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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动式教学模式，意在打破禁锢性教学方式下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以完成师生之间的平等、自由、主动性的教与学
的互动和沟通，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性、探索性。以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提高其创新能力为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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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宗旨

互动式教学模式是在教学环境中，教师与学生

之间发生的一切交互作用和影响的教学程式，是教

与学的融合与平等交流以及相互促进的过程。意在

打破禁锢性教学方式下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以完成

师生之间的平等、自由、主动性的教与学的互动和沟

通，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性、探索性。老师起

引导、帮助、督促和自学性的与学生间相互支撑、依
托的作用。以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提高其

创新能力为主旨。
二、实施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

俗语讲凡事掌握要领，才能事半功倍，互动式教

学模式能否在教学顺利有效的实施，也需要相应的

先决条件，把握互动式教学的基本要素是关键所在。
1．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师在互动教学

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起指导和调控的作用，在教学中

教师的教学素质决定着教学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对第二语言教学提出过教学质量 =［学生( 1 分)

+ 教材( 2 分) + 环境( 4 分) + 教法( 3 分) ］× 教师

的公式，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理解、参透教材的大纲，了解教

材线索及学习要领;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探索潜质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需要教师在立足教材的

基础上对教学提纲做精心的设计准备，在教学过程

中做巧妙的引导; 其次，开放和自由性是互动式教学

的前提，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较强的调控能力，以便充

分应对和处理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反馈及突发情况。
另外，教师的教学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积极、饱满的精神面貌，才能感染

学生，激 发 学 生 的 阅 读 兴 趣，提 高 学 生 的 阅 读 积

极性。
2． 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 互动式教学过程是教

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向活动过程。作为教师，要

想在互动教学过程中引发学生这个主体因素的积

极、主动性，那么必须明确这一点，要摆正学生的主

体地位，这样能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反之，如果只

强调教师自身因素和责任感，而疏离学生这个主体

因素，那教学质量及效果也不能达标。教师需要将

主导作用落实到让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上，将之视为

学习中主体因素的积极对象、学习的主人，外加自身

丰厚的学识水平以及教学技能，学生自然会对阅读

产生兴趣。
3． 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布鲁纳认为: “知识的

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

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的主动参与者。”兴趣，

是扩大视野，丰富精神生活的一种心理现象，它能积

极推动学生去探求知识。“教人未见意趣，学生自

不乐学。”由于民族预科学生的汉语基础参差不齐，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巧妙地运用激励策略，

抽出较多时间让学生进行练习和实践，以培养和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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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其汉语口头表达和思维能力，可以采取朗读、角色

对话、讨论、辩论、讲演等教学环节，以增强学生的自

信心。让学生在一个自由、愉悦、放松的氛围中掌握

知识，让学生自主地融入教学过程中，从而提高学习

效果和教学效率。只有学生对某一学科产生兴趣

时，才会积极且心情愉快地投入到学习中。虽然学

生的文化基础层次参差不齐、性格各异，但其渴望成

功得到认可的心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要努力满足他

们的需求，让他们能够保持愉快的心境，使学生满

意，为其创造继续学习的动力。
4． 为学生开辟自由创造的平台: 学生是教学的

主体因素，如果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质的落实，

其主动和创造性就会受到限制和压抑，这是当前最

为突出的师生关系问题之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学活动的设计及开展都应当充分体现教学开放

性，鼓励创新、提倡探索、培养和维护学生的探究精

神，满足其求知欲望。做到师生平等，变管教、灌教

为交教、聆教，允许并提倡学生各抒己见，相互交流

探讨，以培养学生的探求和表达能力。互动式教学

是师生双方互动的过程，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充分发

挥并不是要教师的回避，而是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更好地正确引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果

没有教师的正确引导和创新力量的辅助，也很难谈

得上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以，充分

发挥教师的创造性以带动和提升学生的主体性，才

是互动式教学的本质。
三、互动式教学模式在预科汉语阅读教学中的

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只采用一种讲析方法，

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感到单调乏味，提不起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不浓，学习效果也绝对不会太好。互动式

教学模式讲究的是灵活、多变性，可以以多种方式体

现，如案例、情境、多媒体、讨论式等教学法。以下就

选取几种教学法探讨互动式教学模式在预科汉语阅

读教学中的应用。
1． 讨论式互动: 如可以针对高级汉语阅读第二

单元《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理由》《走出择业误区》
《中国高校的学生社团》三篇文章，组织一次班级讨

论会，论点是“现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就学、就业及学

业安排”。这一论点汇聚了以上三篇文章的中心内

容，通过此讨论可以让学生更深入了解现代社会环

境下大学生所面临的基本境遇，能让学生更清楚认

识到自身条件下的学习目标，树立更端正的学习态

度，能让他们在现代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环境中找

到努力的方向，学习的动力。
2． 多媒体式互动: 如学高级汉语阅读中《歌词

创作的问题》一文，可在正式开课前精选几首描述

亲情、爱情、友情等不同内容、风格的歌曲，通过多媒

体为学生播放，这样不仅可以一下点燃起这群年轻

人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其更深切地感觉到词曲的

情感和寓意。此刻，再和学生一起学习和讨论《歌

词创作的问题》一文，其效果是可想而之的。
3． 案例式互动。被誉为哈佛大学法宝的案例教

学法是在 1980 年以后才引入我国。通过参与案例

教学，学生依据结合自己的阅历和学习经验，从不同

角度对案例中的事件和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和发表

见解，进而达到思维碰撞、互相启发、彼此交流的效

果。例如，学习小说，是要让学生把握故事发生的时

代背景、具体环境和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把握情节

与人物的关系，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在阅读过程中，

理解作品描写的生活、风俗和习惯，理解人物的行

为、思想和事件的性质，从而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在

此我们就可以引用此案例: 今年，我国作家莫言荣获

诺贝尔文学奖，相继其作品也受到空前的关注和热

销，网上大众对其作品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个人认

识、观点、喜好各异，评价自然不同，我们的学生对此

又是何看法呢? 这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提问，大家

有谁读过莫言的作品? 都有哪些? 作品讲的是什么

内容? 大家对其作品的评价又是什么? 或是老师可

以推荐一部作品，并可以抽出其中一些精彩片段进

行范读，让学生当场分析、讨论、总结。这种时下热

点案例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其分析和判断能力，也能加深师生之间的

情感交流，教师也不能落伍，要能与学生取得共鸣。
四、总结

本课题属于实践型研究，意在指导和促进实际

教学工作，改进目前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今后我们

还将按照课题设想努力探索出更多科学、有效的教

学方法。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坚持创新理念改革，为

学生提供一个最佳学习环境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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