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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问题式教学法的内涵和特点, 论述了问题式教学法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别

合理性, 认为师生互动、多向交流的问题式教学法应该成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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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式教学

法、问题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自学式教学

法、演讲式教学法, 我以为, 最适合高校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方法当为问题式教学法。二十多年的教学

实践经验表明, 围绕问题, 师生互动, 多向交流的

问题式教学法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方法。

  一、问题式教学法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问题式教学法, 是指教学过程中, 教学内

容总是以问题的形式展开, 以 /问题的提出、问题

的展开、问题的辩驳和问题的解决0 为基本线索,

以 /提高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育学

员正确的思想0 为主要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这种

教学方法在课堂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师生互动、多

向交流。这种教学方法的具体展开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 教师提出根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

的相关问题, 最好是以一个案例的形式引导问题的

提出。其次, 教师可阐述该问题的相关理论背景以

及问题展开的种种可能性, 引导学员思考。再次,

由学员继续补充种种可能性, 并对各种可能性展开

讨论辩驳, 形成多向交流。第四, 学员相互辩驳后

找出问题产生、存在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种

种答案。最后, 教员阐述基本原理, 并根据原理解

答相关的实际问题, 评析学员提出的种种答案, 得

出合理的答案。

问题式教学法有它自身的特点, 主要有四点:

第一, 问题设计的现实合理性。教师设计问题时,

既要考虑其理论的合理性, 也要考虑到实践的现实

性。问题应该是在理论上能引起学员更深层次的思

考、更新创意思考的相关问题, 或是国际国内现实

生活中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在讲解可能性与现

实性这对范畴时, 我们及时引进了 /日本入常0 这

当前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讨论分析, 指出它

是有可能性, 但当前的现实可能性很小的现状, 学

员反映很好。问题的合理性还应考虑大学生的思想

实际, 没有抽象的理论思维不行, 太深奥的纯理论

逻辑演绎也不符合工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当然,

太简单的中学生水平的问题也不应该搬进课堂。第

二, 师生持续交流的互动性。这是问题式教学法的

首要特点。在问题式教学方法的课堂里, 教师首先

提出问题, 震撼学员的心灵, 引起学员的探索欲;

接下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员独立思考, 提出观点,

发表意见, 讨论辩驳, 最后在基本原理的引导下师

生共同得出正确的结论。在 50分钟的时间里, 师

生的思想一直在相互交流、互动, 而且, 既有师生

互动, 也有生生互动, 因而是多向互动。第三, 课

堂教学有即时的成就感。政治理论课如果只讲大道

理, 往往使人云里雾里, 有不及实际之感, 而问题

式教学法使得政治理论课教学能具体解决一些问题

(理论的或实践的问题) , 从而使师生在课堂教学中

都获有一种成就感。第四, 教学过程有活跃的课堂

气氛。问题引起学员的探索欲, 发言引起学员的表

现欲、解决问题引起学员的成就感, 交流互动引起

师生的亲切感, 这一切都将极大地调动学员学习政

治理论的积极性, 活跃课堂气氛, 消除课堂瞌睡现

象, 从而增强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二、问题式教学法应用于高校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合理性

  师生互动、多向交流的问题式教学法最适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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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治理论课教学, 应该成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主要方式。因为:

第一, 问题式教学法更有利于教书育人目的的

实现。2005年 1月 18日, 胡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高校政

治理论课应突出四个方面的教育, 其中首要的是以

理想信念为核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高校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主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培养党和人

民信赖、放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培养祖国和平崛

起、繁荣富强的开拓者。由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

学目的以及教学对象的特殊要求, 高校政治理论课

教学不再以知识传授为主, 而以思想培育为主, 知

识的传授辅佐于学员正确思想的培育。人的思想的

培育绝对不能仅靠他人的灌输、宣传, 而更主要的

是要靠受教育者亲身参与、亲身体验、亲自思考、

亲自感悟, 没有受教育者的亲身体验、亲自感悟,

再好的理论思想也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灯塔, 遥不可

及, 理论思想的宣讲也只能成为耳边风, 一刮而

过, 毫无印象。相反, 如果能让学员参与思考、参

与讨论, 且让他们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公开表达出

来, 并得到同学、教员思想的反馈 (反驳、修正、

认可、提高) , 那么, 学员对这一理论思想的认识、

把握会深刻得多, 他会准确地把握它, 一辈子记住

它, 一辈子受用于它。

第二, 问题式教学法更有利于教学任务的高质

量完成。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与理工科课程

的教学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因而教学方法也应不尽

相同。高校政治理论课与理工科课程的教学最大的

区别有二: 其一, 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成分不一样。

理工科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表现为客观真理, 一是

一, 二是二, 没有太多的异议, 教员把理论的本来

面目讲清楚即可。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多为某

个人的思想或某些人的思想 (政党的思想、阶级的

思想等) , 这些思想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思想, 也不

是十全十美、完全正确的思想, 作为真理, 它不像

自然科学那样具有 /一是一, 二是二0 的明了清晰
性。对这种理论内容的讲述, 与教员对这一理论思

想的理解、把握相关。因此, 不同教员对同一理论

思想的教学效果肯定不一样。这直接影响到受教育

者 (学员) 对政治理论课程甚至整个思想理论体系

的信任度。其二, 陌生性与熟悉性的成分不一样。

理工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对学员来讲是普遍陌生的,

陌生意味着不懂, 而且是那种不专门学习就很难懂

的 /不懂0, 因此, 陌生性天然带来了学员的主动

求知欲。相反, 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没有那种陌

生性, 反而有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性, 加上社会积

累下来的逆反心理, 学员对政治理论课有一种 /天

然0 的排斥心理。因此, 平铺直叙在理工科课程教

学中的教学效果还可以的话, 那么, 在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 即使是清晰的平铺直叙, 其教学效果也可

能是糟糕的。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特点, 要提高政治

理论课教学质量, 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就应该在

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师生互动、多向交流

的问题式教学法将是最适合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内

容特点, 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对于主观性成

分较强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 受教育者一时鉴别

不了真伪, 分不出优劣, 容易产生不信任感, 从而

拒绝接受这些政治理论。但是, 让他们亲自去思

考、辨析、选择、阐述这些政治理论问题, 辨别出

真伪优劣来, 这比教员单方面讲授的效果肯定要好

得多。对于熟悉性成分较强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内

容, 受教育者往往有一种轻视感, 他们心中自然不

自然地会生长出一些 /就是那么一回事0 的感觉。

面对这种状况, 教员如果仅仅是 /粗茶淡饭、老生

常谈0 式的讲授, 那么, 政治理论课正好就落入了

学员 /就是那么一回事0 的印象里, 政治理论课想

要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那只能

是空想。相反, 采用问题式教学法, 在看似平常熟

悉的理论思想、社会现象里, 教员能提出令学员意

想不到、且一时无法想清楚、解决好的更为深刻的

问题, 那么, 就会增大学员对政治理论的陌生感,

冲击他们那自以为是的心灵, 从而激发他们的求知

欲, 增强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在这个基础

上, 让学员再不断地去探索思考、反复辨析、公开

表达相关理论的正确思想, 那么, 他们会更高兴地

接受这些政治理论思想, 而且会接受得更快、理解

得更深, 运用得更彻底。我们的教学任务才能高质

量地完成。

  三、问题式教学法是中西教育大师的常

用方法

  历史上许多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有很高明的教

育方法, 他们培养造就了许多国家栋梁式的人才,

他们教书育人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回眸历史, 我

们发现, 许多大的教育家教书育人的方法都与问题

式教学法相近、相一致。中国第一个大思想家教育

家孔子, 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有二, (下转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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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保证。第三, 宣传发动、协调关系。要做好教职员工的

宣传发动工作, 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第四,

疏通渠道、保障实施。要疏通好管理渠道和经费渠道, 建

立评价工作的激励机制, 保证人文素质教育评价严肃认真、

科学公正地顺利进行。

(二) 确定评价目标

在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进行评价时, 应根据人文

素质教育工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工作的重点与高校的实际

情况, 确定针对性的评价目标, 拟出针对性的评价方案。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评价指标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具

体要求和努力方向, 其涉及面很广, 在确定评价目标时一

定要区分重点和难点, 明确评价的主要方向和主要要求,

并可根据工作要求, 设计出新的评价指标, 作为高校人文

素质教育工作的努力方向。

(三) 选择评价方法

人文素质教育评价的方法很多, 在评价实践中, 一个

重要原则就是要因地制宜、灵活选用。在信息收集阶段主

要采用表格测评法、走访座谈法、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

法、资料查阅法, 以及现场观察、观摩法等。在信息整理

阶段主要采用比较参照法、统计综合分析法、反馈调整法

等。在结果汇总定性阶段主要采用模糊综合测评法和评分、

评等、评语综合法。从总体来看, 要坚持内部评价与外部

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经常性评价与

定期评价相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客观性评

价与激励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四) 收集整理信息

这是评价实施的核心阶段。主要是根据评价的目标要

求, 选用不同的评价方法来收集各种人文素质教育信息,

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测评。收集信息时要注意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整理信息时要注意做好分析综合的

工作, 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要害。在做出结论时, 常常是用

数值表示的。但只用数值表示, 这并不能科学地反映评价

结果, 因此, 需要把定性语言描述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并以定性分析来说明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五) 处理相关的问题

由于评价对象和评判者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评价工

作的主持者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出现情感效应、定势

效应、晕轮效应等不良现象, 使评价结果真实可靠。同时,

要对评价结果做出妥善处理, 以表彰先进、鞭策落后, 并

写出评价报告, 为评价对象改进工作和上级部门决策提供

依据。

总之, 高校人文素质评价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

工程, 其评价目标在动态变化中, 其评价体系和具体的实

施亦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 对其进行科学研究, 不断完善

其评价方案, 将有效促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开展, 从而

推动高校人文素质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 陈  勇  赵惠君)

(上接第 25页) 他的教书育人的方法主要是问题式

教学法, 5论语6 二十篇, 都是对具体问题的具体

阐述、具体解答, 没有一个地方有长篇大论。孔子

自己倡导和应用的教学方法就是 /启发式教学法0,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0, 只有当学生思考问题, 达

到 /愤0、 /悱0 之时, 亦即 /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0 时, 老师再给以启发、点播。

这是问题式教学法的中国式经典表达。

西方思想家、教育家教书育人的方法也一样。

苏格拉底为了教育年轻人, 经常到大街上去与年轻

人交谈, 而且交谈的方法就是他最得意的 /精神助

产术0, 即原本意义上的辩证法, 就是首先自己提

出问题, 让对方展开问题, 然后再通过揭露对方展

开问题时言论思想中的矛盾, 进而提出新思想的一

种教学方法。这是问题式教学法的西方式经典表

达。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虽然办有学园, 但教学也

不尽是老师在堂上讲, 学生在堂下听, 而是师生围

绕某个问题而展开广泛的交流、辩论, 亚里斯多德

还有一种带领学员在学园里的林荫道上边散步、边

讨论、边教学的教学方式, 教学就是在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完成的, 亚里斯

多德师徒们便因此被称为 /逍遥学派0。
现代教育学理论特别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

的心理共鸣, 只有师生之间有了心理的共鸣, 才能

达到共识。形成师生心理共鸣的最好方法就是问题

式教学法。通过精心设计的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课堂

问题讨论, 师生的心灵距离拉近了, 心理共鸣形成

了、思想共识便能得以产生。

综上所述, 我认为, 师生互动、多向交流的问

题式教学法更有利于教书育人目的的实现, 更有利

于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 且符合大思

想家、大教育家教书育人的常用范式, 因此, 它应

该成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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