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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
———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经验

陈 富,杨 晓 丽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临汾041000)

摘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兴起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中后期,高校重新重视本科教育和国家

提出高等教育回归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使命的时代反映。近年来,山西师范大学正式启动实施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改革,主要采取了十条举措:组织教学观讨论,促进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与转变;培养教改先锋和

“种子”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先行实践示范;改造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减少课堂学习时间,增加课外学习机会;

修订学业考核与评价办法,激励学生注重对知识的运用与创新;加强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创新课程

和教学组织形式;加强对师生课堂行为的引导和管理,明确师生权利与职责;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促进青

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加大教学项目资助力度,为教学改革提供资源保障;建设强有力的教学督导队伍,为

教学改革保驾护航;开辟和创设新式物理空间,便于师生现场交流互动。在贯彻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一段时间后,山西师范大学对其展开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改革效果显著。

关键词:师范大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本科教学;质量提升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1)04-0074-10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度规划课题“数字化环境下大学生混合式学习研究———以山

西省为例”(ZS2015044),项目负责人:陈富。

作者简介:陈富,教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杨晓丽,教育学硕士,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一、“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形成

背景

  长期以来,教育界奉行的教学理念一直都

是教师中心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

情况率先在初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反转,其产生

的影响一直作用至今。在“以学生为中心”教
学理念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位重要人物起到了

奠基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一位是实用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杜威(JohnDewey),另一

位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nRogers)。今天为教育界所熟知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际上有两个版本来

源。这一理念早期叫作“以儿童为中心”,最早

并非由杜威提出,但被杜威在剖析19世纪末期

新旧教育的利弊时所强调[1],后因杜威是该理

念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所以就成为这一教学

理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基础

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领域中[2]。半个世纪后,
这一理念又有了新的版本来源,叫作“以患者

为中心”,由罗杰斯在大学教授临床心理治疗

课程的过程中提出并倡导,其影响主要体现在

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中,后逐渐扩展到高等教

育领域[3-4]。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在基础教育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

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开始传播,最终对整个

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影响力在20世

纪后期越发凸显,这集中反映在1998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主题为“21世纪的高等教

育:展望和行动”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此

次大会通过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

动世界宣言》(WorldDeclarationo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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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fortheTwenty-firstCentury:Vi-
sionandAction)。文中指出:“在当今这个日

新月异的世界上,高等教育显然需要以学生为

中心的新的视角和新的模式,大多数国家的高

等教 育 都 需 要 进 行 深 入 的 改 革 和 开 放 政

策。”[5]410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提法首次见于

联合国机构的正式文件中。此后,这一理念逐

渐为更多国家所熟知。我国高校经历了十余

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目前正面临着“如
何保障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挑战和压力,
各高校正在积极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
以本科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各项教学改革不断

应运而生,各种教学改革新方向、新理念和新

举措的探索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被我国高校逐渐接受,并被

学术研究人员在学术会议和专业期刊中作为

专题展开讨论。当然,从时间上来看,这一理

念在我国高校的探索与践行还是比中小学校

晚了近十年。经历了新课程改革的中小学校,
对新入职教师和教师教育的要求已经发生了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变化。本研究中的山西师

范大学正是在这一双重背景下引入“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

展了系统扎实的教学改革。

  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正解

与误读

  (一)“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内涵

“以……为中心”的句式,反映了事物之间

的一种关系,其含义是“围绕在……周围”。这

一句式结构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早期的宇

宙结构学说,如地心说、日心说,后来被借用于

教育领域。“以学生为中心”作为一种关系概

念,其目标指向的是学生,意指“为了学生”“引
导学生”“基于学生”。所谓“为了学生”,就是为

了学生发展,即让学生成人、成才;所谓“引导

学生”,就是通过教学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发展;
所谓“基于学生”,就是重视学生已有经验、自
身特点和发展需求。换言之,教育活动的开展

应以学生的“学”为基础和依据。就对事物本

质的认识深度和揭示程度而言,“以学生为中

心”这一理念对教育的认识与事实上的教育本

质最为接近。“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可

贵之处就在于,除了强调教学要最大限度地承

担对学生发展负有的主导责任,还特别提倡对

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的重视与挖掘,以及对学

生学习特点的尊重和学习兴趣及需求的满足。
当学校和教师真正领会了这一理念的内涵,并
且愿意放弃原有的非教学活动部分或原教学

活动的其他旧式做法时,这一理念才能在实践

中生效。
(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正解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首先强

调的是教学要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对学生发

展负有引导责任。“以学生为中心”并非推卸

掉对学生发展的引导责任而完全听凭于学生

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学生不想要什么就彻底放

弃什么的逻辑。在满足学生需求时,教师要区

分是合理需求还是不合理需求、是发展性需求

还是单纯的消费性需求、是娱乐性需求还是毫

无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个人偏好。这是对

传统中心论的“扬弃”。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还要强

调教师对学生的引导要定位在合理的区间,即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个区间恰好是学生已

有经验、自身特点和学习需求的汇集区域,而
不是传统中心论一贯注重的基于学科、教材、
教师等高度成人化的区域。这是对传统中心

论的又一次“扬弃”。针对传统教学论过分倚

重课堂教学的讲授与灌输等问题,学生中心论

者则强调要开发以活动为主的课程资源,活动

要能最大程度地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
传统中心论造成的不良后果在不同学段

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首先引起关注和重视的

是初等教育领域的学者。在高等教育领域,即
使有少数学生表现出对教师中心论做法的不

适应,也会通过大学生个人的更加勤奋和努力

而克服和掩盖住这种“不适应”,所以导致不良

结果的潜在因素不会受到特别关注。等到这

一问题在高等教育系统得到正式关注之时,已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之际;
等到这一理念的实践价值得到高等教育系统

中更多人的认识和探索之时,已是高等教育经

历一番质量下滑、遭遇社会批评之潮后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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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迫之举。
(三)“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在高等教

育系统中的独特价值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期,学生的

社会经历、学习背景、学习特点和学习需求也

逐渐多元化,并呈现群体性特征。这意味着以

往各个时期存在的个别现象也随之普遍化,少
数分散表现出来的现象也随之大量集中爆发

出来。如果一直坚持精英化时期的教学理念

和传统做法,就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忽视,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学习表现出不积极、
不主动、不适应、不投入、不参与、不满意的状

态,直至最终掉队[6-10]。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

持续扩张和科学研究地位在高校中一再地被

强化,教学的根基开始动摇。如果任由其继续

蔓延下去,那么不仅精英化时期形成的教学理

念和传统做法中的合理部分得不到有效传承

和发扬,而且连构成学校主体的成员———学

生———也会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学生从高

等教育系统的底部被甩出体系之外。这也是

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大学在经历高等教育大

众化和普及化之后所经历过的。为了表达对

这一状况的忧思和警示后来者,哈佛学院原院

长哈瑞·刘易斯(HarryR.Lewis)以题为《失
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ExcellenceWithoutASoul:HowaGreatU-
niversityForgetEducation)著作来反映这一

现象并揭示其形成过程[11]。
在科研尚未完全成为大学功能重要组成

部分之前,是否“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成为一个

问题,也非人们关注的重点。当科研跻身于高

校并与教学成为并列中心时,大学自诞生之初

所承担的教学中心地位的功能就变得不再那

么理所当然了,人们开始逐渐质疑其存在的合

理性。此时,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也是为了将人们的关注重点重新聚焦于教

学,重新重视教学工作,以防止学生从高等教

育系统底部被甩出体系之外,并将学生重新拉

回体系中且置于中心位置。这就是“以学生为

中心”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经提出,便迅速

得到响应和重视的真正原因。不少教育界学

者在这一理念尚未践行之初就有这样一种担

忧:提倡和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重要性,似
乎会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形成对立关系。
并且,他们认为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传统的中

心论。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在高等教育大众

化持续推进和科研渐成高校主导力量的趋势

下,教学中心论已受到质疑,更不要说在教学

中谁是中心的问题了。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

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才更加彰显

其所特有的内在价值和附加价值。实际上,提
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不仅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有其无可替代的实践价

值,特别是对长期以来所奉行和坚守的教师中

心论所带来的诸多弊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

消除作用,从而达到纠偏和扶正功效。如果在

中小学校能够贯彻和执行“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那么在大学就更有条件和理由实施

这一理念了。
(四)“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误读

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既是对

科研主宰大学现状的反省与超越,也是对大学

人才培养功能的回归与复位,更是对传统教学

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重构与扬弃。因

此,“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并非与传统教

学论对立或对其简单否定与取代。在落实“以
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过程中,往往被解读

为这只是教师的事和教师课堂教学中的事,而
与其他部门和人员毫无关系。在毫无准备和

毫无任何先前经验作为参考的教师们看来,这
一理念又极易被解读为对教师中心论的放弃

甚至对教师职责的放弃,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

在教学中本应由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也交由

学生来讲解。
下面以山西师范大学为例,呈现对“以学

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认识偏差。2014年3月

15日,山西师范大学出台了《山西师范大学课

堂教学改革方案(试行)》,其核心目标就是“以
学生为中心”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其结果是在

这一改革方案和新式理念的要求下,教师们的

教学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教师们认为

所谓“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让学生讲、自己少

讲或者干脆不讲,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教师们

毫无例外地使用了“学生课前预习—课堂小组

67



展示—教师点评指导”这一固定教学模式。这

种做法逐渐引起了师生的质疑、不满和抱怨。
从学生角度来看,除了当堂展示汇报的那个小

组有较大收获,其他人的学习收获并不比改革

前更多。另外,由于学生的知识积累、讲解水

平、准备时间等均有限,任由他们在课堂上担

当起教师的职责,学习效果不能为师生所认

可,尤其是在规模百人以上的大班教学更是如

此。从教师角度来看,除了看到不同小组的轮

番展示,原定的教学目标并不能较好地完成。
部分师生将学习效果的不理想归因于“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由此轻易得出不能再提

倡这一理念的结论。这也是学生中心论批评

者和反对者以此立论的重要依据。
实际上,若要真正落实和践行“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就要理解这一理念的全部

内涵。应该看到,这一理念包含的外延十分广

泛,不仅局限于教师的“教”,还包括围绕教师

的“教”和学生的“学”这一核心内容所展开的

引导、支持和服务等整个教学体系。将这一

点,置于教学活动各要素间的关系中,会看得

更为清楚。李秉德在其主编的《教学论》中指

出,如果将教学看作一活动的系统,那么这一

系统由7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分别是教师、
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方

法和教学反馈[12]。如果仅仅从教学的一个片

段来看,或从一节课或一个教学单元来看,那
么教师的教学改革似乎并不困难,特别是教学

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多媒体的

运用、教学环境的布置与氛围的营造、对学生

反馈意见的收集等工作,单独依靠教师个人的

力量就能较好地完成。但是,如果从一门课程

的教学改革来看,单纯依靠教师个人的努力就

没那么容易实现了。如果从几门课程或学生

毕业所学的全部课程体系的改革来看,事情就

变得越发复杂起来,这也就是刘易斯(HarryR.
Lewis)特别强调的大学课程及其改革在人才

培养中的重要性所在。大学课程是学生获得

学位而必须参加的一系列学术计划,但它的真

正内涵远非一本学生手册里所规定的那样简

单,课程是一所大学对教育本质的诠释[11]19。
总体来讲,一门课程以内的事情,教师凭借个

人力量可以部分改变,但当同时涉及多门课程

的改革时,教师个人的力量就无法奏效。例

如:有教师想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对学生

进行课外指导,要实现这一活动,不仅取决于

教师的个人意愿,还取决于学生是否有方便的

时间,或者有无适合学术交流与研讨的条件和

场地等因素。课时多、课程多、在教室时间多、
听讲时间多,而自主学习时间少、与教师非正

式交流少、得到教师学术指导少,这便是我国

高校学生所面临的普遍现象。教师讲课时间

多、与学生的非正式交流少、对学生课外指导

少,这是我国高校教师面临的普遍现象,以至

于长 期 以 来 被 视 作 牛 津 大 学 皇 冠 上 的“宝
石”———本科生导师制———在被引进我国高校

后也并不能完全适应。

  三、“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的主要

举措与经验

  接下来,笔者主要对山西师范大学“以学

生为中心”教学改革的主要做法与举措进行阐

释。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些做法与举措本身

并非“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核心主张与

关键做法,但它们却是当前条件下通向这一理

念的必要途径和实现这一理念的必要举措。
要实现这一理念,采取什么举措以及通过多少

条举措,主要取决于某一院校的具体情形。就

教学活动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教学活动的

整个运行过程来看,已有教学论研究表明,可
以从中提炼和总结出12个核心变量(一级指

标),分别是:过程论、目的论、原则论、主体论

(学生)、主体论(教师)、课程论、方法论(教学方

法)、方法论(教学组织形式)、方法论(教学媒

体)、环境论、反馈论(教学评价)、反馈论(教学

管理)[12]。这里介绍的主要是当前山西师范大

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在学校层面所采

取的非常规性改革举措,其他常规举措和任何

源自教师个人层面的改革措施均不在此说明

的范围内。其中:主体论部分主要涉及教师教

学观念的变革、对教师有计划的培训、对教师

教研教改项目的支持、对青年教师教学赛事的

鼓励、对学生学科赛事活动的支持;课程论部

分主要涉及学科专业课程体系的修订;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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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主要涉及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

合;反馈论部分主要涉及学业考核与评价办法

的修订(教学评价)、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设

(教学评价)和课堂教学纪律的外显化(教学管

理);环境论部分主要涉及师生非正式交流环

境的创设。
(一)组织教学观讨论,促进教师教学观念

的更新与转变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推动“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改革,是否有全局观的思想认识和

全员化的战略准备,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为

此,山西师范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以学

生为中心”教育思想和教学改革的大讨论,主
要有“课堂教学观念大讨论活动月”“课堂教学

改革征文活动”“‘改造我们的课堂’专题报告

会”,以及不同专题、不同类型的教改座谈会等。
通过一系列的讨论活动,这一理念在教师群体中

形成思想共识。此后,这些做法也成为了学校的

特色活动,每年都会在合适的时间开展。
(二)培养教改先锋和“种子”教师,在教学

改革中先行实践示范

学校共分3批遴选出100余名教改先锋教

师并加以重点培养,支持他们率先启动“以学

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改革实施方案。为了帮

助他们在教学改革中取得进展,学校每年专门

邀请国内外教学名师、校内外教学专家对他们

进行集中辅导和专题培训,并资助他们前往上

海、杭州、西安等地的著名高校观摩学习,还派

送他们前往西交利物浦大学进行定点研习。
为了充分发挥“种子”教师的示范效应,学校每

年定期组织全校范围内的教改教师开展公开

课和听课活动,并及时举办教改经验交流会,
以巩固教改成果并扩大教改成果受益面及影

响范围。
(三)改造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减少课堂学

习时间,增加课外学习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发布的《高等

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知识

爆炸导致了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大大增

加,高等教育必须修订自己的课程计划,并在

必要时采用和编制新的课程计划。”[5]140学生课

时量不断增加的不良结果便是学生学习自主

性的丧失。为了归还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山西

师范大学在5个试点学院先行先改的基础上,

将全校课时数从2800个压缩到2200个。山

西师范大学在精简课程内容的同时,还强化

了课程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教学时间的

缩短,迫使教师们放弃以往过于依赖讲授和

灌输的教学方法,转而采用更能提高课堂效

率和效果的教学方法,如更注重提炼核心教

学目标、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压缩课堂讲授时

间、引导学生课外多学勤思、开展课堂质疑讨

论等。
(四)修订学业考核与评价办法,激励学生

注重对知识的运用与创新

学业评价办法在整个教学改革乃至人才

培养体系中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作用。改革

之前,在注重知识传递和讲授教学观的指导

下,学生的学业评价过于强调对既有学科知识

的识记,通常以期末的笔试测验为主,致使学

生忽视学习过程,“临时抱佛脚”突击性学习现

象十分严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

问题的能力不能有较大提高。为了改变这一

不良状况,山西师范大学实行了以过程性评价

为导向的评价办法,扩大了学生平时成绩在课

程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为了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创新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能力,学校还实行了学分等价转化制度,即只

要学生的科技发明、文化创意、科研成果、竞赛

作品等具有较高的创新性、理论价值或实践价

值,就可以替代某门课程的考核成绩,计入相

应学分。这一举措突出了过程考核和发展性

评价在教学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鼓励和

支持学生自主学习。
(五)加强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创

新课程和教学组织形式

为了提高信息化时代学生的线上学习能

力,并为学校下一阶段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推行

奠定实践基础,山西师范大学大力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引导教师充分利用

国内外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充实教学内容,同时

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式,开发数字化教育资

源。山西师范大学强调坚持以应用为导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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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高师生的信息技术应用意识和能力,鼓励

师生充分利用优质的线上和线下教育资源实

现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改

变。为配合教育教学改革,山西师范大学还大

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宽带

(有线、无线)网络的全覆盖和网络教学环境的

普及,建立了智慧教室和教学录播室,购买了

网络教学系统作为学校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平

台,通过购买课程和自主建设课程两种方式,

大力开发网络教学资源。这些网络教学平台

的建设,有力地支持了教师的线上教学和学生

的线上学习,大大改善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

的体验。
(六)加强对师生课堂行为的引导和管理,

明确师生权利与职责

教学管理是现代教学论中特别强调的部

分。不过,在以往的高等教育中,课堂教学管

理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讨论,也不作为

一个需要明文规定的问题来对待。但随着高

等教育大众化和大班化教学的不断推进,这一

问题越发成为影响高校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

重要因素,也成为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部门对

师生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学校教学管理

实践中不难发现,加强教学管理已经成为当前

教育改革的必要之举,且管理的对象不再局限

于学生群体。因此,山西师范大学在推进“以
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还分别

形成了“学生版”课堂规范和“教师版”课堂规

范。“学生版”课堂规范为:衣着得体,不穿奇

装异服;按时上课,不迟到早退;服从安排,不
玩弄手机;遵守纪律,不自由散漫;尊重教师,

不言行不恭;认真听课,不置若罔闻;主动思

辨,不被动盲从。“教师版”课堂规范为:仪表

端庄,不邋遢随意;教学守时,不提前拖后;率
先垂范,不开启手机;管理课堂,不放任自流;

尊重学生,不冷嘲热讽;遵守大纲,不偏离主

题;科学施教,不照本宣科。这些课堂规范均

以条款的形式张挂在学校每一间教室的醒目

位置,时刻提醒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言行

举止,有力地保障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

的有效落实。

(七)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促进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的成败,不在于

当下和一时的表现,更在于长远和未来的发

展。青年教师是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的教学水平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提

高具有长远影响。因此,山西师范大学大力加

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帮助青年教师尽快适应

师范院校教学要求,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提升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力。山西师范大学

还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相

互交流的舞台。其中,每年举办一次的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活动最受关注。经过大赛

的历练,青年教师们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能力,

成为活跃在学校课堂教学及改革中的生力军。
(八)加大项目资助力度,为教学改革提供

资源保障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在促进教师

主体转变的过程中,除了要在理念上高位引

领,还要从教研教改项目等方面对教师予以切

实的扶持和帮助。山西师范大学设置了20个

优势专业,每个专业拨款30万元用以加强建

设,此外,还设立了112门优质课程,每门课程

资助10万元,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共168项,每
项资助经费1~3万。山西师范大学投入的直

接经费分别为:2016年,692万;2017年,714
万;2018年,340万;2019年,240万。相较以

往,山西师范大学的直接资助经费提高了5~
10倍。学校还设立了校级教学成果奖和“时英

学者”教学奖等奖项。这两项教学成果奖的获

得者分别可以获得1~2万元和10万元的现金

奖励。教学改革经费的大幅追加,有力提高了

教师对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
(九)建设强有力的教学督导队伍,为教学

改革保驾护航

作为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强有力的

教学督导队伍是保障学校教学质量的有效力

量。在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历程

中,山西师范大学及时调整了教学督导的组成

人员,确立了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成员的选聘标

准、职责范围、工作机制和退出机制,从成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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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知识层次、年龄结构、教学经验、管理水平

等诸多方面加强教学督导队伍的建设,特别是

注重聘请教改先锋教师加入教学督导队伍,大
大增强了教学督导的力量。增强后的校院两

级教学督导队伍,为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十)开辟和创设新式物理空间,便于师生

现场交流互动

在教学活动的构成要素中,教师和学生这

两个主体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师生间主体关

系的形成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和受制于

其所处的教学环境,其中,物理环境是教学环

境的物质基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

持续推进和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场地和

物理空间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这种情况在山

西师范大学中尤为突出。针对学生自主学习

空间和师生交流空间不足的现状,山西师范大

学利用办公楼、教学楼空闲的公共场所设置桌

椅、茶座等设施,方便师生学习交流,为师生开

辟新的交流空间。这些空间的开辟和专门场

地的设置,最大化地利用了学校的现有空间,
极大地方便了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

往和学术交流。

  四、“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实施的

效果与启示

  山西师范大学在贯彻和落实“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一段时间后,开始着手评价其

效果。除对改革举措等过程性指标进行考核

之外,最关键的是还要对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

情变化等情况进行评估,以期获得更为全面和

系统的评价信息。为此,本研究主要利用本轮

教学改革前后不同时期收集的部分资料对此

进行检验,主要包括教学效果对比评估和学业

投入度与学业满意度纵向对比两个方面。结

果表明,通过实施系统改革,山西师范大学重

塑了校内教学文化与观念,初步确立了“以学

生为中心”这一教学理念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

地位。在此之前,教师的教学观主要以知识传

授为主导,对学生的学情则缺乏足够的重视。
由于对学生反馈的意见和学习需求的长期忽

视,山西师范大学学生的学业投入度和满意度

均处于较低水平。2014年末至2015年初,山
西师范大学组织的一次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在
参与调查的近千名学生中,表示在每年组织的

评教工 作 中 都 会 认 真 评 教 的 学 生 比 例 仅 为

30%。改革之后,“发挥学生在教学中主体地

位”的理念被逐渐接受,教师们开始关注学生

的学习需求,认识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合作学习精神的重要性。教师采用的教学

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其中线上教学、翻转课

堂、对分课堂、对话教学、案例教学、问题式学

习、项目式学习等教学方法被教师越来越多地

尝试和应用。
(一)教改班级学生比非教改班级学生有

多项指标获得更高的评分

表1呈现了教改班级学生与非教改班级学

生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等项目评估上

的对比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比较的9个项目中,

与非教改班级相比,教改班级学生除了在“学
习准备”这一维度上无差异,其他8项均有显著

差异。参与教改的教师在调查访谈中谈道:
“通过此次改革,‘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和观念得到逐步确立,即使是在教师讲授环

节,我也会时刻关注学生的细微表情和微妙反

应,脑海里面总是想着‘学生是否理解这个问

题’。因而,与学生的积极互动也就自然多了

起来,并且时常还会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

考’,甚至装作不懂的样子‘不耻下问’几回。”
另有参与教改的教师也谈到:“课后我也经常

深入学生中询问他们的听课效果和学习情况,
以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

质量。”另外,以课程为对象所进行的抽样调查

表明,明显感觉改革后的课程其教学过程不同

于未进行改革课程的学生比例达63.9%。通

过课堂观察,我们也能注意到教改班级比非教

改班级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课堂中也更积极

与教师互动,有些情境下也更加勇于质疑教师

的观 点,并 能 与 教 师 就 特 定 话 题 展 开 深 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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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教改班级与非教改班级教学效果对比分析

比对维度 组别 学生数 均值 标准差 T值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学业评价方式

课后师生互动

学习准备

批判性思维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课后学习能力

课程收获

教改班级 325 3.8754 0.80647 5.371***

非教改班级 347 3.5109 0.95576
教改班级 325 3.6407 0.83646 4.441***

非教改班级 347 3.3514 0.85002
教改班级 325 3.5132 1.19132 2.063*

非教改班级 347 3.3341 1.10834
教改班级 325 3.6078 1.01215 7.498***

非教改班级 347 2.9986 1.06066
教改班级 325 3.1319 0.46706 1.378

非教改班级 347 3.0769 0.56563
教改班级 325 2.5981 0.87081 2.208*

非教改班级 347 2.4558 0.80012
教改班级 325 3.3686 0.79852 3.075**

非教改班级 347 3.1757 0.82529
教改班级 325 3.0156 0.87307 3.301**

非教改班级 347 2.7963 0.84832
教改班级 325 4.2536 0.99493 1.803*

非教改班级 347 3.6109 0.96452

  注:*p<0.05,**p<0.001,***p<0.0001,下同

  (二)学业投入度与学业满意度均有显著

提升

在对教学改革效果的评估上,除了进行横

向对比,本研究还进行了纵向对比。表2呈现

了山西师范大学学生各项不同维度上的学业

投入情况在不同年份上的变化情况。需要单

独说明的是,2018年的数据是通过网络问卷方

式收集,数据量明显增大。
表2 改革前后学生在不同年份各项维度上的学业投入情况

比对维度 组别(年) 学生数(人) 高投入比例(%) 中等程度及以下投入比例(%)

学习目标与态度

克服困难的努力程度

学习兴趣与动机

自我效能感

学习时间与精力的投入

2014 343 61.22 80.76
2018 3572 64.47 80.91
2014 343 50.44 86.88
2018 3572 60.61 88.02
2014 345 40.00 66.96
2018 3572 55.09 71.84
2014 335 30.15 65.37
2018 3572 40.54 69.93
2014 340 61.47 77.06
2018 3572 65.87 86.90

  从表2可以看出,与2014年相比,2018年

学生在不同维度上的学业表现均有较大幅度

提升,其中,在“学习兴趣与动机”维度上的提

升幅度最大,在“克服困难的努力程度”与“自
我效能感”这两个维度上的提升水平均超过

10%。
表3呈现了学生在改革前后对学业满意度

存在差异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学生对自

己学业的满意度也有显著提升。

表3 学生学业满意度纵向差异分析

比对项目 组别 学生数 均值 标准差 T值

学业满意度
2014 344 2.3014 0.696
2018 3572 2.5126 0.704

5.319***

  表4呈现了学生的学业投入度与学业成绩 满意度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的情况。从表4可

18



以看出,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学生学业各维

度与其学业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有明显

变大趋势,这说明学生学业投入度与其学业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与此相对

应的是,学生们对其学业成绩的满意度也从

2014年的36.1%提高到2018年的50.4%。
表4 改革前后学生学业各项维度与学业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时间 2014年 2018年

学习目标与态度 0.344** 0.489**

克服困难的努力程度 0.399** 0.594**

学习兴趣与动机 0.335** 0.552**

自我效能感 0.506** 0.678**

学习时间与精力的投入 0.279** 0.514**

  (三)教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教育界大致存在两种

基本的教学观,分别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观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观在19世纪末期一经提出,在初等

教育领域率先引起了极大反响。然而,实现这

一理念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接受的过程却并不

那么顺利,即使在其诞生地,也是不断经历波

折和起落,特别是在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

星上天后,这一理念更是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尽管如此,这一理念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

家的教育影响却从未中断。这个理念在高等

教育领域受到重视并得以实施,实际上起始于

精英教育的衰微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

滥觞。这一观念的流行既有外在因素的刺激,
也有内在因素的发酵。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长
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观在新时代背景下被打破,并逐渐向“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观过渡。这就类似于商品经济

的一个现象:当卖方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其固有的弊端就会越发凸显,在此情形下,充
分考虑买方特点和需求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终将会向买方市场转向和过渡。“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观在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需

求方面作了最大限度上的考量,并以积极引导

和回应学生的学习需求作为教学活动的宗旨。

当然,直至今天,这一观念仍然会不断受

到不同学者的质疑与批评。不过,判断一个理

念是否有效,需要结合具体情境与改革效果作

出科学研判,不能一概而论或只在概念上作出

利弊分析。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提出和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并非意在推翻

教师在教学中已有的地位,也非故意确立与教

师相对立的主体,而是旨在重申对教学和对学

生的重视。在理解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时,不必过分纠结字面的意思,而应

着重对大学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和设计。只

要在办学过程中能够关注到学生的长远发展,

那么就是对“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正确

理解和落实。在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过程

中,只要是有利于引导学生的发展、有利于支

持学生的发展、有利于关注学生发展的教学理

念,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这也是

判断一所学校将人才培养和“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理念落到实处的根本标准。结合本研究

中山西师范大学的改革实践来看,“以学生为

中心”教学理念的推行,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

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突破人才培养模式的藩

篱,有利于落实现代人才培养理念,有利于提

高学生学业投入度,有利于改善学情问题,有
利于提升学生学业满意度。

本研究的实践探索还强有力地表明,对于

任何一所想将“以学生为中心”为其改革目标

和办学追求的高等院校,仅仅明白将来的改革

转向哪里和为什么转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

明确如何转向。如何转向的问题不解决,只是

号召和呼吁转向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对

早已熟悉和习惯了以“教”为主和讲授见长的

任何一位教师,对常常以科研为重和以研究著

称的任何一所院校,要让其一下子转向另一个

中心,不仅存在态度和情感上的适应问题,还
存在知识和能力储备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属

于个人层面,有些问题属于组织层面(体制机

制层面),还有些问题可能介于二者之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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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的存在,恰恰成为了落实新式理念的阻

碍,当然也是旧式理念得以保存和传承的力

量。如何让更多高校成员(当然主要是教师,
也首先是教师)认识、理解、认可、接受、内化并

自觉践行这一理念实非易事,绝非发布一纸命

令、通告、文件那么简单,也非召开一两次会议

就能奏效,更不是教师一己之力所能为的。若

要将这一理念贯彻落实在学校的办学实践中

和教师的教学中,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造和变

革。原因就在于,从教学改革的结果向前回溯

可以发现,虽然“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最

终落脚点在教师,但其改革的起始端却系于教

师之外,因为从组织系统的观点来看,单个教

师从属于其所服务的组织和机构,并受制约于

组织和机构的管理制度。因此,“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改革不能仅从要求教师做起并仅局

限于教师,还要从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着

手。很多改革都想着直接改变人们的习惯,实
际上这是不能直接奏效的,习惯只能通过对环

境的改变来间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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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centered”TeachingReform
———BasedontheExperienceofShanxiNormalUniversities

CHENFu,YANGXiaoli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ShanxiNormalUniversity,Linfen,041000,China)

Abstract:Thecoreideaof"student-centered"teachingaimstoguidestudents.Theemergenceofthis
ideaisthereflectionofthetimesthatcollegesanduniversitiespaymoreattentiontothecoremission
ofundergraduateeducationandthereturningofhighereducationtotalentcultivation.Inrecentyears,
Snormaluniversityhasofficiallyimplementedthe"student-centered"teachingreform.Ithastaken
thefollowingtenmeasures:promotingthechangeofteachersteachingconceptandrole,training
teachersinaplannedway,revisingthetalenttrainingprogramandacademicexaminationevaluation
method,enhancingthe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classroomteaching,strengthening
themanagementofteachersandstudentsclassroombehavior,andinvestingmoreinteachingreform
projects,supportingtheconstructionofteachingsupervisionteamandtheinteractionbetweenteach-
ersandstudents.Aftertheimplementationofstudent-centeredteachingreform,studentsinterestand
motivationinlearning,effortstoovercomedifficulties,self-efficacy,learningtimeandenergyinvest-
ment,andacademicsatisfactionhavebeengreatlyimproved.
Keywords:normaluniversity;student-centered;teachingreform;undergraduateteaching;qualityim-
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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