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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B8_88_E8_AF_BE_c65_106595.htm 课堂互动是新课程倡

导的重要理念之一。所谓课堂互动，实质是相对独立的生命

个体之间在学习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是师生双方或

学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交流思想和情感、传递信息并相

互影响的过程。 从静态的角度看，课堂互动指的是交往的交

互主体性，交往双方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都把对

方的主体性、自主性作为交往进行下去的前提；从动态角度

看，课堂互动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交往双方在持续的交互

作用中，交换着思想、情感，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通过心灵

的对接、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合作的探究，实现知识

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互动既是校园里

一种人际关系的反映，又是一种实践活动的形式、它包括两

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互动必须是民主平等的；二是互动

必须是积极的、自主的。课堂教学中的互动，就其存在形式

而言，主要有两种：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指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改变传统的老师控制课堂、学生被动

听讲的局面，师生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给学生以指点，学生给老师以启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生生互动指学生间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学习方式，在学

习活动中，互相推动，从而共同提高学习效益。 当前，课堂

互动理念已深入人心，广为实践。但无可否认，仍然存在着

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互动形式单调，师生间群体互动较

多，师生间个体互动较少；学生个体与学生群体互动较多，



学生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较少。互动内容上，多认知互动

，少情意互动；互动深度上多浅层次互动，少深层次互动等

等。课堂气氛尽管热闹了许多，教学质量却不见有太多提高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课堂互动

质量，提高课题教学效益。 一、恰当把握时机，增进互动 课

堂教学中，并不是随意互动就能够提高课堂质量的，也不是

单凭教师的意愿，想什么时候互动就什么时候互动，就能够

有效果的。真正的互动，应当是从教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

师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握课堂互动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课堂互动的优势。“动”要恰当。一般说来

，应把握这样三个时机： 1．“动”在教学重点、难点掌握

处 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通常都有明确的目的，互动的内容服

从于特定教育任务的完成。互动要把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师提出的问题在学生自身知识经验和心理发展的基础上来

设计，通过教师对学生的深入启发，引发学生对教师提出的

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作为教师，要吃透大纲、教材，把握重点、难点，使

设计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不同层

次的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使学

生在思维的碰撞和矛盾的激化中生成知识，而非教师连珠炮

似的提问，学生机械反应似的回答。如，在《月光曲》教学

中，教学重点是区分事实和联想，认识联想在文中的表达效

果。于永正老师在教学中，将重点确立在包含联想的8、9两

节，首先组织同学赛读、师生赛背；在此基础上，先分析第8

节中联系与写实，认识联想的判断形式，再让学生找出第9节

中哪些是联想部分，比较删去联想部分的效果；最后，再让



学生分析包含联想内容的一段文章，展开添加联想文字的扩

写小训练，并当堂相互评点。如此围绕课文教学重点展开互

动，既做到了课内阅读向课外阅读迁移，也实现了阅读理解

向写作训练的迁移。 2．“动”在学生的情感需要处 学生的

智力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脱离他自身的情绪意志背景

。情绪意志的状态既可以推动智力活动的积极开展，也可阻

抑智力活动的进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

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能

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①师生互动应“动”在学生的情感

需要处，教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与互动，与学生形成了包

容、共享的互动关系，给学生更多的关爱和鼓励、更多的指

导和帮助，有意识地与这些学生保持经常性地有效性地互动

，让他们获得某一种成功，从而增强进步的信心和勇气，使

课堂从“一言堂”变成了“众言堂”。如，李镇西老师在指

导学生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中，在指导学生

读正确的基础上，和同学聊在14岁时有没有想过爱情，是否

向父母问过以及他们怎么回答的，为什么有些同学不敢问，

假设问了会怎样等问题，从而形成一种阅读期待，使学生在

阅读课文中进一步思考苏霍姆林斯基是怎样讲爱情的，并将

自己喜欢的语句或不懂的语句勾画出来，在自读后主动、热

烈地品味、交流、争论有关想法。这样，课堂教学和学生的

现实需求融为一体，实现了语文生活化和生活语文化，提高

了课堂效益。 3．“动”在需要师生合作处 合作是课堂互动

的重要方式之一。教师的一切课堂行为，都是发生在学生同

伴群体关系的环境之中的。课堂上师生需要合作的关键点是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疑惑、困难的时候，是学生产生与教



师合作需要的时刻。 在师生合作中，教师不必急于告诉学生

答案，而是在创造一个生生互动的环境下，从教师到学生，

从学生到教师，从学生到学生，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个

体，从个体到个体，从群体到群体，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

让他们自己在探索、思考、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找到问题的

答案。师生之间敞开心扉，相互理解、相互接纳，形成一个

“学习共同体”，从而实现真正的师生互动。如，某教师在

进行《黔之驴》公开课教学中，有位学生忽然提出这样一个

教师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课文的题目为什么叫“黔之驴”

而不叫“黔之虎”？这个问题教师也一时回答不上来，于是

让学生自己思考并常识解答，有的说是因为黔地没有驴，有

的说是因为驴太蠢了等等，始终没有说服力。教师自己也没

有想出满意的答案；于是灵机一动，说道：“刚才这位同学

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大家思考，我们不妨先把这一问题放在

一边，等到分析全文后再来找满意的答案，如何？”然后继

续进行下一环节教学，在教学中，继续思考，忽然想到了文

章的主旨是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强的人，想到作者的政

治遭遇，想到柳宗元在《三戒》序中说“出技以怒强，染卒

迨于祸”这样的话，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来解

释比较好。于是在后面让学生分析文章写作目的时又抛出这

一问题，并适当地介绍了作者的遭际和《三戒》序中有关的

话，结果学生回答说：“用驴子象征外强中干、愚蠢的人比

用虎来象征更贴切，以‘黔之驴’作题目更能充分体现作者

的写作意图，结实文章的主旨。”此处师生互动双方均互有

需求，需要双方在合作中互动，事实上师生双方也做到这一

点，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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