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12020 年第 3 卷第 3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工程认证背景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在高校教学中的探索

Exploration of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idea in 
college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刘浪涛　金　超　吴复柱　边　凯　王艳楠

（河北工程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目前正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全面

展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三大核

心思想之一。要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就必须践行“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本文简单介绍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的起源和发展，着重阐述了该教育理念的内涵及其相应

的教学方法，补充介绍了落实该教育理念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

对即将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高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工程认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高校

教学

2016 年 6 月 2 日，中国成为国际本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华

盛顿协议》的正式会员，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展高等教育专业认

证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两百多所高校的一千多个专业通

过了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的认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三大基本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

为导向”和“持续改进”。本文将围绕“以学生为中心”这个教

育理念，阐述其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一、传统教育理念存在的问题

（一）以教师为中心

传统教育教学理念通常是以教师为中心，由教师、学生、教

材这三个基本要素组成。授课方式通常是在各种教学工具和教学

媒体的辅助下，教师通过讲授、书写板书的方式，把教学内容传

递给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始终处于主宰地位，学生则处

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

（二）单向知识传递

传统的“灌输 - 接受式”的教学模式更注重知识的单向传递，

不太重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反馈，更不要说质疑。教学实施过程

中信息的传递是单方向的，教师没有给学生主动学习与实践的机

会，学生也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意见。教师所传授的教

学内容偏重知识和技能，忽视了对学生科学精神、批判精神的培

养和创造力的激发。

（三）师生缺乏情感交流

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思

想碰撞被单一的教学方式所扼杀，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逐渐

被遗忘。在师生关系上，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对话。一方面，

学生很少主动地向教师表达自己对课程的兴趣和需求，也很少主

动倾诉自己关于生活的想法和感悟；另一方面，教师也很少会在

课前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兴趣和思想动向，课堂上也很少设计

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内涵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质是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

居于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是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

尔·罗杰斯 1952 年提出的，在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时，

卡尔·罗杰斯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的不是学

生知识的累积，而是学习能力的提高。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强调“学”大于“教”，重视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

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要求教育教学工作从传

统的以“教师、教材和教室”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学生发

展和学习效果”为中心转变。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的学习为中

心

以“学生为中心”的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教师要充分挖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首先，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意识和技巧；其次，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自主编制学习计划，并

为其提供恰当的学习计划指导；第三，要求学生根据学习计划按

部就班地完成学习内容，最终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和方

法；第四，把学习的自主权和主动权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

（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的发展为中

心

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首先要明确学生是发展的主体。学生

的身心是不成熟的、正在发展的，潜能是巨大的。我们还要意识

到学生是独特的主体，学生不是单纯的或抽象的学习者或受教育

对象，而是有着丰富个性的、全身心参与学习的、身心完整的、

活生生的人。教师在课堂内外应该放下老师的架子，以朋友的身

份和学生实现平等交流，有助于了解学生的思想，然后因材施教，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积极探寻高效的课堂教学方法。良好的客观

情景和主观情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主动地接

受信息。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应注意考核方式以学生为

中心

强调考核方式以学生为中心，看似细枝末节，其实非常重要。

在普遍重视考核结果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在考核

结果的倒逼作用下，上述三个方面都将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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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心的考核评价侧重以发展的目标来进行评价，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对其发展提供有效指导，对

其考核应分散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学习应该重视过程，

而不是只盯着结果而忽视过程。

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

研究表明，不同教学方法情况下学生所学知识的短时间保持

率差别很大，其中“讲授法”最低，只有约 5%，“阅读法”为

10%，“视听结合法”为 20%，“示范法”为 30%，“讨论法”

为 50%，“实作法”可达 75%，“向他人讲授法”最高，可达

90%。由此可见，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要

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落实好，就必须选择合适的

教学方法。在运用这些教学方法时要注意不要落入传统方法的窠

臼，头脑中要时刻绷着“以学生为中心”的这根弦。

（一）理论讲授法

教师要从思想观念上主动改变自己的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和

地位，把自己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变成学生学习的服务者和指导者。

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避免自己成为只顾表达自己

观点的演说家，或者成为放任学生自由讨论的旁观者。教师应当

灵活选择教学方式，在授课过程中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

积极思考，帮助学生探究和发现。

（二）案例分析法

教师可以把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引入到教学活动中，根据讲授

的内容，对所引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有真实的案例来辅助和佐证，学生能感觉到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和

实用性，能在较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分析法能够

结合生活生产实际，将抽象的、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知识生活化、

形象化、具体化，使学生更容易领悟到专业理论中蕴含的真理，

从而在生活中更好地对其加以应用。案例分析法的带入感很强，

为学生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心理感受，能够诱导学生以当事人的

角色主动思考问题、分析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分组讨论法

分组讨论教学法是在教师指导下，根据讨论内容将学生分成

若干小组，让他们围绕某一中心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小组达成共

识后，推举一名成员就该议题进行汇报。分组讨论法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主动参与学习和彼此互相学习的机会，是一种有效的促进

学生积极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在分组讨论过程中，学生自主进行，

教师只是起到了指导和辅助的作用，偶尔解答讨论过程的困惑和

疑虑。

（四）混合式教学法

在互联网时代，学生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教师要利用教学信

息化、网络化平台，开展课程辅导、讨论、答疑、考核等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利用先进的在线测试系统来管理学生，利用强大

的反馈与评价系统对学生进行督促和评价，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

进行检验。通过学生常用的 QQ、微信、电子邮件等实时通讯工具，

实现与学生在线交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

四、 需要注意的问题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不是要减轻或削弱

教师的职责，反而是加强教师的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发

挥主导作用，不过是由“主演”变成了“导演”。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完成教学目标，而不是把课堂交给学生，

完全让学生自学，更不是降低教学目标。

但是不能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或参与度，在课堂上讲故事，

放片子，或讨论与专业知识无关的事情，使课堂陷入娱乐化。

五、结语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思

想之一。要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就必须践行“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内涵包括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居于主体地位，应当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

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可以

通过理论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混合式教学法等多

种教学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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