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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潮课的出现与其说是高校公选课领域内的一次创新，还不如说是当前高校公选课改革的内在诉求，折射出
高校选课制度不完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教学评价机制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高校课程的发展应该在选课制度、教学

内容和教学形式上进行理性的抉择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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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是学术性较强的在专业课之外设置的为增强学生学习兴趣而不受专业限制的可供学生

选择的课程。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了有别于以往传统的选修课———潮课，这些潮课内容新鲜、形式新

奇，颠覆了学生以往“专业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学习局面，受到学生的热捧，呈现出百家争鸣并不断

蔓延的热闹局面。潮课一炮而红的背后，显现的是高校公选课改革的期待与诉求。

１　潮课现象及其实质
潮课，不言而喻，就是指高校中被当代大学生所推崇的与时俱进的新鲜刺激的选修课。首先，潮课

之“潮”在于教学内容的时尚猎奇，围绕当下比较流行的元素展开教学，尝试用流行文化透析社会现象，

动画片、科幻小说、礼仪、社交、游戏等等。中山大学医学院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第二学期开设的“哈利·
波特与遗传学”选修课在学生中悄然走红，教授这门课的陈老师身为一名“哈粉”，结合电影和小说将生

物学与遗传学的学科知识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调侃方式娓娓道来。广东省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

“三国杀攻略教程”，在传授游戏致胜秘籍中锻炼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其次，潮课之“潮”在于教学形

式的多样，教室不再是唯一的授课地点，超市、电影院甚至酒吧都是潜在的授课地点，打破了教师教、学

生学、师授生听的传统格局。中国计量学院标准化学院开设的“品酒”课上，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

超市的专柜现场评判酒的好坏，在这门酒文化入门课上使学生初步掌握各类酒的起源、分类、酿造、保

存、品酒礼仪等。再者，潮课之“潮”更在于教学评价机制的多样，课程论文不再是唯一的考核方式，着

眼于学生生活实践能力的提高。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新女性”选修课的考题便是：美拉穿一件

礼服去参加宴会，她打算别上具互补色的胸花，根据十二色相环，选择的颜色应该是橙色、绿色、红色还

是黄色［１］？广东金融学院开设的“爱情心理学”课程，教学生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如何准备表达自己，

期末如能“牵手成功”则能获取高分。

潮课受到广大师生追求的背后，究竟是高校课程领域的与时俱进、教学方式的改革，还是一时的哗

众取宠和昙花一现呢？对此，人云亦云，各持己见。部分人认为，潮课不乏是对传统选修课的改革和创

新。公共选修课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只是为了获取学分，上课则敷衍了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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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选课停留在陈旧的灌输式教学上，不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激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潮课的出现实质

上就是“因材施教”，利用学生的兴趣最大限度地拓宽教育的空间领域，在必要的技巧训练和技能训练

之外彰显人文关怀。然而，更多的人则表现了他们的担忧，大部分人认为潮课的风靡是高校公共选修课

的异化，折射出高校浮夸的学风问题。无论是学科专业知识还是公共基础知识的学习都是“板凳需坐

十年冷”，都必须脚踏实地，而不是一时的兴起，高校公选课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口味，不利于学校扎实求

进学风的形成及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高校课程出新招，老师学生赶新潮；谈情说爱玩游戏，老爸被

骗掏腰包”，网友的评论虽稍显夸张，但不无道理。

存在即合理，潮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高校公共选修课选修人数少、只为学分的尴尬局面，

似乎是课程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但就其根本上来说，这些课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还有待考究。与其

说，潮课是高校公选课的一次创新或是异化，追本溯源，还不如说是目前高校公共选修课领域内改革和

优化的强烈诉求［２］。

２　高校公选课发展的现实困境
潮课现象引发的两种观点的对峙，折射出目前我国高校选修课的若干问题，选修课制度的不完善、

课程质量参差不齐、教学评价机制的单一等，这些问题成为了高校课程发展的绊脚石，并亟待解决。

第一，选课制度的不完善。每逢选课通知发布之时，面对着五花八门的课程名称，学生通常只知道

开课时间、授课老师、课程名称等基本信息，而关乎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的信息则几乎为零，在

缺乏对课程内容的基本认知上，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却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的选课系

统就恰似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各大高校的贴吧上、论坛上、ＱＱ群里都会出现很多关于选课的“情报”。
比如说：哪些课老师很少点名、哪些课容易通过、哪些课的老师给分高、哪些课学起来比较轻松等等。一

番激战过后，给分高、点名少的公选课往往炙手可热，早已是人满为患，而那些学起来较费力的实用课程

每每无人问津，名额空缺，呈现出冷热不均、两极分化的尴尬局面。真正选上了怀有浓厚学习兴趣的课

程的学生屈指可数，又由于课程名称的模糊性使得这些学生当中有的发现所选课程并非如期所想使得

学习的兴趣大打折扣，而部分在“战场”中溃败的学生，由于没有选上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课程往往抱

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心态对待，在课程结束后，便将所学知识抛之脑后。可见，当前不够完善

的选课制度大大阻碍了高校公选课的发展。

第二，课程质量参差不齐。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成败，部分教

师的错误定位使得公选课的质量参差不齐。公选课旨在拓宽教育领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非每位

教师都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吹毛求疵的探究精神，部分教师的课堂上教学内容陈旧，教学课件更是多年

不曾删改，课堂中的教学话题、教学材料一成不变，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时政新闻几乎没有体现，教师

对公选课不够重视甚至把专业课的知识内容掺杂到公选课中重复讲授，大大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另一个极端现象便是有的教师受到潮课的触动，在课程名称的设置上力求标新立异，一味迎合学生，

为吸引更多学生的注意力不惜降低教学质量，以忽视学生长远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为惨痛代价，一时

的心血来潮造成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和价值追求的混乱，打着潮课的招牌在课程内容上却仍然没有实

质上的突破，新瓶装旧酒，名不副实。如何提高公选课的教学质量，是高校课程改革的关键。

第三，教学评价机制的单一。教学评价作为教学过程的一部分，是检验教学成功与否的重要途径。

目前高校公选课的教学评价机制比较单一，主要采用的是期末试卷考核的方式和独立自行完成课程论

文的方式，而后者是现较为通行的考核方式。大多数学生虽能按时上交课程论文，但往往一篇简单的论

文只能作为评判学生学习态度是否端正的方式，不能涵盖包括学习成果、动手能力等大部分的评价内

容。再加上单一的评价机制通常具有较大的诱惑性，使得大部分学生在选课之初聚焦于“这门课怎么

考”“这门课容易过吗”等问题，只有少部分学生才会关注课程真正的内在价值。并且，公选课的学生来

自全校各个院系，管理难度较大，结课后一哄而散，不利于教师从学生的口中获得关于课程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形式的反馈。健全选修课考核和评价机制是高校选修课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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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高校公选课改革的几点思考
面对潮课现象折射出的问题，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和抉择、完善选课制度、实现公选课教学内容与

教学形式的转化与超越、健全公选课考核和评价机制，才能科学合理地发展高校公选课。

第一，完善选课制度。公选课不同于一般专业课的地方在于是由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时间

安排自主“选”的，选择领域通常遍布文学、艺术、哲学、建筑、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选择空间之大，在于

海纳百川、包罗万象，而不是泥沙俱下。当前，网络选课已经基本普及，因此，建立完善的选课制度举足

轻重。首先，选课系统除了显示课程名称、任课教师、课程时数等基本信息外，课程主要教学形式、任课

教师风格及研究方向、主要参考教材等有关教学内容的信息的提出十分必要。引导学生在选课之初形

成对课程全面、客观的认识，以便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地做出选择，而不至于在盲目纠结中乱了方寸。其

次，建立公选课试听制度，在正式开始教学活动之前，帮助学生多渠道了解公选课的教学内容，或是一至

两个课时的全校公开展示，或是校园网上公选课精彩片段的集锦等。将公选课的真实面貌展现给学生，

帮助学生正确选择真正喜欢的、感兴趣的课程，避免在学习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第二，公选课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当前高校陈旧、老套的教学内容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课堂教学内容与社会脱轨的现象并不鲜见。大多数公选课是没有教材的，因此教师往往根据自身的

教学经验组织课堂，教师应该把专业知识同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比如，在“化学

的世界”选修课中，教师传递理论知识，可以把厨房中的小窍门、生活中的小实验与理论知识讲授相结

合［３］。关于授课形式也不必拘泥于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形式，中国政法大学的“心理应激微反

应”选修课契合当红美剧《别对我说谎》来对个体的行为活动进行心理剖析，并引发了高校课程领域的

一波心理分析热，授课教师则邀请到了江苏卫视《非常了得》栏目中的微表情专家姜振宇，与学者、专家

零距离的沟通交流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更为生动和稳固。有关自然科学的公选课则更应该走出课堂，到

大自然中、到真实的情景中去，将小课堂拓展为大教学。

第三，健全公选课考核和评价机制。公选课应该有有别于专业课的独立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公

选课应有结合自身特色的考核方式和考核目标。不拘泥于平时作业、期末考试、提交课程论文这三种比

较平常的评价方式，公开演讲、社区活动、辩论赛、支教、实验操作等都是很好的考察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的方式，比一张简单的试卷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更贴近学生的生活。这些考核方式不失为公选课改

革的一种创造性尝试，也是高校课程改革的特色。此外，学校应积极进行公选课评教活动，既给下一阶

段学生选课有所参考，也是对任课教师的一种督促和激励，让任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所侧

重，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４　结语
在潮课风靡于高校的背景下，高校公选课的改革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将新颖的授课形式与专业知

识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在选课制度、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以及考核评价机制方面不断完善，完成公选

课拓宽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创造性思维的使命，使之朝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教育目标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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