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达于道者，艺也。”这里的“道”即本源、规律

之意，也就是说，技巧能够体现、顺应事物的本源和

规律，才称得上艺术。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运用好各

种教学方法、技巧，讲好每一堂课，应该是每一位教

师的追求。下面就笔者的上课实践，谈一点粗浅的体

会，以期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 学术功底与授课技巧的结合是讲好

一堂课的关键

就讲课而言，学术功底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定

位要恰当，要能够明确课程在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

中的作用。二是要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相关教材的结

构，以便剪裁取舍，出彩加花；三是相关的概念必须

清楚、明确；四是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要清晰，能够

在教学中展示并带领学生演练思想方法和思维技

巧；五是要与时俱进，善于取舍。

就授课技巧而言，笔者认为它包括对课堂的把

握、情感投入、语言艺术、教学技术的运用等内容。它

必须能够按照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灵活运用，做到

既深入浅出、严谨准确，又生动形象、绘声绘色。只有

学术功底与授课技巧的结合，才能讲好一堂课。

二、运用各种授课技巧产生实效是基础

!、师生间达成共识，建立默契。教学活动是师生

双方的互动，教师是主导，主体是学生。师生间要达

成共识、相互呼应、彼此默契，才能在关键处传神。

下面以《质量管理学》课程定位问题的教学为

例，说明如何在师生间建立默契。从学科的角度看，

《质量管理学》是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之一；从学

生建立知识结构的角度看，《质量管理学》乃是管理

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因此，首先必须让学生明白两

点：

首先，什么是质量管理？其次，为什么要学习质

量管理学？对于这两点，要贯彻始终地讲。即使多年

以后，学生没有从事质量管理工作，可能忘记了具体

的章节，但只要对这两点记忆深刻，一旦碰到实际问

题，他应该知道哪些是属于质量管理学的范畴，知道

如何求解。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以上这些是接受

的。只有学生明确了这门课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形成

一个清晰的定位，从而与教师达成默契，密切配合。

"、激发学生兴趣，使课程充满吸引力。“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掌握某种

事物并经常参与该种活动的心理及相应的能力。如

果学生对某一门课程不感兴趣，教师讲得再好也是

徒劳。怎样才能有效的引起学生的兴趣，笔者认为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形成整体概念，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质量

管理学。让学生从整体上对课程的性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有所了解，不仅构建知识结构

体系很重要，而且，对于引起学生兴趣来讲，也是非

常有帮助。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增设相关专题，强调实际

运用。专题要能够完整地反映课程的一个方面的作

用，但都应指向课程的可操作性和使用的重要性、广

泛性。这样，一方面能够使学生了解课程在实际生产

中是如何使用的，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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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重要性。学生对这些专题是非常感兴趣的。

第三，讲活基础，引向前沿。仅仅满足于课本内

容，一味的从概念到概念，将使整个课程变得味同嚼

蜡，学生对学习变得意兴阑珊。因此，不仅要把课本

知识讲透、讲活，还要适当的介绍本学科的前沿问

题，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的探索的

热情，从而学好课程。

!、倾注热情，激发学生情感。让学生保持一种特

定的情绪和情感，就能为他们创造一个引起积极思

维的特定情境。知识的传授与心理教育，在教学中天

衣无缝地予以结合，通过对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热情演绎，让学生积极的思考，并在思考中获得成功

的喜悦。当然，这样做，教师必须十分的投入，花费大

量的心思和精力，但是非常值得。

"、引导学生思考，启迪思维。教是为了不教，教

学的目的在于启迪学生的思维，训练学生的思维技

巧。

第一，鼓励发言，使学生思维趋于活跃。语言是

思维的外壳，必须让学生用语言表达他对问题的理

解或看法，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学生的思维趋于活跃

状态。

第二，耐心“等待”，连续强化，促进学生思维不

断发展。“等待”是指两个时间。一是提出问题后，学

生急于回答。教师要他们“不要急，想好了再说”。二

是学生回答后教师让他“再想想，还有其他理由吗？”

这是一种“连续强化”。把握好“等待”的运用，激发学

生对问题的思考，学生学起来就会更加积极，所学的

知识就能掌握得更加牢固，思维能力也会不断地提

高。

第三，抓住矛盾，定向思考，引导思维向纵深发

展。不失时机地抓住矛盾，把它作为引发学生思维的

导火线，通过定向思考活跃兴奋点，使他们产生表达

思想见解的强烈欲望，促使思维深入发展。以“矛盾”

为切入点，适当地给予点拨，就会打开学生思维的

门，逐渐养成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

第四，留下思维空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给学

生多留下一点“空间”，让他们独立运用已有的知识，

去解决新的问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养成独立思

考的习惯，真正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合理利用案例，培养学生思考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通过一个案例

（具体情景）的描述，引导学生讨论，以掌握知识、深

入思考的一种教学法。它可以让学生通过案例发展

对如何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如果学生掌握了如何

分析问题，那么即使他不去记忆“死知识”，仍然能够

依靠推理能力来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将使学生能够

迎接不断面临的新挑战。

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是案例教

学法的精髓。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平等，共

同讨论问题和疑点。因此，案例教学绝不能流于简单

的“讲故事”。

四、恰当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学方

式

教师讲课如同演员的表演。对现代教学技术的

恰当运用，犹如演员使用道具，用助于丰富教学方

式、提高教学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现代教

学技术的使用都是“双刃剑”，用的好，可以为教学添

花加彩，而过分地依赖技术，弱化了教师的讲解过

程，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总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只有不断的思考、

总结教学中的各种经验、教训，热情地投入，才能够

在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真正的讲好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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