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８，Ｎｏ４
Ｄｅｃ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１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２０１３ＺＤＪＹ１７）

作者简介：符　淼 （１９７５－），男，四川南江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高校公选课课堂 “沉默”与 “低头”现象思考
———以 “教师技能综合训练”公选课为例

符　淼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市统筹城乡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低头族”与 “沉默族”已成为高校课堂面临的两大重要问题，公选课课堂成为

“重灾区”。本文以重庆市某高校 “教师技能综合训练”公选课为例从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学

生自我管理与媒介素养剖析其原因，并从学校、教师、学生三方入手探寻破解策略。其策略路

径主要是：高校公选课强化有效管理与引导；主体间思维导向，多元教学方式，还课堂生命色

彩；强化学生 “三自”教育，提高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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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公选课课堂出现 “老师的柔情学生永远不
懂”、 “老师滔滔不绝、学生纹丝不动”的景象，

这些学生被称之为高校 “沉默族”。智能手机的普

及偷走了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与面对面的交流，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老师在台上

滔滔不绝，你却在低头玩手机。”麦可思创始人王

伯庆指出 “教师与手机来抢夺学生的注意力，已

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问题。”高校课堂出现

“低头族”与 “沉默族”已成为高校课堂面临的两

大重要问题，公选课课堂成为重灾区。高校公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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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沉默”与 “低头”现象归因复杂，亟待综合

客观分析，探寻破解策略，还高校公选课本真的

课程功能：价值导向、人格培养与知识拓展。

“教师职业技能综合训练”归属重庆某高校选

修课５大模块中的经济与社会选修模块，学生可以
自主选修，３２学时，２学分，教学目标是学生能初
步掌握教师教育、教学基本技能。本研究对重庆

市某高校２０１４年度选修 “教师技能综合训练”课

程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１４０份，回收
１３６份，回收率 ９７％，其中男生占 ２３％，女生占
７７％；师范生４３５％，非师范生５６５％。

　　一、高校公选课 “沉默”与 “低

头”现象归因分析

　　 （一）学校：公选课有效管理与正确引导

不足

公选课作为学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课程设置的主旨在于满足学生兴趣上的不同需

求，拓宽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

生个性发展。一般而言，高校公选课由教务处统

一管理，整合校内外资源，面向全体学生，学生

任意选修。以重庆某高校为例，在选修课程管理

中，公选课有效管理与正确引导有不足现象，主

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学校对选修课的有效管理

与监控不到位，对学生选课的指导性宣传与教育

引导不足。如在每学期开学前第一周在网络上选

课，第二周开始上课，选课没有留足缓冲时间，

学生出现抢课现象，学生对漏选、重选、退选困

难意见大。二是学生对公选课程目标与要求了解

不足，仅１２％的学生选课前对该课程介绍进行了
详细了解，主要目的是凑够公选学分比例的占到

６７％；７８％的学生是根据课程名称进行了选择。三
是选修课程供给量与学生公选课程需求不匹配，

供给量总体偏少，院系优秀教师、教授开设选修

课比重不足。重庆市某高校院系专职教师开设公

选课仅占３８３％，教授开课仅２人，非专职教师
开设选修课占６２％，外聘教师开设公选课占３％。
师范生技能类的公选课共计５门，“教师技能综合
训练”仅有一位教师开课，课程供给率不足，公

选课学生的选择面受到限制，因无课可选而只能

选此课程的占１３％。由于公选课程资源量与学生
数量及选修学分之间的不匹配，学校规定公选课

不足６０人选修，该课程取消，往往是６０人以上的

大班授课，有的班级规模达到１００人以上，教学技
能的训练没有有效的实作训练与过程评价，难以

实现课程开设的目的，从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难

以持久，上课低头沉默玩手机成为必然。四是高

校对公选课的过程管理与考核相对专业必修、选

修课程尺度标准较松，公选课课程考核不够严谨

规范，往往公选课考核以考查为主，期末撰写一

篇相关的小论文即可，过程性评价较少，学生实

践机会少。

（二）教师：有效教学能力不足与课堂管理

松散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有效的课堂教学及

高效的课堂管理是课堂质量的保障，然而，纵观

当下，教师更多是感叹 “现在的大学生怎么啦”，

而不是反思自身的教学与管理，存在有效教学能

力不足与课堂管理松散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在

选修课中有逃课经历的学生占到６３％，逃课的原
因为选择课程无聊的占到３８％，教学内容与方式
陈旧占５２％，选择教师对课堂管理松散占２８％。
公选课的出勤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教师的教学

效果。重庆市某高校督导调查汇总数据显示，教

学效果督导评价与学生评教综合成绩评定 ７２门
选修课程中，优秀 ２２门，占 ３０６％，中等及以
下占到１５８％，３５％的公选课出勤率不足６０％，
最低的出勤率仅为２５％。教师首先要反思自己的
教学方式、方法与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

与否。新媒体的日新月异，现代社会转型发展，

前喻文化、同辈文化、后喻文化的交织与冲突，

必然对教师权威提出挑战。目前高校公选课很难

建立一支较为稳定的优秀师资队伍，由于师资的

相对不足，学校对申请公选课教师审核把关不

严，课程与教师本身的专业与研究方向不一致，

这必然为有效教学埋下隐患。教师技能综合训

练，选修学生来源多元，专业学科不同，基础起

点不同，有效的课堂教学必然要求多方兼顾，对

教师的理论与实践水平要求非常高。中小学场域

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至关重要。高校绝大部分教

师是从高校到高校，学历层次高，但不同程度地

缺乏中小学一线教育教学经验。如 “课堂偶发事

件”的处理能力，在授课过程中难免存在从理论

到理论，从技巧到技巧的思维定势，案例来源网

络，没有亲临体味，教学空洞无味，难以激发学

生兴趣，体验式、互动式、任务型教学方式难以

贯穿课堂，依然是 “我讲你听、我演示 ＰＰＴ你

８３



　
符　淼：高校公选课课堂 “沉默”与 “低头”现象思考

看”的教学方式，纵然有眼花缭乱的多媒体课

件，学生的课堂参与率依然很低。公选课的课堂

有效管理一直被诟病，一方面是学校管理的原

因，更重要的是公选任课教师对有效课堂管理意

识不足，更有甚者为了满足职称评审对课时量的

要求来上课，出现管理不到位现象，课堂纪律松

散，学生自由散漫，智能手机必然成为学生消遣

的好道具，课堂上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学

生在台下默默地听，现实流行的 “老师上课质量

的判断取决于学生手机流量的消耗”，需引起我

们的反思。

（三）学生：自我管理与约束意识不足，媒体

素养不够

学生在选选修课时缺乏必要的引导，不少学

生对选课缺乏应有的认知，对任课教师教学风格、

课程目标不了解。调查显示，学生选课时关注以

下课程：与自身就业相关的 “实用型”课程；外

语、社交礼仪等香饽饽课程；娱乐性强的欣赏课

程；过关轻松的课程。学生对于实用型课程还能

用心学习，对娱乐性课程则全凭心情；对轻松型

课程则为了学分而来，选而不修非常普遍，难谈

学习效果。教师职业技能综合训练同师范专业的

教材教法有一定的重合，但更侧重实践；对非师

范专业学生而言实为难得的教学实践体验。教师

职业技能综合训练本身内容庞大，一学期３２节课
程只能有选择地教学，其核心模块在于教学设计

技能、课堂教学技能、课堂管理与学法指导技能，

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或知识点不可能

面面俱到。

学生自我管理与约束意识不足，媒体素养缺

乏，“低头”与 “沉默”就成为了一种常见的课堂

现象。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

息时所表现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

创造和生成能力以及思辩的反思能力［１］。新媒体

的不断涌现，一般而言，大学生成为最先尝试的

主力军。随着高校数字化校园的推广，以智能手

机为代表的数字终端为人们带来生活的便利以及

多样的娱乐手段，时间碎片化的趋势必然造成学

生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调查结果显示，８７％的学生
上课玩过手机游戏或聊天软件，１５％的学生使用手
机辅助学习 （如拍摄 ｐｐｔ、录音）。部分高校采取
了诸多措施来破解，如课前交手机、教室布置收

纳袋、学生自主公约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对于公选课，学生心若不在，强制约束难保教

学效果。在高校校园智能手机全覆盖环境中，学

生媒体素养的养成与及时的心理疏导至关重要。

如教师职业技能综合训练课中课后，板书设计、

听课、评课、观摩课没有很好地利用智能手机的

先进功能，在现实中，学生很少接受正确的疏导

与激励。

　　二、高校公选课堂 “沉默”与

“低头”破解思考

　　卡茨、格里维奇和赫斯研究指出，移动媒体
较能满足社会整合的需要和认知的需要，便捷性

使移动媒体能更好地聚合受众的碎片化时间。乔

姆斯基的观点认为新媒介成为人们解放的工具还

是和传统媒介一样成为奴役人们的工具，要看他

把握在谁的手中，要看受众如何使用它。对于

“低头”与 “沉默”课堂的改善，其关键还在于学

校管理、教师教学、学生自控三方联动，有效疏

导，赋予公选课堂生命色彩，激发学生学习激情，

实现公选课拓宽学生视野的价值。

（一）学校：强化对公选课有效管理与积极

引导

高校在公选课的数量和质量上加强建设，避

免学生迫于选修学分任务而 “抢课”，实现有课可

选，有好课可选，提高学生上公选课的兴趣。公

选课学生来源具有多样性，专业背景多元化。教

师除具备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跨学科跨专业的

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教师职业技能综合训练课程，

学生有不同年级的师范生、非师范生，对任课教

师的审核遴选需要严格把关。如校内教师技能训

练课程鼓励具有中小学一线教学工作经验的教师

开设公选课；校外邀请市级骨干教师开设如讲座、

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公选课。高校对公

选课的教学管理与监控需要多措并举：一是评价

方式多元化，督导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过程

管理与目标管理相结合；二是成立以学科模块分

类的公选课教研组，由教务处统一组织指导，教

研组的主要功能是开展教学研讨与教师互评，避

免公选课教师各自为阵，教师互学互评机会缺失。

高校教务处组织学生选修时，各系部加强对

公选课的推介与学生选修的指导。系部分管教学

的领导组织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尤其是结

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就业倾向等方面有的放矢地

选修，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实践能力。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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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选课教师制作了图文并茂的课程介绍、规定

选修对象等，有效地吸引学生选修。

（二）教师：“主体间性”思维导向，融合多

元教学方式，还选修课课堂生命色彩

课堂有效教学、学生有效学习的关键在于教

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直

接影响课堂 “低头”与 “沉默”。主体间性哲学思

维具有对话性与开放性、沟通性与交互性、非构

成性与实践性、共在性与现实性［２］。教师主体间

性思维需要与学生建立在理解、对话基础上的平

等交往、共享合作、求真求善，在开放性、对话

性、动态生成性的文化氛围中实现主体间知识的

积聚与融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构建教学实

践智慧。布卢姆指出：“评估教学质量的一种有效

方法，是观察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程度”。杜

威也曾指出：“教育活动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诉

的事情，而是一个教师和学生主动参与和共同建设

的过程”。想从根本上解决公选课的 “低头”与

“沉默”，需要教师 “主体间性”思维导向，多元

教学方式的融会贯通，因势利导，还课堂生命本

真色彩。

在 “教师技能综合训练”公选课课堂教学中

实行了几项教学实践探索，效果较好。一是顺应

潮流，让手机成为课堂的延伸，通过建立微信、

ＱＱ群公众平台，师生分享课程相关资料，发布优
质课视频，在线讨论作业、回答问题，建立线下

课堂，对教育术语与核心概念如 “认知发展阶

段”、“最近发展区”、“新课程三维目标”、“多元

智能”等进行自主探究，学生课堂搜索分享。二

是构建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真实的教学

情境下学习教师技能，先案例再理论，先具体再

抽象，教师充当好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让学

生带着任务、带着问题进行思考学习，完成学习

任务，解决问题。三是课前 ３分钟即兴演讲，微
课、说课实践操作，让学生在课堂上、课后有事

可做，学生相互点评后老师总评。

（三）学生：强化学生 “三自”教育，提高媒

介素养

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作为现代社会媒介先锋的大学生，如果不从根本

上培养其媒介素养，尽管使用收纳袋、屏蔽信号

等低层次的方式强制约束大学生的行为，如未来

类似谷歌眼镜等新装备普及，我们又如何将大学

生的注意力拉回课堂呢？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为

我们指明了方向：移动媒体最终是成为维系人际

关系的工具还是淡漠人际关系的罪魁祸首，是使得

“碎片时间黄金化”还是成为 “黄金时间碎片化”

的 “时间窃贼”，要看受众如何使用它，只有将移

动媒介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媒介 “异化”，才能满

足我们对于媒介的使用需求［３］。另外解决此问题

的根本还是在于学生的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自

主学习的 “三自”教育。大学生自小学至高中阶

段，习惯了被老师、家长管理约束，难以形成

“三自”意识，在大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环境的自由

度突然大大增加，缺少了老师的要求、家长的监

管，往往无所适从。如在访谈中，部分大学生说

道：“在初高中，一天课程排得满满的，上课做作

业，按部就班还很充实，一到了大学不知道怎样

安排学习和生活了”。对此，高校对大学生可从如

下方面入手：一是开展入学教育，重点帮助大学

生转变学习方式；二是加强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

教育，引导、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

三是各课程教师形成教育合力，在课堂教学与课

后指导中加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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