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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强课程教学中师生关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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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生关系的改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从课堂教学、课前准备、课后辅导、作业批改 

等多个方面，讨论了改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师生关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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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hI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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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an impm~ant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From the angle of classroom teaching，lesson preparation，coaching，exercise checking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methods in cou／,~e teaching of college mathematics that may improve the：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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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先决条件。虽 

然进入大学以后，学生的知识需求、学习动力与 目标等与 

高中阶段相比有更大的独立性与 自主性，但是如果在大学 

教育过程中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那么仍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教与学的效果。由于 

不同学科与课程的内容、地位、影响力等因素的不同，在 

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增进师生的友谊，也是有一 

些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本文试探讨在数学课程教学中能促 

进师生关系改善的一些技巧和手段。 

一

、 精彩的课堂教学 

精彩的课堂教学是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一种重要方 

式。 通过教师的精彩授课，学生的学习过程会相对更轻 

松，对知识的把握会更容易，对概念的理解也更深刻，同 

时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知识。通过教师的精彩授课，学生 

能够体会到教师渊博的学识、负责的态度、丰富的教学经 

验、昂扬的激情等等，从而在无形之 中树立起教师在学生 

心目中的 “良师”形象 ，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一)介绍数学史 

通过介绍数学发展历史，可以减少部分学生对数学课 

程的成见—— “太抽象、太难学”。史学可以引起学生对知 

识的亲近感 ，学生在 了解了相关知识的的发展历史与发展 

规律后 ，可以产生 “数学也是来源于实践 ，应用于实践” 

的感想。在教学实践中，我注意给学生讲解一些教学发展 

史中的精彩案例，如：16世纪的法国律师弗朗索瓦 ·韦达 

引入一套用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分别表示变量和系数的符 

号方法，从而带来了一场代数的革命 ；又如，17世纪的法 

国律师皮埃尔 ·德 ·费马通过业余时间的研究，奠定了现 

代数论的基石，也奠定了数学分支——解析几何 的基础； 

再如，16世纪的苏格兰发明家和神学家约翰 ·纳皮尔作为 

业余数学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张对数表，简化了计算的过 

程；等等。【3 当知道不少重要数学结论并不是由专业数学家 

提出，而是出自一些业余数学家之手时，不排除有的学生 

心里会涌起 “我能学好数学，我也能 ‘创造’数学”的豪 

情壮志。 

(二)适当提问 

在课堂上恰到好处地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 

和回答，可以大幅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更好地进行启发 

式教学，通过循循善诱和积极的体会思考，提高学习的主 

动性 ，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三)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余地 

课堂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新事物打交道，人对 

新事物有一个反应过程，需要一定的接纳时间，所以在课 

堂上，不管是概念的引入、结论的证明还是具体的计算过 

程，我们都需要适当给予一定时间让学生进行当堂消化与 

吸收，并及时注意学生的接受状况，注意观察学生的反 
应。[ 】 

二、充分的课前准备 

大家都知道，课前一定要备课，不过那只是起码的要 

求。现在强调的是要备出一堂 “好课”。这个 “好”我觉 

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备的课能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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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只是 “合格”的标准；第二，要跳出该节课的教 

学内容，站在课程的角度、站在多个课程知识框架的角度 

来备；第三，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而不是老师的角度来备； 

第四，还要站在尽可能轻松愉快的角度来备，站在有利于 

学生接受、消化，有利于开展启发式教学，有利于学生的 

创新能力培养与学习主动性提高的角度来备。课备好了， 

这就为课堂发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平台。例如：在课件 

制作过程中，可以考虑前后知识之间的连贯性与逻辑性， 

多媒体与板书搭配使用的灵活性，动画的生动性与直观性， 

整体布局的简洁性和合理性，底色和字体颜色的对比性等 

等。 

三、及时的课后辅导 

在大学里，数学课程一般主要集中在新生入学后的前 

1—2年开设。另外，大学课程与高中课程在教学内容的量 

与难度、开设 目标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大学课 

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过好考试关为目标。再如，高中 

的数学课程大部分在高一高二就已经学完，几乎整个高三 

就是在开展复习迎接备考，高中的老师也是通过大量的测 

试、讲题来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而到了大学，像 《高等 

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课程几 

乎成了所有高校的公共基础课程。这些课程不管是内容的 

量还是难易程度，都有大幅增加，在考前又很少有 “专用” 

复习课时，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疑惑。 

通过及时的课后辅导答疑，既可以帮助学生消除学习过程 

中的疑问，也可以进一步树立认真负责的教师形象。 

四、认真的作业批改 

对于数学课程来讲，作业至关重要。学生通过作业， 

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巩固已学知识。老师通过作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把握学生的学习 

好坏与掌握程度。在作业的布置和批改方面，可以注意以 

下几点：(1)明确作业要求，同时对较难的作业有必要的 

提示；(2)作业的量应恰到好处，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 

(3)如果班上人数不是特别多，作业最好全收；(4)在前 

几次作业中，最好是教师亲 自全部批改，到了后面，可以 

采取 “部分认真批改、其余学生相互批改或自我批改”的 

方式；教师的批改要尽量细致，例如符号书写是否正确、 

行文表达是否通顺等等。通过作业的认真批改，从一开始 

就给学生树立一种标杆，告诉学生在学习与完成作业过程 

中应保持的一种心态与标准。也为学生相互批改和自我批 

改作业提供依据，从多方面锻炼和提高学生的能力。 

五、经常的课间交流 

与其它一些文科或者理科的课程相比，对于数学课程， 

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于阐述数学概念的起源与定义，性质与 

定理的推导，计算方法的解释、使用和举例。通过一堂课 

的学习，学生需要接触和记忆不少抽象的知识，大脑高度 

运转，人容易疲劳，一到课间，时常出现同学趴在课桌上 

休息的现象。此时，如果教师能够和部分学生进行一些交 

流与 “随意性”的谈话，及时关心他们的学习、了解他们 

的生活等各方面情况，比如他们的学习体会、实际作息时 

间、课外活动、体育锻炼等；或者针对某些现象提供一些 

意见与建议，例如消除 “发困、睡意浓”的措施与方法等。 

通过诸如此类的沟通往往可以让教师融入 “班级”成员， 

构造教师的 “益友”形象 ，拉近师生距离。 

六、在改善师生关系中应注意的问题 

搞好师生关系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主导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 

的参与程度与主动性，我们需要对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 

的角色进行正确定位。 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能从各个 

环节上尽量做到 “让学生充当主导角色，而让教师充当指 

路人”，那么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灌输式”的教学 

模式，又可以改进师生关系，形成教学相长的氛围，提高 
教学效果。 

(二)必要的提醒与充分的关注 
一 个班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一般来讲他 

们的智商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学习习惯与方法、 

个人性格、当堂接受能力等各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根据讲授内容的重要性和难易程 

度及时观察学生的反应 ，对一些易错、易混、难懂 的环节 

加以提醒和强调；另外也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参与程度并 

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针对一些课堂上开小差或者打瞌睡的 

现象进行纠正和制止。 

(三)自然而不做作 

我们作为教师，不管是在课前、课堂或者课后，通过 

某些方式来拉近师生距离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 例 

如。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一些更好 

的学习习惯 ，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至于那么 “痛苦” 

等等。所以教师采取某些措施的目的既不是 “做秀”，也不 

是为了让学生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这些措施的实施要做 

到 自然和水到渠成。 

(四)贵在实践和坚持 

我们都知道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师的教与学生 

的学，我们也都知道一些通用的手段与方法。但是要想得 

到预期的效果，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去长期实践，而这需 

要时间，更需要热情、感情、爱心和奉献精神。 和谐的师 

生关系必定是建立在教学全过程中与学生的互动、合作上， 

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领者和 

激励者，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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