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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提升高职学生学习公共选修的兴趣
詹俏敏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新时代的高职学生个性鲜明，存在学习自主性较弱、

学习兴趣不高及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等情况。学生认为公共选修课

的学习不重要，对公共选修课的选择比较随意，学习主动性不足。

为改善学生的学习状态，促进学生有效学习，教师应更多关注学

生特点、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充分的调研、精心的教学设计、

注重教学反思，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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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关注学生发展、关注学生学习、关注学习效果，要提前了解学生

的基础、学习风格等，运用各种措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要提升高职学生学习公共选修的兴趣，让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能力，可

以考虑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上好第一堂课，做好调查分析；

二是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三是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科学合

理的教学设计；四是根据学情分析，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五是

注重教学评价与教学反思。

一、上好第一堂课，做好调查分析。

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课前，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对学生的学习情感进行调查。课上，根

据学习情感，调整教学方法，调动学习积极性，使教师的教促进

学生的学。课后，对学生的学习反馈进行分析。第一堂课，老师

不仅要让学生了解老师，了解所学课程的学习目标、考核方式，

如何更有效的学习等问题，还要让学生之间也互相了解。公共选

修课学生的组成是来自不同的专业班级，学生之间彼此互相不认

识，第一堂课的破冰非常重要，有利于建立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

拉近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在课堂上，老师既是导演又是演员，

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扎实的学识，还要有充分调动课堂气氛的

能力，运用创新的教学方式，达到良好的效果。要进行充分的学

情分析，了解学生才能有的放矢，在教学方法上，要贴合学生实际，

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协调，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自我成长与团队建设》这门公共选修

课为例。本学期通过对选了该课程的 109 位学生开展了一次课前

调查，充分了解学生选择该课程的原因。其中，有 58.72% 的学生

表示是为了学分，只有 33.94% 的学生表示是对该课程感兴趣，其

他的同学表示自己是因为选不到其他的课，不得已才选择了该课

程。（图一）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如何留住学生，让学生能静下

心来专心学习这门课程，做到在第一堂课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

运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与学生良好的互动，是提升学生学习情趣

的关键。

图一：学生选课原因调查

二、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

课堂教学需要老师和学生进行教学互动，让学生参与其中，

使“教”与“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教师除了要传道、授业、解惑，

还要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学习状态。要把知识讲解透彻，还要让自

己的课程更具吸引力，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知识。

在课堂上，教师的语言要富有激情和感染力。教师的情感主要是

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是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教师

要注重情感教育对学生的作用。有亲和力的教师，往往会增强学

生对教师的亲切感和信任感。有爱心的教师，会让学生觉得自己

是被关注的。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是师生互动效果最直接的表现。

当老师设计讨论的问题是学生感兴趣的，关心的，大部分学生就

会主动参与其中，产生良好的教学气氛。对于在课堂上表现并不

积极的学生，就需要老师多加关注，了解学生不参与的原因，及

时进行调整。

对在《自我成长与团队建设》这门公共选修课的课前调查中，

发现这 109 位学生的答卷，只有 13 位学生表示不喜欢在课堂上回

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图二）这些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学生，原因

还比较一致，主要原因可归纳为害怕回答错误，害羞，不爱发言等。

在与他任课教师的交流中，其他老师也谈到课程中同样存在这样

的学生。这些学生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与人交流，更不喜欢在

多人的情境下发言，他们害怕自己说得不好或者说错会被其他人

嘲笑。对于这些学生，老师不能忽略不管，如果老师只关注上课

积极的学生，忽视这些少数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只会更加沉默，

不利于他们的学习与成长。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引导，

让他们知道人无完人，答错问题并不可怕。对于鼓励了还是不愿

意在课堂上互动的学生，老师可在课堂上让学生动笔作答的方式

来完成问题的回答，对于明明写得很好但就是不爱表达的学生，

可以将他们作答的内容匿名分享给其他学生，在课堂上认可他们，

表扬他们。这样的方式会让学生感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也

是可以做得很好，回答得很好，从而提高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积

极性。

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组学习团队，将这些不喜欢

回答问题的学生分布在不同的团队里，让那些积极活跃的学生来

带动他们学习。团队成员性格互补，能力互补，善于表达的同学

可以多负责回答问题，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同学可以多思考、多提

供建议，同样可以为团队出谋划策、做贡献，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运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可以有效促进团队的凝聚力，让团队成员为

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样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学生共同进步，培养



50 Vol. 5 No. 18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给学生树立信心，更有助于提升其学习兴趣。

图二：学生不喜欢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原因调查

三、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

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是上好一门课程的重点。通过对课程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把握、对学生学情的调研分析、准确把握该

课程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明确本课程要向学

生传授哪些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学生应该如

何参与学习等。公共选修课重在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综合能力，

教师要做学习活动的设计者，要转变教学思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多角度拓宽学生的思维，通过设计问题情境，用心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在设计课程 PPT 时，教师要注意主次分明，图文并茂，简洁

明了，避免大量的文字堆积及与教学内容无关的素材。还要注意

适当地进行板书，在设计板书时要把教学内容的框架呈现出来，

用这些知识框架辅助 PPT 内容讲解，帮助学生提炼重要的知识点。

在课堂教学中，要灵活运用 PPT 和板书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各自

优势，设计有吸引力的课程 PPT 和适当的板书可充分调动学生的

感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要严格制定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明确课程定位与性质、

课程目标与任务、课程结构与内容、课程实施要求与评价方式。

课堂教学中的进度应综合考虑学生的接收程度。如果学生接收速

度快，那么教师就可以多讲些，讲深些，多传递一些信息给学生，

反之，教师就应该少讲些、讲慢些，这样学生才能更好地吸收、

消化知识。讲课时，如果教师的语速过快，学生跟不上节奏，容

易产生焦虑情绪。如果教师语速过慢，语调太平淡，学生就容易

走神、犯困。有些学生自律能力较差，控制不住自己，会出现在

上课时间玩手机游戏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老师应进行适当的

提醒，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加大课堂测验的难度，允许学生利用

手机、网络资源查阅相关信息，进行学习，转移学生的注意力，

不让学生沉迷于玩游戏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时刻关注

学生的学习状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走进学生心中，才能更加

有效的开展教学。

四、根据学情，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只有选择合适的方法，才能保证教学质量，达到教学效果。

在选用教学方法时，既不能太过随意，也不能循规蹈矩，应该根

据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对象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

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创新，要选用自己可以驾驭的教学方法。

比如理论性较强的课，可以根据学情将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

适当运用案例分析和视频展示等方式；实践性较强的课，可以根

据学情使用演示法、角色扮演法等进行教学。熟练掌握这些基础

的教学方法，能恰当合理的运用，可以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

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参与程度，如

果学生上课是被动的、无精打采的，无论教师讲得多么精彩，学

习效果还是不佳的。反之，学生若是带着饱满的情绪主动参与，

那么教学效果将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想办法从教学一开始

就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让学生带着激情去学习。规范化的教

学，要求教师一定要注意紧扣教学大纲，紧扣教科书，紧扣知识点。

在上课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很多是无法预料到的，

比如，有个学生突然站起来问一个与教学内容无关的问题，这种

情况下，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控场水平，会临场发挥，重视课

内的学习气氛的营造，通过跟学生的双向沟通，师生之间的情感

交流等方法，进行灵活教学。

五、注重教学评价与教学反思。

学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的反馈直接体现课程教学

的效果。对于学生而言，理想的教学情况是老师有学识，课堂不

枯燥，学生有兴趣学，通过学习确实掌握可以获得相应的知识和

技能。学生课堂参与是否积极主动、课后作业的完成质量是如何、

学生的课后调查结果是好是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反馈课堂效果

的。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与引导者，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老师课前是否认真备课、对待学生是否真心实意、准备

的内容是否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些老师可以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

及自我评估来实现。教师可以从教学目标达成度、教学内容讲解

情况、教学方法恰的运用情况和教学效果完成度来进行评价。

教学反思是每一节课结束后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教师教学水

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步骤。教师可以通过学生课堂互动情况、小组

讨论、课后作业、小测验等方式，分析学生学习的质量和学习效果，

检查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如果教学效果不佳或者教学目标达成度

不高，就要通过及时反思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教学

手段等是否恰当合理，深入挖掘教学过程中的闪光点、失误点、

问题点，在下次课前做好调整，扬长避短，持续改进。同时，有

效的教学反思，有利于教师发现和总结教学规律，促进教学研究。

六、结束语

要提升高职学生对公共选修课的学习兴趣，需要教师用心去

实践和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上好第一堂课，

做好调查分析，尊重个体差异，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合适的教

学方法及注重教学反思，这些因素缺一不可。教师只有认真分析

如何教才能教得好，如何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才能达到教学相长，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 史珂，陈慧女，王博伦 . 高校青年教师如何上好一堂课 [J].

科教导刊（中旬刊），2020（23）：72-73.

[2] 谭春兰 . 教师上好一堂课的理性思考 [J]. 中国市场，2017

（34）：224-225.

[3] 肖大兴，赵建新 . 高校青年教师如何上好一堂课——职业

经验及对教育学、心理学的应用与超越 [J].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16（06）：20-21.

[4] 徐梦杰，曹培英 . 精准针对学生差异的学情分析研究 [J].

课程 . 教材 . 教法，2016，36（06）：6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