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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知识体系陈旧、应用性差、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发展和人才培养。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缺乏主动探

究的习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基于此，本文提出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引入提问式和项目式教学

法及相应的考核改革，论述了这些方法的优势和实施原则，以激发大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培养出具

有真才实学的社会可用人才。 

[关键词] 主动学习；提问式教学法；项目式教学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eaching Reform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Xiang, ZHAO Wenli, GUAN Ruobing, AN Shiheng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such as outdated 

knowledge networks, poor practical accessibility and single assessment method, which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Und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are not strong, and they lack the habit of active inquiry and the thinking 

training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question-based and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and corresponding assessment reform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of these method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students to learn actively and cultivate the talents with practical ability f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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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积极性不强，时常处在老师“要我

学”的状态，缺乏主动探究的习惯和理

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学生对于“满

堂灌”式的授课形式表现出兴趣缺失甚

至持反感态度，普遍反映自己难以准确

把握核心知识点，在专业课学习中感到

迷茫和不自信。知识只流转于老师的脑

中、口中，没有留到学生的脑中；学生

既不想学，也没学会。课后，保留在学

生记忆深处的知识非常有限，在生产实

践中需要运用所学知识的时候，表现出

理论储备和实践能力的双重匮乏。 

高等教育要求学生在掌握系统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在高校教师的引导和启

发下进行自主性的探索和学习。大学生

应当专注于有限的领域，对专业知识不

断探索、不断进步，追求真理、使自身

获得精进，进而成为具有真才实学、有

利于社会发展的可用人才。然而，当前

高等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着知识体系陈

旧、应用性差、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发展和人才培

养。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

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是

高等教育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教师授课时不仅要提供高质量的教

学资源，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还

需要具备一定的教学技巧，把握学生的

心理动向，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1 提问式教学法 

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认为教师的

任务并不只是向学生传授现成的知识，

而应该采用对话或提问的方式设置求知

环境，通过讨论辩论，激发思考，帮助

学生修正固有知识，拓展认知能力。法

国思想家卢梭认为教师应该给学生启发

性指导，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自我寻

找答案。用清晰的语言解说知识仍然是

当前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模式。但是，

区别于高中教学的老师讲、学生记的模

式，大学课堂更加注重老师引导学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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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去探索、去试错，这样才能更好

的发展学问、启迪创新。现代高等教育

尤其强调师生之间的课堂互动，甚至是

争论。上课不仅要让学生去听、去记忆，

更要让学生思考、理解和质疑。提问就

是 简单和 常用的互动方式。所谓提

问，指教师使用清晰的语言向学生质询

的表达方式，引发学生产生思维活动并

作回答反应的一种课堂教学活动。 

提问看似简单，其实也包括很多技

巧在其中。提问可以分为询问、探究、

质疑、启发、挑战、鼓励等多种内涵和

外在表现形式；还可分为开放式提问和

封闭式提问两种类型。后者的答案是固

定，有固定的框架；而前者的答案是多

样的，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对于一些

需要牢记的概念或重点掌握的知识点，

可以用直接提问的方式进行考核。例如

直接询问分子生物学中“中心法则”的

内容，当得到准确回答后，可以进一步

以探究或者质疑的口吻询问该法则是

否适用于所有生物，也可用启发的方式

提问学生，寻找该法则在动物和植物中

的差异，并鼓励学生去思考这一法则在

工业生产或者科学研究中有哪些应用

价值。 

好的提问不仅要放得出，还得收得

回；应当包括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

评价三个阶段。当学生回答时，教师要

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行适时的提示、

引导和纠错，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答案。

尤其是问答后的评价阶段，缺少这一环

节将大大降低提问的效果。当问到苹果

园的害虫综合防治规划时，重点是考查

学生对害虫治理基本方法和原则的掌

握。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还需要综合

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优势害虫种类、

农业水平等因素。这种综合性的问题，

答案往往是五花八门的。一两个学生很

难覆盖到完整的答案，更多的是需要集

思广益。教师在收集答案时，需要对学

生进行提示和引导。对于这个问题，一

方面要提醒学生了解不同防治等方法的

优缺点，从而做到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

还需要参考害虫综合防治的定义，所有

的设计都应遵循“安全、经济、有效、

简易”的原则，并根据害虫的发生程度

和当地发展水平将这些原则置于不同的

优先级。 

开放性的问题往往没有固定的答

案，更多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讨

论。尤其是这种课堂上“纸上谈兵”式

的讨论，思考过程往往比答案更加重要，

也更加有利于学生进步。这种提问方式

十分考验教师的临场发挥和对课堂的掌

控能力。对于不足之处，要及时补全完

整；对于错误答案，要及时纠正；对于

好的答案，教师在给予评分和肯定的同

时，可以继续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

或引向新的问题，适时加入新的教学内

容和观点，巩固和扩大学习成果；对于

超出教师能力范围的答案，要做到虚心

接受，在课下查阅资料，及时反馈跟进。 

除了形式多样，提问的好处也有很

多。在课前、课后提问所学的内容，可

以判断学生的学习质量，评价教师的教

学成果，为今后的课程设计奠定基础。

提问可以用于回顾知识点、提示重点、

澄清易于混淆的概念，还可以集中学生

注意力，维护课堂秩序。好的提问，可

以引导学生跟随教师进行更加深入的学

习和思考，加深师生间的亲密度和信任

感；可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通过提

出问题提升学生的认知层次，由单纯的

记忆拓展至分析、应用、创造等高层次

的思维活动；还可以唤起学生的探索精

神和好胜心，使其能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疑而不问，思维没有起点和目标；

问而无疑，难以形成学生思维的驱动力。

为了达到好的课堂效果，应遵循这4个提

问原则。（1）明确问题。提出的问题不

应有歧义，要结合课程具体内容，从一

个具体案例、实物、话题等事物中给出

问题。（2）难度适中。问题要与学生的

背景知识和当前需求相关，掌握“跳一

跳够得着”的原则，太过简单则不具有

思维价值；太深、太难则容易挫伤学生

积极性。（3）启迪思考。提出的问题要

带有启发性，回答了主体问题之后，还

可以发现更多的小问题和开放性问题，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4）正能

量原则。教师避免用突然发问来惩罚学

生，更不能故意用太难或太偏的问题挫

伤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2 项目式教学法 

项目式教学法是提问式教学法的延

伸和升华，问题可能仅限于研讨和探询，

项目则需实实在在的做事并交付成果。

项目教学由指导教师阐明完成项目的意

义，并发布具体的任务要求。项目可以

是实验成果、艺术作品、产品、设计发

明、计划书等。任务的难易程度要适合

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要能匹配学生的

认知结构或技能水平。通过项目的实施

让学生领悟和掌握项目背后的原理和方

法，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与生产应用的

能力。完成任务只是项目教学法的初级

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项目这条“鱼”

而获得“渔”的能力。 

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多方面的素养、

知识和能力，因此学生在实现项目过程

中得到的训练是较全面的，而且学生会

自行发现与项目相关的其他课题，带动

学生的质疑思维和活动。如果项目有一

定难度，在激励学生创新方面也有很多

促进。这些都需要项目本身要有激发学

生学习动机的魅力，可以让学生投入精

力去研发。学生通过主动学习完成项目，

一方面来源于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另

一方面来源于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和新

意。一个项目能否引发学生的兴趣和主

动性，要看项目是否具备创新和务实的

特点。创新是指所选课题要有新意、有

亮点，符合世代潮流和科技发展；完成

项目时学生要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或新

的应用方式。务实在于完成项目能切实

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符合未来

就业的岗位需求。 

对于畜牧专业的学生，如果要求他

们设计一个肉猪饲养场地，仅仅参照课

本上教条式的讲解就能满足任务要求。

但在实际生产中，肉猪饲养场大多已采

用现代化、集约化、智能化的生产模式。

如果想要出色得完成项目，就需要教师

讲明任务的要求和实践意义，鼓励学生

大量查阅文献、视频资料，甚至进行实

地考察，并主动了解和结合现代技术，

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用更高的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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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己。这样一个项目除了规划基本的

分阶段分区域饲养体系外，还可引入智

能化温湿度控制和喂食控制系统，增设

沼气发电、尿液处理、粪肥利用车间，

形成生态产业链，增加附加产值。这样

的项目设置使学生在掌握课本的基础

上，主动接触生产实践，了解领域的前

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大胆提出现有的生

产问题和思考解决办法，为将来就业打

下基础；也可以建立和提高专业认同感、

归属感乃至荣誉感，增加学生学习的信

心和动力。 

项目教学法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克服困难的坚定性，同学一起努力

的合作性，以及解决问题需要学科知识

的复合性。完成一个项目需要经历明确

任务、收集资料、拟定方案、进行实操、

分析结果、撰写报告等一系列过程。实

施过程尽量以多人小组为单位进行合

作，这样既可以提升项目的难度，更有

利于发挥团队取长补短的特点。小组成

员要合理配置，不让任何学生受到忽视，

失去锻炼机会。项目往往不是一两个人

的力量可以胜任的，即便以小组为单位，

也很难集齐能够胜任项目的全部人员。

这时就需要根据小组成员的个性和优势

分配角色，同时主动寻找和培养出解决

障碍的人或办法。教师要在过程中及时

指导、启发、鼓励，使成绩较好的学生

走向优秀，成绩欠缺的学生得到提高而

走向良好，培养和激发出学生的集体荣

誉感和自信心。 

3 考核体系的协同改革 

考核是检验教学成果和质量的主要

形式，也是教学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以往的考核方式以试卷成绩为主，

记忆的知识点占了考试内容的绝大部

分。这就让“学生”变成了“考生”，大

学的开放性探索的本质也往往不能实

现。合理的考核体系是让学生认识课程、

认识学科的一次机会，能提升学生对专

业的认同感，对学习的主动性，提升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应鼓励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以更加

开放和灵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或考

查，而不局限于用试卷成绩划分学生的

“优、良”。无论是提问教学还是项目教

学，得到的答案或反馈都充满着不确定

性和多元性。这就需要教师建立一套合

理化且公平化的考核评价体系，一方面

改“笔试成绩+出勤”的考查方式为“项

目设计+专业技能+知识掌握”，增加过程

考核比重。另一方面在考核题目的设计

上建设一整套检测学习任务完成情况的

作业、思考题、主题讨论等，没有标准、

唯一的答案，学生完成相应的检测任务

时必须要进行思考、探究，灵活运用课

程相关基础知识，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个

性思考。 

4 结语 

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应掌

握这3个技巧。（1）调动好奇心和好胜心。

学生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会因为新奇而

充满兴趣，难度适中的任务和考核 能

刺激内在动机。（2）对学生和学生成绩

的认同。学生的学习成果得到教师和同

伴的认可，是促使其不断努力的强大动

力。（3）促进竞争与合作。我们经常在

竞技比赛中通过和对手的比较、竞争，

后取得胜利并获得成就感。学习也是

如此。学习挑战中的竞争规则越公平，

学生越愿意参加其中。学生之间通过分

工协同完成任务，同样能获得一种归属

感和满足感，并增加对同伴和自我的认

同，提升对学习的黏着度。 

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作为引导，坚持“五个结合”，即课

堂教学与生产教学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经典理论与前沿进展相结合、

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课程学习

和人格塑造相结合。在贯彻立德树人的

同时，用更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去激发学

生主动学习的动力，树立学生的自信心

和认同感，培养学生成为适应和引领产

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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