在的问题，通

过不定项选择进行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表

１）：有 １６７名学生认为参与度低，占到问卷的
７８４０％；其次是考核方式不合理、授课内容吸引
力不足、授课方式单一等问题，分别占６７．１４％、
５２５８％、４５．０７％。此外，２４．４１％的调查对象认
为还存在着其它问题，诸如教师队伍、学校管理等

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文化素质公

选课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表１　文化素质公选课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占比

主要问题 学生人数／人 所占比例／％

学生参与度低 １６７ ７８．４０

考核方式不合理 １４３ ６７．１４

授课内容吸引力不足 １１２ ５２．５８

授课方式单一 ９６ ４５．０７

其它 ５２ ２４．４１

２．１　学生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参与度不高
文化素质公选课的受众多来自不同专业、不

同年级的在校学生。因其所学专业不同，各自文

化素养的背景不同，自然对于所选课程的期望也

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问卷显示，只有１２．２％的
学生认为期待学习内容同实际教授内容较吻合，

４０．４％认为有较大的出入。学生有以全面了解所
选领域概况或热点问题为目的，有以某一具体方

面进行深入学习为目的，也有以拿到学分为目的。

而授课内容多以教师为主，更多结合教师自身的

专业特点，忽视了受众群体的期待和学习意愿，致

使学生参与度下降。３４％的调查对象认为课堂的
互动性和参与度极低。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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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教学方法单一，授课效果不佳
现有的课程教学中，１３％的学生认为教学方

法较丰富，３２％的学生认为极为单一。授课教师
多以讲授的方式为主，缺乏互动。老师成了教书

匠，学生在下面有玩手机的，学习英语的，看小说

的，打瞌睡的，课程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多媒

体教学方法的普及，使得 ＰＰＴ教学被广泛采用，
而学生们均以拷贝课件、课后复习应试的心态来

对待所选课程，授课效果不理想。

２．３　考核方式僵化，成绩评判缺乏科学性
现有的考核方式多以答卷考试和撰写小论文

的方式完成。学生们习惯了应试教育的考核模

式，临考前往往通过突击复习、死记硬背来应对文

化素质公选课的考核。对于常规的考试方式调查

结果表明，仅有１９％的人可以接受，３２％的学生
认为应试心态严重，结果不能体现真实水平。而

常规方式忽略了学生们自身对于知识的接收和学

习效果，统一化的考题无法体现学生个性化的差

异，不能真实反映不同视角下的真知灼见。所以

学生们自然也会把考试当成一种负担，结果不但

增加千篇一律的试卷和阅卷工作，还无法客观评

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３　参与式互动教学模式探讨
德国著名教育家马丁·布伯曾说过，受教育

者“具有潜在性和现实性的特定人格”［１１］。同

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宗旨是对人性的唤醒

和对人性的尊重，而不是单纯地对人管理与约

束［１２］。每个学生都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诊断学生

的优势智力，并且激励其潜能发挥，这不仅是用积

极乐观的态度看待学生的天性，用动态发展的眼

光看待学生，也是对学生个性特质的真正尊重。

因此，以人为本，即充分考虑学生的多元化、差异

化，进而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的人性化。文化素质课的参与式互动教学模式所

倡导的是集“学生中心、平等参与、素质培养”为

一体的多样化协作式教学方法。这种方法鼓励学

习者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加强教学者与学习者之

间以及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

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

过自己的思考、探索、实践等活动去获取知识，提

升素养。因此，本研究将从学生最关心的教学内

容、授课方式、成绩评判三个环节入手，探讨基于

全程参与的大学生文化素质公选课互动教学

模式。

３．１　师生互动，完善教学内容
为了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期望，在既定教学

大纲的基础上，应充分结合学生对相关领域知识

点的偏好及热点问题，细化并补充教学内容。开

课的第一节，授课教师不直接进入专业知识的讲

授，可以先对教学目的、计划教授的知识模块进行

简单介绍，随后采取自由发言的方式，全面获取学

生们期望学习和了解的知识。并对反馈信息进行

整合归类，把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学习需求融入现

有的教学大纲，对计划内容加以优化调整。因此，

基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思维及需求，让

学生参与开发教学内容，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发挥

师生双核作用，最终使教学内容呈现出鲜活化、互

动化特点。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全面了解学生

的背景及需求，又可以提升学生的兴趣。

３．２　多措并举，激发课堂活力
相比专业课程，文化素质公选课的授课内容

具有普适性的特点，不同专业背景和不同阅历的

学生对文化素质有不同的认知，多学科知识交叉

可形成更加全面的思考和判断。这为师生互动及

多样化教学方式的采用提供了较好基础。因此，

除了传统的以ＰＰＴ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教师还
可以采用相关视频、音频等多媒体素材，丰富教学

素材，激发学生灵感。同时，在这些参与方式中，

教师应尝试运用启发式、研讨式、换位式、对话式、

体验式等，灵活转变教师角色，有时是一位向导，

有时是一位主持者或协调人［１３］。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展示多元化的思考和认识。多种方式

的应用，定能很好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并为文化素

质的培养提供更全面的学习素材。

３．３　学生主导，创新考试模式
文化素质课的成绩评判过程中，无论是试卷

作答还是撰写论文的方式，考试成绩通常由教师

主导。所以，考核内容的统一化及评价标准的单

一性很难真实体现学习效果。文化素质课程应倡

导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过程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侧重综合能力，注重动手能

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以一次考

试的成绩论成败，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因此，秉

承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团队意识、养成主动学习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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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习惯，研究提出一种学生主导型成绩评判模

式（如图１）。即在开课后的第２周，鼓励学生跨
专业、自由组合小团队，每个团队由３～５人。团
队通过自选同课程相关主题，深入学习研究，形成

相应成果，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团队报告呈现、

多媒体讲解、情景表演等方式在全班师生前进行

集中展示，并由自愿担任评委的学生给出成绩，进

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小团队的考试成绩。为了

调动积极性，建议学生主导的成绩在总成绩中的

比例为７０％左右。最后，结合任课教师给出的平
时成绩，形成成绩评判的最终结果。这种方式可

以更好地促进不同专业学生间的交流与互动，并

能就相关主题从多视角贡献各自的力量，展示自

我，树立信心，提升文化素质，由被动应试向主动

展示转变。

图１　学生主导型成绩评判模式

４　模式实践与效果
文化素质公选课之一的“社交与礼仪”，已在

西南财经大学本科教学中开设多年。因此，随机

选取一个由５５名选课学生组成的班级，采用全程
参与互动教学模式进行实践。为了能对实践的效

果进行对比分析，基于课程开始和结束两个节点，

采用问卷，针对所授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三

方面内容的综合满意度进行对比调查。结果显

示，同以往文化素质公选课相比，对全程参与互动

教学模式满意的调查对象比例由 ４３．４８％升至
７６．３６％，提高了 ３２．９％；满意度一般的比例由
４７．８３％减少至１８．１８％；不满意比例由８．７％下
降至５．４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全程参与互动教学模式实施效果对比

调查中同时发现，对于课程大纲中融入选课

学生集中关注的热点，并采用多元化的授课方式

等措施，都很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了

学生的参与性。本模式中，采取小团队协作形成

成果并公开展示，最后由学生们评价得出分值的

考试方式，考试环节由老师主导转向学生主导，从

而大大调动了学生参与度和主动性。对学习效果

的提升、主动学习能力及团队意识的培养都会产

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５　结语
针对文化素质公选课课堂教学环节，本研究

在分析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程参与互

动教学模式。实践也表明，这种教学方法能使学

生主动学习、收获知识、彰显个性、提升能力。特

别是以学生为主导实施的考试及评分方式的探

讨，将对文化素质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提供更

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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