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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关于教学理念的思考 

◆余艳玲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香港理工大学在读博士） 

 
一、我的教学理念是什么，为什么 
我是从 2013 年 11 月 22 日进入高校工作，开始成为一名大

学老师，总结五年来的教学经验，我对自己的教学理念总结如下： 
1、言传身教，成为学生的榜样 
好的教育者会为学生打开一扇窗，了解世界还可以这么美

好，还可以成为那么美好的人，因此作为老师本身活成一道风景，
成为学生心中的向往，无意中就在学生心中埋下希望的种子，然
后有动力自发的去学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生会模仿老师，
言传身教好过说教，因此，作为老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积
极向上传递正能量，努力活成学生心中的美好。 

2、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 
作为一名老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该有一大碗水，要给

学生半桶水，自己该有一桶水。因此，作为一名教书者，传道授
业解惑，需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学识，才教的了新时代的大学生。
作为一名育人者，对学生提出要求的同时，自己要能先做到，要
有自律。比如上课不看手机，不迟到。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方面要会教学，也要会做科研，才能
称之为真正的学者型教师，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因此，我选择
了来理大读博士，希望通过四年左右的学习和沉淀，自己会不断
成长进步，吸收营养，成为真正的学者型教师。 

3、个性化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每个人的特点优势是不一样的，要懂得扬长避短。根据学生

对我的反馈，一些正面的评价如：从容淡定、声音甜美、笑容亲
切、专业性强、有责任心等。讲课属于娓娓道来型的，让学生如
沐春风。因此，我觉得自己应当保持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不断
提升自己的学识，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多写作，不断的提
升自己，增强自己的内涵。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不断的积
累学习，希望成为越来越有人格魅力的老师。 

4、体验式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 
我现在教的学生为 90 后学习者，是三本的学生。90 后学生

在学习模式上反对陈旧老派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如果不能
加以突破很难调动起大部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二十来岁年龄层
的学生，由于其思想学习能力都尚未成熟，如果要灌以其高深的
专业理论知识，是很难让其理解而掌握的。体验式教学模式符合
年轻人的学习模式，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另外，也可以很
好地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见闻，在专业领域上有所突破，
在非专业领域上也能对非专业知识有所涉猎（韦永裕，2012）。
因此，在我的教学中，会更多的采用体验式教学的方式。 

二、评估自己的教学能力与方法 
从教五年来，我担任了《乡村旅游》、《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经济学》、《导游业务与技能》、《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
行政管理》、《景区经营与管理》、《酒品与饮料》、《认识实习》、
《乡村旅游实践实习》、《旅游管理专业导论》等专业课程的教学；
以及《茶文化与茶艺欣赏》通识课的教学；同时指导学生创办了
七碗茶社，并担任指导老师，定期对学生进行茶艺培训，进行活
动的指导工作，在学校普及茶文化；同时作为旅游专业的毕业论
文指导老师、实习老师。这些年经过十几门课的锻炼，明白了些
许上课的规律，我相信自己的教学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有提
升的空间，需要不断学习进步。 

教学是教师的立身之本，我希望自己做一位有益于学生的好
老师。上课的方式以讲授为主，互动、体验为辅。对于专业课，
我一直在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教学，积极带学生走进企业走
进现场，并邀请相关业界精英走进课堂给学生讲座，我很享受上
课的感觉，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今后，我会集中精力在自己擅长
的课程上，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精益求精，除了对学生有益，

也想让自己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更好的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 
三、改进教学有效性 
1、增加互动，尝试多种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课堂中，给学生启迪

的同时，能够轻松愉快的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做学习风格体验的
测试，使用 Kahoot 这样的游戏式互动程序，准备一些小的礼品
作为奖励，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不同的学习风格者适合不同
的教学方式，尝试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期满足学生的不同需
求，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授课时结合案例和个人经历来
讲授概念和理论，会更容易理解和浅显易懂。邀请专家进课堂，
增加内容的丰富性，不需要专家到现场来，可采用视频连线的方
式，节约成本。 

2、注重操作，实施体验式教学 
通过实地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在实际的工作场景中、在社会

中学习感悟。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统一组织，带学生
到旅行社、景区、酒店、民宿、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参观体验，
结合现场观察和访谈的方式了解旅游产业的具体运作和岗位要
求，有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和确定发展方向。 

3、增设反馈环节，提升学生满意度 
对教学过程质量控制，进行期中教评，收集学生反馈意见，

并落地实施改进教学。学生的反馈中，会有很多真情实感的流露，
如对老师的喜爱的表达等，会让老师提升教学的积极性，是一种
很好的激励方式。相关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帮助老师改进教学。 

4、投入情感和爱，用心和学生交流沟通 
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习近平，2014）。真

正伟大的教育，是有爱的教育。做一个有爱的老师，对学生投入
情感，真正的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需求，做有益于学生的教学
内容安排，记住学生的名字，进行眼神上的交流，做一个让学生
感到暖心和正能量的老师。 

5、积极科研，教学与科研相互助益 
科研是开拓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的源泉，一方面有利于

构建教师的专业知识体系，提升教师整体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
促进学科建设发展，提升学校地位与办学水平（朱世柱等，2017）。 
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科研。以教学驱动科研，以科研助
力教学，让教学与科研相助相长，协调发展（王伟，2018）。 

四、总结 
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需要学习教学

的理论，教育的方法。而作为艺术，则需要自己去体悟，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融会贯通。通过对教学理论的掌握运用，对教学内容
的积累熟悉，对教学环节的精心安排，对教学方法的精通掌握，
对教学艺术的融会贯通，结合自身的特点逐步实现自己的个性化
教学，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
法（王晓坚，2002），一切都在于自己，教学境界也就在于此。
此生从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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