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扯”，在中国北方语系中一般称作“侃”，“侃大

山”即由此得名。[1]在南方语系中，有的地方将“扯”

称为“策”，同音不同字，例如湖南卫视有一档收视率

较高的节目，叫《越策越开心》，其中的“策”字即为此

意。“扯”，在一般语境下，即为自由地说，自由地聊，

甚至有“开心”地聊的意思。[2]在大学本科课堂教学

实践中，“扯”这种教学方式如果适用得当，将产生意

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当然，“扯”的内容准备与时间

把握也应尽可能控制在合理及适度范围内。

一、“扯”在大学本科课堂教学中的具体意义

传统而言，基于本科生的社会阅历、知识面、知

识接受能力及其他因素的限制，大学本科课堂教学

通常以教师向本科生传授某一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知识点为教学重点，“扯”这种教学方式在传统的

本科课堂教学中一般是不被倡导或不值得倡导的[3]。

然而，当代大学生在知识接受能力及接受方法

方面与之前的大学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当然，这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网络及方便、

快捷的移动终端设备对当代大学生知识学习方式

所带来的巨大改变。当前，在专业搜索引擎网络公

司的资源整合下，大学生要想在网络上找到某个基

本知识的详细介绍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Google公

司甚至还专门开发了 Google Scholar（即“谷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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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习平台，中国的百度网络公司也开发了“百

度学术”学习平台，这些学习平台的开发与使用对

于帮助大学生简便、快捷地学习某一课程的基本理

论或基本知识提供了方便之门。在此种环境下，大

学生对于某一课程知识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传统

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层面，相反，他们需要教师

在课堂上提供更多视角和更多资源的背景知识，以

此来充实课本知识和传统课堂教学中知识传授的

不足。在本科课堂教学中适用“扯”这种教学方式，

具体而言，能产生如下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保持持续有效学习状态

任何学生在课堂学习时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地保持注意力听教师授课，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有意或无意地走神，或者不经意地对教师的授课内

容和授课方式感到枯燥无味是正常的事情。“扯”，

其所聊的内容一般都是题外话（当然不完全是题外

话），在正常的教学内容与过程中插入一个看似无

关的题外话题，能够将学生相对疲惫的精力及合理

范围的“走神”吸引课堂教学的氛围中来；[4]同时，经

过授课教师内容的编排及语言的组合，“扯”的题外

内容在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同时，可能还会激发学生

潜在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能够以持续有效的学

习状态投入到后续的学习内容中去。

（二）拓展学生知识面，调节学生知识结构

“扯”可能是教师在课堂上“临时起意”所为，也

可能是事先刻意安排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扯”的

内容应该是五花八门，相当丰富的。[5]有的可能是

与授课内容直接相关的，也有的可能是与授课内容

间接相关的；有的可能与所授课程同属同一学科，

也有的可能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这些丰富多彩

的“扯”的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当所“扯”内容分属不同学科时，在一定程度上

还能起到改善和调节学生知识结构的作用。

（三）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认识，强化相关知识的

记忆

“扯”的氛围相对于正式的课堂教学而言要轻松

一些，同时，“扯”的内容或话题要相对非正式一些，

这种轻松的氛围和相对非正式的内容能够帮助学生

以一种闲适的心态来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同时，如

果所“扯”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则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学生强化对相关知识点的记

忆，从而在整体上有助于对所授课程的学习。

二、本科课堂教学中“扯”的内容准备

本科课堂教学中，“扯”的内容准备应注意如下

几个因素：

（一）“扯”的内容准备应与所授课程基本知识相关

本科课堂教学的基本任务或中心任务仍是传

授某门课程的基本理论或基本知识，因此，课堂中

“扯”的内容选取应最大可能地与所授课程的基本

知识直接相关，如果不能直接相关，也应尽全力做

到间接相关。唯此，才能够做到既完成了本科课堂

教学的基本任务，同时，也能够充分展现“扯”在本

科课堂教学中的特殊功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程度的度的把握一般没有明确的标准，在教学准备

中完全由授课教师自由掌握，但“相关性”应当作为

教师选取“扯”的内容的一个核心检验标准。

（二）“扯”的内容准备应具有时代感，能引起学生的

兴趣

由于年龄、阅历等因素的限制，教师和学生之

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代沟，很多教师不知道学生

想听什么，也不了解学生课堂学习内容的“底线”是

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扯”这种非正统的教

学方式运用得很好是很难的。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扯”的教学方式不要随便

用，如果想用，那首先得做好十足的准备，而且，有

的准备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首先，授课教师得保

持一颗年轻的心，即心态要年轻，只有心态年轻了，

教师的视角与思维才能跟得上学生的步伐；其次，

在心态年轻的基础上，授课教师得关注不同年龄阶

段学生近一年或两年内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

方面所关注的重点与方向，这个重点与方向把握不

准，那么“扯”的内容是很难获得学生的认同的。以

上两个关于“扯”这种教学方式的要求只为了获得

这样一种教学效果，即“扯”的内容准备应具备充分

的时代感，“扯”的内容应在寥寥几句开端语一说，

就能吸引住大多数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对即将而

来的聊天内容产生极大的兴趣。

（三）“扯”的内容准备应提供相应评论，最好能在学

生中形成共鸣

纯粹的叙事方式并不能让学生在头脑中对所

“扯”的内容以及与该内容相关的课程基本知识保

持深刻的印象。相反，授课教师应在“扯”的过程中

结合所授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对所“扯”内

容进行或深或浅、或粗或细的评价与分析。在时间

顺序上，这种评价与分析可以在“扯”的过程中展

开，也可以放在“扯”的最后进行总结式评析。在评

论内容上，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综合评判，在

评论中加入个人的主观评判内容，但这种主观评判

内容要尽可能全面客观，尽可能要与所授课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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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或基本知识的价值理念或核心思想相一致。

对“扯”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评论，最佳的效果是，应

尽可能在学生心中形成相应的共鸣，最好能引发大

多数学生在内心形成“哦，原来如此”的感慨。[6]

三、本科课堂教学中“扯”的时间控制

“扯”不是本科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因此，

“扯”的时间在课堂教学中所占的比例不应过多，以

适度为宜。日常教学过程中，其实不乏教师在课堂

上大“扯”特“扯”的现象，但个别教师一旦“扯”开之

后，其话匣子就犹如空中断线的风筝，无法收回，以

至于有的教师整堂课都在“扯”，“扯”到最后完全偏

离了所授课程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的范围，学生在

听完整堂“扯”课之后，不知道自己真正学习了什

么。相反，有的教师“扯”的话题已经打开，但碍于

时间关系，将“扯”的内容提前结束，“扯”的内容与

所授课程的关系、相关评论内容等完全省略，导致

学生也不知道之前所“扯”的内容的真正用意何在。

“扯”的时间控制以适度为宜，但适度的标准是

很难界定的。“扯”的内容的性质、“扯”的内容与所

授课程相关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的紧密程度都将

直接关系到“扯”的时间长短。一般而言，纯粹理论

性的“扯”的内容，在时间上相对较短；相反，叙事性

的“扯”的内容，在时间上相对较长。同时，如果

“扯”的内容与所授课程相关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联系紧密，因为不需花费过多的时间解释二者的关

系，因此“扯”的时间不会太长；相反，如果“扯”的内

容与所授课程相关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联系不紧

密，或只存在间接联系，则“扯”的时间相对会长一

些。[7]但就教学目标而言，无论“扯”的时间多难控

制，45分钟的课堂教学时间，“扯”的时长不应超过

5～6分钟，即“扯”的时间最多以不超过课堂总时长

的12%，否则，“扯”这种非正统的教学方式将违背

本科课堂教学的本意。

四、“扯”在本科课堂教学中是一门艺术

本科课堂教学中，“扯”，并非胡乱地“扯”，“扯”

首先应当围绕所授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来

进行，同时，“扯”应该具备相对明确的引导目的，漫

无目的和漫无边际地“扯”只能称为“瞎扯”。“扯”在

本科课堂教学中是一门相对高深的艺术，“扯”的内

容选取、“扯”的时间控制、“扯”的语言组织与表达、

“扯”的情绪张弛，所有这些方面的合理、适度拿捏

才能构成一次相对成功的“扯”。“扯”的效果展现得

好，则不但学生能从“扯”的内容中收益颇丰（例如

学习兴趣得到提升、知识面得以拓展、对相关知识

的认识与记忆得到强化），同时，授课教师个人在学

生心目中也能“落得”个“知识丰富，口才极佳”的形

象。相反，如果“扯”的效果不好，不但耽误学生正

常的知识学习时间，混淆了学生的“视听”，更重要

的是，授课教师长期以来积累的正常教学形象也会

被这“画蛇添足”式的教学方式毁于一旦。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是否运用“扯”这种教学方式，如何运用

“扯”这种教学方式，是一件需要对多方面因素进行

综合考量之后才能决定的事情。

当前，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发展，

不但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快速和便捷，同

时，教师获取“扯”的教学资源的途径和渠道也越来

越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教师挖掘和整合“扯”

的教学资源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平台。

授课教师“扯”的能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

在初级阶段，“扯”的内容选取和语言组织等事宜都

是在课前备课中进行精心准备的，然而，当授课教

师经过多方面、多层面及多次数的锻炼之后，“扯”

的意识已经逐渐变得相对从容与自由，授课教师

“扯”的能力也开始由刻意准备的“扯”向自发随意

的“扯”、从杂乱无章的“扯”向进程可控的“扯”转

变。在“扯”的能力相对成熟之后，有的教师甚至可

以将一堂课当作一场“脱口秀”（Talk Show）来展示，

这样的课堂通常会留给听众一种“兴致盎然”且“意

犹未尽”的感觉，这可能就是本科课堂教学中“扯”

的最高境界，也可能是教学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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