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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专家，笔者参加了

部分大学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在评估考察一所大学

的时候，选择听了一位省级教学名师的课。 如果用传

统的教学要求看，这位名师的课几乎无懈可击，严格

按教材内容结构组织教学， 教学内容充分而逻辑清

晰，教学态度认真且情绪饱满，不时提问对学生进行

启发，按铃声上下课，运用了 PPT 课件授课。 在课后

交流时，他希望我对他的课提出改进建议，我说没有

具体意见，但我有个问题：“让学生自己去看您这节课

的教学内容，他们可不可以看得懂？ ”他脱口而出答

道：“完全可以”。我问：“既然学生可以自己看得懂，您

这节课教学的意义何在？ ”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这

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笔者还发现几乎各种类型各种

层次的本科院校课堂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就是讲教

材内容，教师的任务就是把教材内容讲清楚，学生的

任务就是掌握教材内容。在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已

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知识革命带来了海量且巨变的

知识，高等教育正在走向普及化的今天，这样的课堂

仍然是主要的教育教学方式，真的让人感觉很像陶渊

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情景：“问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 ”不可否认，我国部分大学已经建

设了先进的智慧教室，开发了网络教学平台和学生自

主学习平台；部分教师正在尝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

学、项目教学、CDIO 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但总体上

看，我国大学教学还是传统的，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正

因为如此，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疾呼：“要着力推动课堂

革命。 ”［1］本研究主要围绕大学推进课堂革命中的若

干认识和实践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对课程教学改革有

所助益。
一、课堂革命的主要任务

至少在我国，大学课堂革命的要求是基于大学人

才培养实践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 恢复高考制度后，
大学在重建教学秩序的同时，也开始了不间断的教学

改革。 40 余年来，大学教学改革涉及了很多方面，如

学科门类和专业的设置与调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更新、学分制和选课制的实行、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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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推行、小班化教学和教学评价方式改革，等等。
当然，也涉及了课堂的一些方面，如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教学环境、教学技术、考试考查等。 但大多数改革

都是在课堂之外进行的，很多改革都是围绕人才培养

方案展开的，课堂并没有成为教学改革的重点，真正

进入课堂的改革不多，教学效果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

提高。
课堂革命可以看作是大学教学改革的深化，是大

学教学改革从教学工作外围进入核心的表现，是大学

人才培养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要求的反

映。概括来讲，课堂革命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完善

人才培养规格。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产

业更新换代加快， 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不断提速，高

等教育不但要培养更多高级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具

有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科学技术变革要求的新

型人才。 这样的人才最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两强

一高”，即创新创业能力强、应用动手能力强、品德修

养综合素质高。传统课堂的优势在于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系统而牢固，但对“两强一高”的人才培养规格作用

不大。 推进课堂革命，就是要让大学课堂教学更富有

创新性、有更多的实践性，在学生手脑并用中锻炼做

事做人的综合素质。 二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国高

等教育已经解决了社会“人才荒”问题，近 4 000 万人

的在学规模和超过 800 万的年毕业生规模展示了高

等教育强大的人力资源开发能力，但人才质量的竞争

力不足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传统课堂的作用主要在

于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素质和一般能力，对学生的核

心素养和竞争力的培养比较乏力。大学课堂革命就是

要从根本上扭转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局面，升高我国

高等教育质量重心，奠定高等教育强国的牢固基础。
课堂是大学师生教学活动的场所，是大学人才培

养的落脚点。 课堂革命不只是理念要求，更是解决我

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实际行动。与以往的大学教学

改革不同， 课堂革命聚焦于大学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专注于改变传统课堂面貌，建设现代课堂，以达到培

养新型人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具体来讲，主

要有五项任务。
1. 建立一种新的教学场域。 课堂是由师生的教

与学所构成的场所，师生、教学活动、教学环境、教学

条件和教学文化等是课堂不可缺少的要件。传统的课

堂因为追求的目标过低，这些要素的作用没有得到充

分的发挥，尤其是师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

来， 课堂成为了比较单纯的基本知识的授受之所，学

生的能力发展和素质养成被局限于较低层次。课堂革

命就是要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课堂焕

发出生命活力， 在知识授受的过程中激发出智慧、情

感和信念，从而营造一种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

全面发展的场域。
2. 建立一种新的教学范式。 课堂是教师教书育

人的舞台，可以说，教师的教学活动在哪里，课堂就在

哪里；教师有什么样的教学，就会有什么样的课堂。这

就是说，课堂是由教师的教营造出来的，教师的教学

范式决定课堂的性质、特点和质量。在传统的课堂，教

师以讲授教材知识为主要教学方式，以学生掌握教材

知识为主要目的，教师是课堂的主宰，备课、讲课、批

改作业、辅导答疑和考试考查是教师教学范式的基本

形式。课堂革命要求教师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

想，更多地发挥引领、指导、组织、激励作用，做到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教材知

识与其他理论和实践知识相结合、校内教学环境与校

外现场环境相结合，形成服务学生高质量、高效率自

主学习的教学方式方法。
3. 建立一种新的学习范式。 课堂是为学生建构

的，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应当在课堂上自主学习，
完善自我，升华人格修养，锻炼意志品质，提高能力水

平，完成个人社会化的过程。 传统的课堂是教师的领

地，学生是教师的工作对象，往往被动地学习，课前预

习、上课听讲、课后练习、考前突击、考试通过是学生

学习范式的基本形式。 课堂革命要求学生转变角色，
充分发挥主体性，以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转变学习方式，实现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

变，由主要学习教材知识向以教材为基础的学科知识

和实践知识学习转变，由主要是一个人独立学习向个

人、团队和现场学习转变 ［2］，由一般性知识和能力发

展的浅表性学习向融高级知识、智慧、情感和信仰于

一体的深度学习转变，形成高质量学习范式，提高学

习的自觉性、计划性和有效性。
4. 建立一种新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师生在

教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人际联系。师生关

系的优劣对课堂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优良的师生关

系能使师生双方体验愉悦之情，激发教与学的内在动

力，从而使课堂充满生机活力，师生可将满满的正能

量辐射到课堂内外。 传统的课堂不但是沉默的，还是

枯噪而乏味的， 师生之间除了基本的信息交流外，缺

少相互了解，少有深层互动，更难以相互走近心灵，展

开情感和灵魂的对话。在课堂之外，师生形同陌路。课

堂革命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发展互动频繁、教师关

爱学生、学生亲近教师的师生关系。 新的师生关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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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5. 建立一种新的教学环境。 课堂是一种教学环

境，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建立的。 除了能动的师生和

教学的媒介———知识以外， 课堂往往还包括物理空

间、技术设施条件以及学校在办学中所形成的文化氛

围。 教学环境主要是物理空间和校园文化氛围，教学

环境不同，课堂及其效果常常存在差异。 课堂的物理

空间可以是教室、研讨室、实验室等固定的地点，也可

以在校园的运动场（馆）、草坪或林荫下，甚至还可以

是校外生产或工作现场。 传统的课堂主要在教室，教

学的环境条件主要是围绕教室来建设，教室的格局和

布置则主要基于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需要而设计，
比较刚性而呆板，其他的教学条件也是为了辅助师生

授受知识而配备。课堂革命就是要根据教师教学范式

和学生学习范式的变化，建设更加宽松自由、灵活机

动，满足师生为达成新的教学目标而能采取多种教学

方式的环境和条件。新的教学环境更有利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更有利于师生的互动交流，从而打造更有深

度、更有质量的课堂。
二、课堂革命的重点

课堂是大学师生在一定的场所组织开展的课程

教学活动。 场所为课程教学所用，尽管不同的场所都

有其不同的物理特性和差异化的设施条件，但其选择

和配置往往以课程教学需要为指南。 所以，课堂革命

主要是要对大学课程教学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改革，
以期改变传统的课程教学体系，建立新的课程教学体

系，使课堂发挥新的功能。 我国大学课堂主要还是传

统的，所以，课堂革命的任务繁杂而艰巨。这也是为什

么使用“革命”一词的原因。《周易·革卦·彖传》：“天地

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意思是说

天子受天命称帝就是“革命”，所以，历史上凡朝代更

替，君主改年号，便称为革命。 到了近代，“革命”一词

的含义有所拓展和延伸，泛指自然、社会或思想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课堂革命

就是要使课堂发生质的改变。 通俗地讲，课堂革命就

是要对大学课程教学进行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全

要素的、重大的、根本性的或彻底的改革。
课堂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不仅是因为它涉及

大学课堂构成的各要素，需要各要素的改革相互协调

配合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因为我国大学课堂存在的

问题由来已久，要使课堂发生质的改变不是一项简单

的任务，也不是短时间能够达成的目标，需要进行长

期的、持续不断的变革。 课堂革命的任务不是齐头并

进、同步展开的，在课堂革命的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问

题是不同的，任务各有差异，重点也会有所侧重，需要

随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来确定或调整。 实际

上，笼统地谈大学课堂革命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大学

课堂都是具体的， 是由一门门课程教学的形态构成

的，课堂革命必须落实到每一门课程教学中去才具有

现实意义。 每一门课程教学的形态都是个性化的，与

任课教师和修课学生的教与学直接相关。 概而言之，
课堂革命的任务很多，要求很高，从我国大学课堂存

在的突出的共性问题和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看，现阶段课堂革命的重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1. 突破教材中心地位。 教材是一种课程教学用

书，广义的教材是指凡在课程教学中师生所使用的教

学材料；狭义的教材则专指按照课程目标所编写的教

学用书，又称“课本”“教科书”等。 大学教育主要是学

科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实践能

力和创新精神，所以，大学教材应当表现出学术上的

专深性、实践性、探索性和创新性。 在大学教学中，教

材应当与其他教学材料一起使用，以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拓展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多方面的学

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但是，在传统的大学课

堂上，教材成了“定于一尊”的教学用书，每一门课程

只有一本教材，教师教教材，学生学教材，考试考教

材，整个课程教学过程只是围绕一本教材来组织。 几

乎所有课程教学都是这个模式，这就导致了“一本书

的大学”的局面［3］。 “一本书的大学”不可能培养创新

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更不可能发展一流的本科

教育。
教材中心地位不只是体现在课堂上，还体现在大

学的教学管理上。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大学教

材的编写和使用，部分课程还有国家统编教材，有政

府部门资助编写的教材；大学教学管理部门一般都对

教材选用有明确要求，如《北京大学教材选用管理办

法》规定：“鼓励优先选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

材、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经典教材和精品教材、北

京大学优秀教材、规划教材和立项教材；优先选用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目录中的教

材；提倡选用近 3 年出版的新教材或修订版教材（特

别是理工类、财经政法类各专业）。 ”［4］《吉林大学本科

生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规定：“必须根据学校教学计

划、开课计划，按照一定的管理和审批程序选择每门

课程的使用教材。每门课程（即课程代码）要求只能选

用一种主用教材和一种备选教材。 ”［5］毫无疑问，这些

要求和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教材的中心地位，
而且直接和间接地限制了大学教师在课程教学用书

3



2008 年第 12 期 中国高教研究2008 年第 12 期 中国高教研究2019 年第 6 期 中国高教研究

上有所作为。
突破教材中心地位，让教材回归本位，是大学课

堂革命初期的重点之一。 教材是有用的，忽视或否定

教材的作用是不恰当的， 但大学课堂过分依赖教材，
甚至将教材视为课程教学的唯一依据，所有教学活动

都根据教材来组织，课堂评价也以学习教材知识的态

度和结果为标准，就有误用教材之嫌。 教材是大学课

程教学的基本用书，每一门课程所包含的知识都远远

超出了教材所能涵盖的内容。 推进课堂革命，教师就

要使学生在学好教材的基础上，拓展学习范围，阅读

与课程教材内容相关的各种文献，使知识学习在广度

和深度上超越教材，与此同时，引导学生进入实践领

域，锻炼动手能力，掌握实际操作技术，发展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使学生开展探究

活动，进入未知领域，发展创新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概而言之，突破教材中心地位，就是要让教材、相关学

术著作和期刊文章等文献进入课堂，让实验室、工程

中心和创业中心进入课堂，让企事业单位现场进入课

堂，扩大课堂知识活动的容量，增加课堂知识的内涵，
使课堂成为广阔的已知知识、实践知识和未知知识学

习和探究的场所，师生置身其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

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2.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学生的学习是大

学课堂的主要构成要素，学习习惯不仅决定学生的学

习状态和学习质量，而且决定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和水

平，从而影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的学习习惯既

是学生个人的事情， 也是与大学课堂直接关联的因

素。在传统的大学课堂上，学生被动学习成为一道“风

景”： 课前学习敷衍走过场， 很多学生宁可整夜打游

戏、看韩剧，不愿在学习上下功夫；上课只是听教师讲

课，部分学生分心走神，睡觉、玩手机、开小差；考前突

击复习考试内容，着重复习教师上课的课件或指定的

重点内容。 更有甚者，从宿舍到教室去上课居然不是

自觉去的，而是被辅导员从宿舍赶出去的，有的是为

了进教室点名“刷分”。还有部分学生片面地认为学习

就是听课，听的课越多越好。
当被动学习、无效学习成为常态的时候，尽管大

学课堂依然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开课计划在正常运

转， 但它已经丧失了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
现代高等教育崇尚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追求学生个

性化发展，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综合

素质。 被动学习、无效学习与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是

格格不入的。课堂革命的所有其他改革都是为了保证

和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发展，但如果学生是

被动学习、无效学习，那些改革都是白费力，不可能从

根本上提高办学水平，不可能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目的。 所以，课堂革命的关键在于学生转变学习方

式，从被动学习转变到主动学习，从无效学习转变到

有效学习，养成新的自主学习习惯，建立个性化的学

习范式，从而扭转大学学习风气。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是大学课堂革命的重点

任务。 经过高考“拼搏”后，很多大学生将应试学习习

惯带入大学，在没有了高考指挥棒以后，他们似乎就

迷失了学习的方向， 也难以体会大学学习的真正意

义。课堂革命就是要改掉学生由应试学习衍生出来的

被动学习、无效学习，使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增强学习

的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自主学习是学生的

一种自觉学习， 是学生根据自身基础和社会需要，基

于对学习意义的判断，所采取的主动学习行为。 自主

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敏锐地感知和分析学习需求，并做

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能够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合

理规划学习任务与学习进度， 善于开展自我激励，不

断激发学习的内动力，享受学习过程，并能对学习过

程进行反思，以促进学习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 学

生自主学习不是脱离教师指导的自由放任学习，大学

课堂不能没有教师，学生的自主学习是教师整个课程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课堂革命的难点

课堂革命的要求提出后，得到了高教界的积极响

应，很多大学领导和教学管理部门快速行动，出政策、
发通知，呈现上下呼应的景象。但不能否认，真正落地

的措施不多，显得有些雷声大雨点小。 这表明尽管人

们对课堂革命有共识，对课堂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没有异议， 但要真正开展课堂革命却是困难重重，要

使课堂革命取得成效、达到目的更难。推进课堂革命，
之所以困难，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1. 课堂革命的任务很多，且关系错综复杂，难以

确定优先秩序。 很多大学在推进课堂革命的时候，往

往有无从下手的窘迫感。前述五项任务只是概括性的

描述，实际上，课堂革命涉及课程教学的各个方面，实

现从传统课堂向现代课堂的转变，既要解决思想观念

问题，又要解决行为方式问题；既要解决课堂内的问

题，又要解决课堂外的问题；既要解决相关人的问题，
又要解决各种物质条件问题；既要解决课程教学过程

问题，又要解决教学活动背后的文化问题；既要解决

校内问题，又要解决校外相关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何单一的努力、部分人的参与都不足以达到课堂革

命的目的。更为棘手的是，由于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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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错综复杂，即便明确了课堂革命要做的事情，要确

定轻重缓急、优先秩序也并非易事。
2. 课堂革命的障碍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不论

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不容易消除。 革命就是要破

旧立新，打破现行的习惯，建立新的习惯；改革现行的

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转变现行的行为，建立新的行

为；既牵涉利益分配，又涉及文化转型。课堂革命需要

破除传统的教学观念，改变师生教学行为，运用新的

教学技术，建立新的教学制度，形成新的教学习惯，培

育新的教学文化。 实际上，即便是物质性和技术性的

变革，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在笔者参与评估考察的大

学，几乎都在教室安装了互联网设施，为师生采用多

媒体进行教学创造了条件。但真正应用多媒体进行教

学的不多， 多媒体设施仅仅发挥了简单的 PPT 演示

功能。 良好的愿望、实际的措施并不意味着积极的效

果，思考课堂革命不能采用线性思维。
3. 课堂革命的主体有积极性， 但自我革命意识

不强。 课堂革命的主体很多，在课堂内所有参与课程

教学过程的人都是课堂革命的主体，在课堂外所有影

响课程教学的人也应是课堂革命的主体。两类主体在

谈论课堂革命时，往往不在同一频道上，虽然都认为

这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但往往都认为是对方的事情，
至少对方应当先改。而对于自我革命，则缺少自觉。如

教师往往认为学生应当转变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管

理人员应当改革教学管理制度， 更新人才培养方案。
学生认为教师应当采用新的教学方式，管理人员应当

提供更周到柔性的服务。管理人员认为教师应当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式， 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

会运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学生应当更积极主动地

学习，学会做人做事。 领导更是认为管理人员、教师、
学生等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参与课堂革命。 所有主体

的看法都不能说不对，但都看不到自身的责任。 这种

矛盾现象，对推进课堂革命非常不利。
4. 课堂革命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课堂革命的

效果不是由良好的意愿决定的，甚至即便是有关主体

转变了教学行为，也不必然能带来积极的课堂革命效

果。 从根本上讲，课堂革命的效果体现在学生个体和

集体的发展质量上。 如果发展质量更高，则意味着课

堂革命的效果比较好；如果发展质量一般或没有积极

变化，则意味着课堂革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课堂革

命与其效果之间不完全是线性因果关系，课堂革命的

效果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任何单一的改革都可

能劳而无功。如很多教师积极用心地投入课程教学改

革， 但却并不为教学管理部门或教学督导所认可，也

不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有时还会因为对学生要求过

多过严，而招致学生的“投诉”或差评。 正是这种不确

定性更增加了相关主体开展课堂革命的心理压力，使

他们轻易不敢主动地改。
课堂革命的任务很多，既要破也要立。 在这些任

务中，有两项工作更具难度。
第一项工作是教师转变教学行为。课堂说到底是

师生教学的场所，教师在课堂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列

宁曾经指出，“任何监督，任何教学大纲，等等，绝对不

能改变由教学人员决定的课程的方向。 ”［6］大学教师

是课程教学的发动机， 教师的作用不只是在课堂内，
课堂外部的因素也主要通过教师发挥作用。在课堂革

命中，教师转变教学行为包括每一个教师由传统的教

学转变到现代的教学。之所以说这是一项艰巨而困难

的工作，是因为：首先主观上教师需要有自我否定精

神。 教师都有自己的学科专业修养，在或长或短的职

业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行为和风格以后，如果

要改变，他们个体的自觉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教师通

常以学者专家著称于世，他们要转变教学行为，也就

是要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升华。 对他们而言，常

常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痛苦更多地表现在精

神上。其次，客观上需要有适宜的氛围和条件。教师转

变教学行为，除了需要有自我否定精神，还需要很多

客观条件，包括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教学管理制度创

新、教学技术和资源相匹配、教学服务能得到保证等。
此外，还需要有宽宥包容的氛围，给予教师开展教学

改革探索的空间。再次，任务多样而复杂。教师的教学

方法不仅与教师自身的教学理念和习惯有关，而且还

与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等教学过程的诸要素有

密切关系，只要教学方法发生改变，就会引发一连串

的连锁反应，其他相关教学要素也可能发生改变。 且

不说可能发生哪些改变不可预料，而且有些变化并不

必然带来所预期的结果。
第二项工作是创新教学文化。大学教学文化无影

无形，即便有所谓的物质文化，如教室橱窗文化、装饰

文化等，但更重要的还是存在于教学主体意识中的教

学价值观、教学行为方式中所包含的价值追求等。 教

学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它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
成为习惯或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无形的

影响力［7］。 任何人置身其中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受

到它潜移默化的感染或约束， 但它又不属于任何个

人，犹如空气一般。 我国传统课堂下的教学文化是滋

生各种传统的教学行为和现象的土壤，是孽生各种教

学问题的温床，具有教材本位、封闭且保守等特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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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种人本、开放和创新的教学文化，是大学课堂革

命的需要，是我国高等教育不负时代使命的要求。 显

然，创新教学文化是一项难度更大的任务，原因主要

有三个。其一，缺少明确而具体的工作抓手。在大学课

程教学过程中，教学文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且在所

有课堂都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但若要推进教

学文化创新，却不易找到工作的抓手。 所有课程教学

改革都可能对创新教学文化发挥影响， 但影响有多

大、有哪些影响都具有不确定性。其二，需要多主体共

同的参与和努力。创新教学文化需要课堂主体发挥作

用，不仅如此，大学内外凡与教学有关的人和机构等

都与教学文化有着或紧密或松散的联系。所有这些机

构都要参与到课堂革命中来，才更有利于教学文化创

新，否则，单方面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三，
需要长期不懈的积淀。 教学文化不可能短时间内形

成，需要长时间培育，需要积累沉淀，所以，创新教学

文化非一日之功，需要有久久为功的精神，进行坚持

不懈的改革、创新。时间长了才能形成习惯，才能将新

发展的课程教学要求和模式稳定、固化下来，成为文

化，发挥影响师生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无形力量。
四、课堂革命的突破口

课堂革命难，但大学不能因为难而止步不前。 课

堂革命由谁来发动？ 从哪里开始？ 如何推进？ 这些问

题都是大学不能回避的。 课堂革命是大学的行动，是

在大学课堂发生的事情，是大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生

的变革，所以，课堂革命要取得成果，必须在大学内部

找到突破口。大学领导和管理部门担负着提出课堂革

命要求、制定政策、激发动力和创造条件的责任；院系

担负着制定课堂革命工作计划、协调教学资源、为师

生提供教学服务和激励师生改革课程教学的责任；师

生是课堂的主角， 课堂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课堂内，
也就是在师生教学行为的转变上，所以，师生的积极

响应和变革是课堂革命的根本所在。笔者长期研究大

学教学，深感课堂革命之重要，同时也发现尽管各方

对课堂革命的意义和必要性并无质疑，但各方的努力

往往表现为各奏各的调，难以形成“和弦”，主要原因

在于没有找到突破口。
教师培训是大学课堂革命的重要突破口。教师培

训能将现代课堂理念、技术、方法和要求等大范围地

传播给教师，使教师转变教学思想观念，改善教学方

法，完善教学活动组织，优化学生学习过程，从而提高

课堂教学水平和质量。这种影响是大学领导和教学管

理部门所不具有的。教师发展中心可以作为课堂革命

的策源地，以教师培训为突破口，既可以使课堂革命

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还可以不断校正课堂革命的

方向。近年来，在教育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大学

开始重视教师培训，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组织了

各种形式的教师培训工作 ［8］，如新教师岗前培训、青

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教学研讨、说课评课、教学工作

坊等。 毫无疑问，教师培训已经开始发挥促进课堂革

命的作用。 部分教师经过培训后，明确了课堂革命的

方向，掌握了现代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技术，身体力行，
成为现代课堂的尝试者。 但也毋庸讳言，很多大学教

师发展中心还只是开发了培训功能， 没有在研究、交

流和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导致教师培训还远未能发

挥应有作用。教师发展中心应当成为大学教学的研究

中心、培训中心、交流中心和传播中心，成为大学教育

教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孵化器，课堂革命

的播种机和现代教学的宣传站。 在这样的基础上，教

师培训才能更好地发挥课堂革命突破口的作用。
教师培训应更加重视现代教学理念与方法的应

用。目前，很多大学限于师资力量，教师培训往往只能

提供一些常规的教学内容，缺少现代大学教学理念和

方法的内容。 常规的培训往往主要涉及教师如何备

课、讲课，如何制作 PPT 课件，如何注意师德师风等。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师培训发挥课堂革命突破口

的作用。 推进大学课堂革命，教师培训应当加入更多

的现代高等教育原理与思想、 现代大学教学理论、现

代大学课程原理、现代大学教学组织形式与设计以及

现代大学教学方法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内容，使教师理

解和掌握现代大学教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从而自觉地

在自己的课堂上扎实地开展教学改革，主动致力于建

构现代课堂。
教师培训应更加重视提高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 在大学教师培训中，大多比较重视训练教

师教的能力，包括教学基本功训练、教案编写、试讲、
教学技能大赛、微课比赛等。 这些对提高教师教学能

力是有一定帮助的，但由于基本不涉及教师指导和组

织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与技术，所以，教师培训对于

课堂革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课堂革命必须解决学

生被动学习的问题，教师培训应当增加相关内容和要

求，包括如何指导学生查找和阅读文献、如何发现问

题和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如何开展小组学习、如何

在学习中锻炼心理素质以及如何管理时间和提高学

习效率，等等。通过这些内容的培训，使教师具备指导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将教与学的改革结合起来，二

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教师培训应更加重视教学研究。很多大学教师发

6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BIE Dunr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in China has covered many aspects, but the
classroom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teaching has not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eform,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has not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classroom revolution in universities. Classroom
revolution focuses on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appearance and building modern classroom. Specifically,
it is to establish a new teaching field, a new teaching paradigm, a new learning paradigm, a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a new teaching environment. Classroom revolution is also a systematic project, involving all the
elements of university classroom composition.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classroom revolution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extbook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abi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In promoting classroom
revolution, there are many aspects to be resolved, among which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change teaching
behaviors and to innovate teaching culture. The tasks of classroom revolution are heavy and difficult. If we want
to achieve substantive effect of the revolution, we must find a breakthrough———teacher training, which can spread
modern classroom ideas, techniques,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to teachers in a wide range, so that teachers can
change their teaching ideas,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consummate the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optimiz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classroom revolution; traditional classroom; modern classroom; teacher training

Main Tasks, Key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s of Classroom
Revolution in Universities

展中心只有行政办公人员， 没有配备教学研究人员，
单纯地依靠邀请相关学科教师和校外专家承担培训

任务。 这就使教师培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主要问

题。 一是培训的针对性不强。 培训内容和重点失之于

宽泛，抓不住本校课堂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是培训质

量难以保证。 培训者缺乏专业而深入的研究，理论修

养不足，个人教学能力本身的现代性不高，应付或走

过场的情况不鲜见。很多大学教师发展中心都是独立

设置的，与学校教育学院（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院

（所、室）互不隶属、互不交叉。还有的大学没有设置高

等教育研究机构，缺少高等教育研究力量。 这两种情

况都不利于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和质量。教师发展中心

应当利用校内外专业力量， 组织开展现代大学教学、
教师发展、教学与学生学业指导等方面的研究，只有

将教师培训建立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之上，用研究成果

反哺培训，才能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质量，促进课堂

革命向纵深发展。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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