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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puts forward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It discusses how to grasp several key links from the formation 

of rational knowledge, creates a good atmosphere, flexibles implementation guide and does the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doubts in 

the interactive classroom education, that provides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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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院校课堂教育实效应把握好的几个环节 
陈伟成   赵艳辉  

蚌埠汽车士官学校，蚌埠，安徽，中国 

摘  要  论文提出了互动模式教学，并重点从形成理性认识、营造良好氛围、实施灵活引导、做好答疑解惑等方面论述了互动式

课堂教育应当把握的几个重点环节，为提高课堂教育实效提供几点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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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院校教学任务转型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教育对象

的变化，课堂教育惯用的传统灌输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局限

性，不仅教育者受累，更造成了作为教育对象的学员消化

不良，影响了教育效果，因而必须加以革新。互动模式是

一种强调教学相长的新理念，在地方素质教育中得到广泛

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积极借鉴地方成功经验，尽快将

互动模式纳入到研究视野和能力范围中，趟开互动式课堂

教育的路子，重点应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2．形成理性认识 

对互动模式，一些同志存有模糊看法：有的认为老传

统是传家宝不能丢，有的觉得学员素质参差不齐搞不出名

堂，还有的担心有损教育者的权威。所以开展好互动式课

堂教育首先要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误区，教育者要本着事实

求是的精神、为思想政治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评

价互动模式。 

2.1  拓宽了教育渠道，壮大了教育力量。 

当前课堂教育效果不尽人意的症结很大程度在于把理

论教育和行政命令混为一体，把服从观念带到课堂教育中。

这就违背了接受心理的规律，必然产生事倍功半甚至徒然

无功的结果。而互动模式强调民主、平等、参与，通过问

题大家摆，思想大家亮，方法大家定，答案大家找，促进

单向交流向双向交流的转变；推动静态交流向动态交流的

转变；帮助学员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接受转变。使教育渠道

由“一枝独秀”变为“多管齐下”，教育力量由“单打独斗”

变为“联合作战”。 

2.2  促进了学员合理个性发展。 

课堂教育效果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看学员的培育和塑造

怎样。传统模式把学员局限于“埋头记笔记、大声喊口号”，

忽视其主动性的发挥，长此以往使学员弱化了精神能力，

形成“依附型”人格，导致退伍、转业后在开放、变革的

社会环境中因“灵感枯萎”而难有作为。与之相反，互动

模式认为所有的教育最终都要通过学员的自我教育来完成

并发挥作用，尊重并注意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有利于培养出多向

度思维和理性思维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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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造良好氛围 

置身于宽松、友好的氛围中，学员才易于采取主动、

合作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此，要运用各种方

法，着力营造好氛围。 

3.1  缓解紧张情感。 

知识是客观而无倾向的。但当知识成为人际交流的媒介

时，它便具有了情感性。知识的交流首先表现为情感的交

流，愉快的情感交流可以加强官兵对知识的吸收程度。教

育者要善于运用目光、表情、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让学

员感受到赞同、欣赏和信任，以缓解其陌生感、紧张感。 

3.2  淡化等级观念。 

要使以往“沉默羔羊”般的学员叫起来，“一潭静水”

似的会场动起来。就必须在“平等”两字上下功夫，着力

帮助学员凸显平等意识：淡化他们潜意识中对教育者的角

色敬畏和因自身不够成熟而产生的自卑感，倡导他们勇于

“当仁不让”和追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努力促使教育

者和学员为活动内容所吸引，进入“忘我”境界。 

4．实施灵活引导 

灵活引导是运用互动模式增强课堂教育实效的关键环

节。要认真分析、预测学员的接受能力和互动水平，以高

度负责的精神、耐心细致的态度、科学有效的手段全程实

施好引导。 

4.1  紧紧围绕主题。 

互动模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每次教育都有明确的主

题，运用互动模式正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员对主题的学

习和领会。这就要求教育者把握好主题的“控制权”，对学

员自发的零散思想、无关的消极举措及时加以纠正、调整，

保证围绕主题不动摇。具体来讲：跑题时，入轨；变音时，

调频；走神时，提醒；无声时，启发；讲完时，归纳。 

4.2  防止流于形式。 

教育过程中，在发挥教育者主导作用和尊重学员主体

地位的辨证把握上，许多教育者常有失偏颇。有的认为提

问就是互动，有的把互动等同于聊天。前者是一种表面上

民主，但实际上教育者仍是主宰的方式，引起的常是学员

“别喊到我”的祈祷和“搜肠刮肚”的紧张。后者则矫枉

过正，过分强调“一团和气”，以致放弃了教育的引领性、

说服性，其实质是放任自流式的不负责任。以上两种“形

似神非”的互动模式，在组织教育时要注意加以克服。 

4.3  注重交流技巧。 

当缺乏相应的交流技巧时，教育双方即使都有强烈的

交流愿望，也往往造成“启而不发、问而不答、导而不行”

的尴尬局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运用适当的交流技巧，使

得他们乐意思考、抢着发言，获得激情奔涌、创意绽放的

活泼局面。为此，可以试用以下方法：抓住热点问题议，

提高兴奋度；联系实际问题比，拨动敏感点；针对模糊观

点评，加大启发性。 

5．做好答疑解惑 

运用互动模式，教育者讲的话数量上减少了，容易使

人产生“担子轻了，可以松口气了”的感觉。其实与这种

感觉恰恰相反，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因为要讲的话质

量要求变高了，主要表现在要回答好学员各种各样的问题。

要避免“下不了台”的尴尬，驾驭好互动模式，必须练就

以下硬功夫： 

5.1  善于以小见大。 

学员获得了话语权后，敞开心怀吐露的心声多是个人

的所见、所闻、所想，相对于要灌输的系统理论显得较为

“细小”和“低端”。教育者应该在结合上做文章，善于把

大道理落脚到小现象、结合到具体事，以便于接受和消化。 

5.2  敢于直面是非。 

当前社会上思想良莠不齐，事物泥沙俱下。如果教育

者刻意回避、掩饰那些错误的思想言论、事实和社会现象，

学员一旦通过自己的信息途径得知了某些相反的事实，就

会对宣传教育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因此教育者应勇敢面对

而不是有意回避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和问题，积极帮助

他们全面而辨证地分析、认识问题，促进社会主流意识和

价值观的内化。 

5.3  长于辩论析理。 

一些歪歪理、灰段子在部队有一定市场，怎样抵制和

消除这些思想带来的不良影响？简单制止往往行不通，思

想的问题还要靠思想手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曾讲：“你不

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

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这就启示

我们，正确思想的主流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通过与之对立

的诸多观念的交锋和斗争博得的。因而教育者要通过认真

组织辩论、深入互相剖析，使学员“心服口服”地接受教

育，真正做到用科学理论占据学员思想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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