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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师生互动教学的个案研究——以重庆大学为例 

王娟娟
1
 李 华 蒋华林 

【摘 要】：教师与学生互动是影响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采用 NSSE—China（即“中国大学生

学习性投入调查”）这一调查工具，对重庆大学在师生互动这个指标上的得分进行分析，并将之与 985 院校在师生

互动这个指标上的得分情况进行横向对比，针对重庆大学在师生互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若干可行性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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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是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一直是国内外关

注的热点，各国政府及高等院校都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近年来，美国的本科院校就开始组织“美国学生参与情况调查”，

该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对美国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美国本科教学质量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对策，取得了明显效果。为

了比较客观地衡量、评估国内本科院校的教育质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期组织了 NSSE（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China即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重庆大学，贵州大学等 25所高校参与其中。该调查选择了学业挑战度、主

动合作学习的水平、校园环境支持度、教育经验的丰富程度和师生互动五大指标。 

笔者通过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师生互动”这个指标是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却没有得到大

家的重视，为此，笔者结合问卷调查并以重庆大学师生互动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 

在“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中，重庆大学从全校 29029名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中随机抽取 2000人作为调查样

本，其中男生占样本总数的 71.25%，1425人；女生占样本总数的 28.75%，575人。最终，实际发放问卷 1994份，回收问卷 1526

份，回收率 76.5%。 

2.调查工具 

此次调查使用的调查工具是“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问卷的汉化版（NSSE—China）。该调查工具的设计体现

了目前国际上主流的以学习者为主题、注重教育过程、强调教育增值（value-add）的评价理念，而且目前已经在全球各国家与

地区得到广泛认知与接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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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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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调查结果 

该调查从学业的挑战程度、主动合作学习、师生互动、丰富的教育经验以及校园支持环境这五个指标进行衡量、评估本科

的教育质量。 

而在师生互动这个指标下又分为七个子指标上即“和老师讨论分数”、“和老师讨论问题”、“老师对于学生问题的反馈”、“和

老师讨论职业”、“和老师讨论人生观”、“和老师一起参加课外的工作”、“参与老师的课题”。 

本文根据对重庆大学学生投入性学习的调查、研究，发现重庆大学本科四个年级学生在师生互动七个子指标上的表现并不

太理想。 

在此，本文通过以下图 1、图 2、图 3、图 4 显示重庆大学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在七个子指标上的得分情况，并将

之与 985院校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的得分进行比较。 

从以下四个表中，不难看出，在师生互动这个环节上，从整体上看 985 院校学生在各项指标都比重庆大学学生平均得分要

高。 

 

从图 1 可以看出，重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和老师讨论分数”、“和老师讨论问题”、“老师对于学生问题的反馈”、“和老

师讨论职业”、“和老师讨论人生观”以及“和老师参加课外的工作”这六个子指标的平均得分都比 985 院校学生平均得分均要

低，但在“参与老师的课题”这项上的得分比 985院校学生得分高。 

然而从整体上看，无论是 985院校还是重庆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在师生互动上的表现都不理想。①2 

                                                        
2
①本论文中有关985院校学生在师生互动上的数据均来源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主编的NSSE-China问卷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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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重庆大学二年级学生在师生互动上的表现比一年级的学生表现均有所改善与提高。但是从整体上看其得

分普遍比 985 院校二年级学生的得分都要低。 

由图 3 看出，随着学生学习深度的不断深入和学生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重庆大学与 985 院校三年级的学生在师生互动上

的表现均比一年级与二年级学生表现要好，其得分均比一、二年级要高。但是重庆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表现逊于 985院校学生。 

 

由图 4 观之，尽管重庆大学四年级学生在师生互动环节上的得分还是普遍比 985 院校偏低，但是四年级学生在各项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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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均有很大的提高，尤其在“参与老师的课题”上的得分在 50分左右，在“老师对学生问题的反馈”上的得分也突破了 30

分。这表明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学习的深入以及学习能力的提高，学生在师生互动上的表现会逐渐得到改善。 

2.结果的分析 

根据上表，重庆大学在师生互动方面与 985 院校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据笔者分析，导致重庆大学在师生互动方面存在

不足的因素如下。 

（1）教师在师生互动中指导不佳。 

1）教师科研任务繁重，压力大，而由于个人时间与精力的限制，部分教师只顾着忙科研，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与

学生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中去。 

2）部分教师个人观念上存在问题，他们认为本科教学不能显示其学术水平，所以不愿给本科生授课；还有部分老师错误地

认为授课老师只负责和学生进行课上的学习问题的讨论、课后作业的批改，而学生的那些生活、情感、交际方面所遇到的困惑

与问题应该由辅导与或班主任老师负责处理。 

3）有些教师自身对师生互动这一环节没有给与太多的关注，在课堂上依旧采取传统的“传递—接受”的教学模式，存在“满

堂灌”、“填鸭式”的现象，教学活动设计不够丰富、内容比较单调，甚至很多老师误认为在课堂上提问学生回答就是师生互动，

从而在课堂上出现许多浅层次互动，缺少深层次互动的问题。 

（2）学生在师生互动中发挥实效。 

1）学生缺乏与老师在课上或课后积极主动交流的意识；在发现问题或遇到不能克服的难题时，不愿积极主动与老师一起讨

论、交流。 

2）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动力不足，对学习缺乏兴趣与热情，逃避与老师在一起进行交流与互动的机会。 

3）部分学生过于依赖老师，认为老师所言所行就是真理，因此对老师多服从，少质疑。 

（3）学校在师生互动中支持不力。 

1）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在支撑师生互动的力度与频度不够。[2]高水平的教师由于忙着科研，投入在教学上的时间相对减少，

与学生进行良好的师生互动的时间也相应地减少。 

2）学校组织的课外学习活动的覆盖面、参与面尚不广泛，培养手段创新不足，师生之间的互动、沟通仍主要局限在课堂，

学生与老师在课后一起学习、工作和情感上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受到限制。 

三、针对增强重庆大学师生互动教学提出的建议 

1.发挥教师在师生互动中的主导作用 

首先，教师应该积极主动参加学生活动，融入学生中去，在学习、生活、情感等多方面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并深入了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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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想、所思，缩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为师生互动奠定了一定的情感基础，从而使良性的师生互动更充分有效。 

其次，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方案的设计都要考虑到所有的同学，以求最大、最广、最深程度上进行师生活动

教学。 

再次，教师要善于去观察、倾听学生在课上的反映，合理地安排好所要讲解的重点与难点，并能适时地对学生提出问题进

行解答，引导学生去思考并回答问题，以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进行互动。对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或学习上比较困难的学生，

老师要给与他们更多的鼓励、支持、指导与帮助。 

同时，教师还要注重和学生课下在学习、生活与情感上的交流，不仅给与学生在学习上的关心与帮助，还要在学生的生活

上、情感上以及交际等各个方面给与正确的引导。 

2.发挥学生在师生互动中的主体作用 

首先，学生要充分发挥自己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要激发自己的学习的兴趣与激情，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并创造自己与老师

在课上、课下进行交流沟通的机会；其次，学生在尊重老师的同时但不能把老师看成权威，要善于去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并敢

于质疑老师的某些观念，与老师进行商讨。 

3.发挥学校在师生互动中的支持作用 

第一，学校要积极组织试验、课外实践活动或团体活动，给老师与学生创造共同参与，共同商讨以及共同工作的机会与平

台，增加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力度与频度。 

第二，学校要建立并完善教授评估机制，激励教授登上讲台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 

第三，学校应统筹安排教学与科研工作。鼓励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要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即反对以科研为由或

片面追求科研效益而影响正常教学的做法。[3] 

第四，学校要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四、总结 

总之，师生之间良好的交流与互动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教师要缩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并在此基础

上，激发自身的高度工作热忱和对学生的爱心、耐心与信心，创造亲密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 

学校要积极为创造良好师生互动提供人力、财力与物力上的支持。学生也要积极主动的去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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