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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与  现  实 

——大学教师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姚利民  成黎明 

摘  要： 大学教学现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用问卷的方法主要从大学生对教学的期望和教师

教学现状两方面调查学生，发现了当前大学教师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师生关系、教学方法与学

生学习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大学教师教学以人为本势在必行，但又任重道远。 

关键词：大学教师；教学;问卷调查法 

一、引  言 

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大学教师的教学现状，探究教

师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原因，进而促进教师解决教学

中的问题并进行有效教学，笔者对湖南省5所大学的31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从大学生对教师教学情况

的看法、满意度和期望来了解当前大学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的表现、存在的问题和应加以改进的地方，为大学教

师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提供参考。 

二、结果分析 

1.教学目的 

从大学生期望教师在教学中强调的教学目的看，

87.5%的大学生期望教师的教学目的应该是 “培养学
生的能力和学习方法”，“传授知识”、“应付考试”、“其

他”分别只占到 6.1%、3.7%、2.7%。然而，从大学生
对“现今大学教师教学时强调什么样的教学目的”的

回答来看，45.3%的学生选择“知识的灌输”，16.3%
的学生认为是“发展学生的能力”，15%的学生认为是

“学习方法”，71.2%的大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没有
满足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可见，教师的教学离学生

的期望有较大距离。大学生大多期望教师在教学中培

养能力和学习方法，对单纯的知识传授期望值并不高；

而实际上教师却将知识灌输当作主要目标。不难看出，

在教学目的上，大学教师教学忽视了学生的期望和需

要，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2.教学内容 

大学生对教师选取教学内容的期望与评价。调查发

现，教师教学内容的选取与学生的期望存在较大的反差。

特别是在“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选取教学内容方面，

有 43.3%的大学生希望教师“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和兴
趣”选取教学内容，但只有 12.4%的大学生认为教师在
教学中做到了这一点，反差十分显著。在依据指定的教

学内容上师生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有 25.9%的大学
生认为教师依据学校指定的内容授课，说明许多教师在

课堂上以教材为本，照本宣科。调查还发现，大学教师

过多地依据知识系统性和逻辑性、方便自己、为了考试

和指定内容来教学（三项共占 87.6%），而忽视了从学生
的需要和兴趣出发。 

大学生对教师组织教学内容的评价。尽管有 34.8%、
23.7%和 4.7%的大学生承认教师“有时”、“经常”和“总
是”以学生能接受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但分别有 12.5 
%和 24.4%的大学生认为教师“很少”和“较少”以学
生能接受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试想，教师如果不以学

生的接受能力来组织教学内容，学生何以能理解和掌握

它？教学目标何以实现？进而教学又有何价值可言？ 

大学生对教师教学内容的满意度 教师教学内容的选取

和组织一定程度上远离大学生的期望和需要，必然导致

大学生对教学内容满意度不高。调查发现，大学生对教

师选取和组织教学内容的满意度确实比较低。对教学内

容“满意”和“有点满意”的只占学生总数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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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确定的 23.4%，而“不满意”和“有点不满意”的
达到了 49.3%。 

3.教学组织 

笔者主要从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根

据学生的需要组织教学、根据学生在教学上的反映及时

调整教学进度和让学生参与教学四个方面来调查教师组

织教学的现况。 

在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上，分别有

36.9 %、34.8%、28.4%的学生认为大学教师“很少”和
“较少”、“有时”、“经常”和“总是”以学生的接受能

力、理解水平为基础进行教学，“很少”和 “较少”的

比例比“经常”和“总是”的比例高了 8.5 个百分点。
这表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做到从大学生实

际水平出发，因材施教。 

在根据学生的教学需要组织教学方面，教师也往往

做得不理想。有 49.1%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和“较
少”地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组织教学，只有 9.4%的
学生认为教师能“经常”和“总是”做到这一点。关于

教师教学时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要的情况，认为“很少”

和“较少”的学生高达 58.7%，认为“有时”的学生占
32.5%，认为“经常”和“总是”的学生只有 9.9%。根
据教学变化及时调整教学进程是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关

键。调查显示，大学教师对教学进程的调控不太令人满

意，只有 13.5%的大学生认为教师“经常”和“总是”
及时地根据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调整教学进程，适当地

组织教学活动，却有多达 41.2%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
和“较少”这样做，40.1%学生认为教师只是“有时”
能及时调整教学进程。 

教师如果没有及时根据学生的反应调整教学进程，

而只顾满堂灌，自然更不会鼓励学生参与教学。调查数

据反映的情况正是如此。只有 0.7%的大学生认为教师
“总是”让自己参与教学，认为教师“经常”让学生参

加教学的学生也只占 12.8%，认为教师“很少”和“较
少”让学生参与教学的学生比例高达 46.7%，接近半数。
可见，当前大学教师只顾自己讲课而忽略学生，没有从

学生的反应中获取信息，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也没

有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学生参与到教学中，结

果导致一言堂，课堂气氛沉闷、毫无生气与活力，教学

收效甚微。 

4.师生关系 

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师生关系僵化、感情疏远甚

至对立、态度冷漠等情况比较严重。对此，笔者从学生

的期望和课堂教学情况来加以考察和分析。 

在大学生所期望的师生关系中，师生互动排在首位

（40.1%），其它依次是理解（24.0%）、民主（18.0%）
和信任（16.8%），很少（2.5%）的学生认为“除了教学
工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关系”，这说明大学生更希望与教

师建立多样化、亲近的朋友式关系，而不希望师生之间

只存在制度上的功能性交往。但大学生在对教学中教师

关心、尊重学生和教学民主的评价上，认为教师“很少”

和“较少”、“有时”、“经常”和“总是”关心与尊重学

生、课堂十分民主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32.7%、42.9%、
26.2%。教师关心和尊重学生、课堂民主是实现有效教
学的重要条件，是使教学焕发活力的关键。但调查结果

表明，当前大学课堂却缺乏这一特征，这与大学生的殷

切期望相冲突。同时，大学生对互动、民主、相互理解

的师生关系的高期望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大学教

学中师生关系的严峻现状。 

在关于大学生期望自己在教学中充当什么角色方

面，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80.0%）希望自己
成为教学的主体和主角、积极的参与者，而很少希望自

己作为接受知识的对象（11.4%）和旁观者（3.8%），被
挡在教学之外；对应地，在对教师在教学中充当什么样

角色的期望方面，希望教师作为引导者的比例占绝大多

数（80.9%），很少有学生希望教师充当知识传授者
（11.9%）和教学的主角（5.4%）。 

在教师权威方面，仅有 2.9%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权威

应该建立在“制度强制性上”，78.8%的大学生认为教师
应将自身的权威建立在“教师个人的内在素质、能力和

对学生的关爱上”。但事实是，63.9%的大学生认为教师
在教学中将权威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特权（如考试、惩

罚权等）上，只有 36.1%的大学生认为“很少”和“较
少”出现这种情况。不难推测教师如果一贯将自己的权

威建立在外化的制度上，势必会导致师生关系走向非人

性化，使教学变成冷冰冰的强制行为。只有扎根于教师

自身修养的权威才是内化的权威，才有利于互动、信任、

理解和民主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5.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对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引起学生兴趣以及

提高教学效率起到重要作用。调查发现，对于教师应依

据什么标准采用教学方法，有 70.2%的大学生认为应该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要”，11.3%的大学生认为应“为
了内容的好教”，9.9%的大学生认为应“根据教师的特
长和喜好”，8.6%的大学生表示“不能确定、不知道”。
可见，大学生希望教师选用教学方法时更多地关注教学

方法适合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更好地为学生学习服务。

学生究竟最希望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呢？调查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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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让学生能主动参与的方法”最受大学生欢迎

（52.6%），“互动式讲授”位居第二（28.8%），“学生自
己讲授的方法”最不受欢迎（4.9%）。研究表明，大学
生喜欢参与教学，获得学习的机会和一定的自主空间，

但同时“学生似乎并不喜欢在学习中付出太多努力的思

考，也不喜欢独立的工作”。
[1]
大学教师在选用教学方法

时应该注意到这些因素。 

大学教师采用教学方法的现实呢？调查发现，大学

教师采用教学方法的情况并不理想，远离大学生的期望。

高达 85.3%的大学生认为大学教师在教学时“有时”“经

常”“总是”采用讲授法、一言堂，将学生当作接受知识

的容器。学生普遍反映，讲授法是大学教师最常用的教

学方法。而在对讲授法的评价中，仅有极少数学生

（6.2%）认为这种方法“效率高、很好”，大多数学生
（65.2%）认为它只有一定的效率，因而不能高估它的
作用。当然也不应放弃采用讲授法，最重要注重讲授时

的互动式，并配合采用其他教学方法。教师采用多种教

学方法并及时变化方面，认为教师“很少”和“较少”、

“有时”、“经常”和“总是”变换教学方法的大学生分

别占 53.6%、37.2%、9.2%。可见，大学教师不善于采用
多种教学方法并及时变化教学方法，习惯于采用单一教

学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一般又是讲授法。此外，对教师

教学方法具有很高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这一点上，持“赞

同”和“有点赞同”观点的大学生人数比例总共才 17.0%，
58.1%的大学生持“不赞同”和“不太赞同”态度。从
总体上看，大学生对教师采用教学方法的满意度不高，

高达 58.1%的大学生不满意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满意
的学生只占 3.1%。 

6.学生学习考核 

对大学生学习考核方面的情况同样通过大学生对学

习考核的期望和对当前大学教师采用的学习考核的看法

的对比来进行分析。 

在学习考核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上，55.0%的大学生
认为是“为了诊断学生在学习上的不足，改进学习和教

学”，28.6%的大学生认为是“作为激励学生学习的手
段”，而认为是“惩罚”、是“为了学校的管理”和“评

价教师教学质量的手段”的大学生分别为 1.5%、4.0%和
10.8%，前两项的总和达到了 83.6%，后三者仅为 16.3%。
不难看出，产生这种分化的原因在于“诊断学生学习不

足、改进学习和教学”和“激励学生学习的手段”的学

习考核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为学生服务，自然能赢得学

生的喜好，而后三者则是为学校和教师服务的。同样，

在关于希望教师选用考核方法应该做到什么方面，大学

生的看法也与上述相似， 认为考核应该“能检验大学生

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水平”和“能全面地测量出大学生的

进步与不足”的大学生分别占到了 38.2%和 35.9%，而
认为考核应该能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校考核”

“检验知识掌握和记忆情况”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5.5%、20.4%。可见，从大学生对教师采用什么样的学
习考核的期望上来看，学生希望教师在选用学习考核方

法时照顾到学生的需要，为学生的发展服务。 

从百分数反映的学生对考核方法喜好的排列上，

实验或项目研究方法排在首位（32.8%），这是因为实
验或项目研究能更好地检验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这

种考核方法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大学生有

较大的自主活动空间；此外，口头表达方式（20.1%）
和小论文（19.7%）也得到了比较高的认可，这可能是
由于这两种考核方法的答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留

给学生较大的自由发挥余地，而且还能检验学生交际

能力。这三种考核方式都强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获

得了学生较高的认可。与此相对，大学生最不喜欢教

师采用考试方法进行学习考核，原因在于考试形式具

有封闭性和绝对性，留给学生的自由度不够，检测学

生能力的效果有限。 

在对大学教师采用的学习考核方法的评价方面，有

34.4%的大学生认为教师 “基本上采用考试这种单一的
考核形式，不能正确诊断学生的不足和进步”，25.8%的
学生认为学习考核“强调知识记忆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和

学习方法发展的情况”，21.4%的学生认为学习考核“只
重结果，不看学生的进步”，只有 11.1%的学生认为学习
考核“形式多样、效果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

大学教师进行学习考核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学生不

满情绪比较高。在对大学教师采用的学习考核方法的满

意度方面，“不满意”和“有点不满意”的学生占 54.2%，
“满意”和“有点满意”的学生分别只占 4.5%、17.1%，
还有 24.1%的学生不能确定是否满意。可见，大学生的
满意度确实相当低。 

通过对比大学生对教师考核学生学习的期望和教师

考核学生学习的现状可以发现，出现学生满意度不高、

考核效果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考核方法与服务学生需

要和发展间存在较大的偏差。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大学教师教学的情况，笔者在

问卷中还专门设计了几个综合性题项，以总体反映当

前大学教师教学的现实。结果表明，多数学生并不赞

同 “教师教学使学生收获很大”和 “对教师教学感

到很满意”，认为“教师教学比较乏味” 的学生高达

66.0%。这些情况说明，大学生对教师教学总体评价不
高，大学教师的教学不仅差强人意，而且问题突出，

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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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教师的教学存在不少问题，大

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不高。总的说来，大致存在以下

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没能很好地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水平。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教师的教学与大学生对教学的

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教师在教学时往往没有从学生

的需要和兴趣出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比如

在教学方法上，只有 5.9%的大学生最希望教师采用讲
授法教学，但实际上却有 85.3%的大学教师或“有时”
或“经常”或“总是”采用讲授法，搞一言堂，结果

造成 58.4%的大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感到不满意。
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时常常忽略学生的发展水平和

接受能力。调查显示，仅有 2.8%的大学生认为教师
在教学中“总是”以学生的接受能力、理解水平为基

础。这些情况反映了教师在教学时还是过多地以自己

为中心、以考试为导向、以教材为本本，没有关注学

生的需要和发展水平，做到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实际  

出发。 

第二，过分地制度化，主体性教学缺失。“目前学

校教育最大的弊病要数它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统一时

间、统一内容、统一目标、统一方法，高度的统一导

致高度的封闭，学生的个性被禁锢在单一僵化的教育

模式中。”[2]受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大学课堂满

堂灌，过分一律，以知识灌输为目标，忽视能力、情

感和个性的培养。这种教学以知识传输为全部，将教

学内容的选取和组织建立在两个假设上：假定教师能

完整准确地接受教材承载的内容并能客观准确地传授

给学生，假定学生能完整准确地接受教师与教材传授

的内容。
[3]
大学教师只是依据知识的逻辑性和教学的

便利性选取教学内容，原原本本地教授指定的内容，

没有考虑学生的理解水平和发展需要。实际上，在教

学中，原来指定的教学内容已经发生了异变，在这种

不存在的假设下本本式地传授教学内容只会导致学生

对知识缺乏兴趣，禁锢学生的心智。结果使“教学逐

渐演变为一种外在符号和信息的逻辑操作，知识离人

的精神越来越远，与人的生活也越来越脱离。”[4]这样

的教学缺少人情味，只会导致学生人格异化，不利于

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三，教学关系僵化，缺乏人性成分。当前有许

多大学生“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

不欲见”；教师则是“既去若素所不至者”，上课时背

课本进教室，下课则匆忙离去，与学生“漠然如行路

之人”。师生关系冷漠、僵化甚至对立，缺乏民主、理

解、信任的成分，教师需要依仗恐吓、惩罚等措施来

维持课堂纪律，犹如“监工”“狱警”。这样的描述可

能有些虚妄，但教师教学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师

生关系是大学教师进行教学的重要纽带，“在没有与青

少年真正接触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何谓好的教学。”
[5]

那些“依靠正式纪律的教师对于他或她所教的学生来

说没有亲近感。这样的教师只不过被学生们看作是一

个‘教员’、一个‘监工’”。
[6]
大学教师不尊重、理解

和信任学生，与学生交流机会太少，师生之间就会产

生隔阂、关系僵化，教学就会变得缺少人情味，人性

成分便会散失。 

综上所述，大学教师在教学上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限于篇幅，对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对策将另文研

究。鉴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要改进大学教学，大学

教师就应该从大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水平出发，尊重学生

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正确的教学目的，选取适

切的教学内容，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进行合理的教学

组织，建立人性化的师生关系，探索科学的考核方式，

以人为本地教学。这不只是笔者的看法，也是大学生的

呼声，在关于“您对大学教师教学还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的开放型问题中，许多学生这样建议，“希望老师教学时

多关心学生”，“不要只顾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心情而定，

而应该关注学生的需要和兴趣爱好”，“以学生为出发点、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看来，大学教师教学以人为本势

在必行，但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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