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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教学观下高校选修课教学策略探讨 
——以《管理心理学》选修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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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选修课因受众面广，选课学生专业知识构成复杂，教师讲授内容及考核方式多样，

传统教学模式下难以确保教学实效。建构性教学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用既能让学生参与又能调

动学习积极性的方法去教学，这对于革新传统教学观念、实现主动、有效的教学，提高高校选修

课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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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学习是积极主动的意义建

构和社会互动过程，教师要创设平等、自由、相互

接纳的学习气氛，在教师—学生以及学生—学生之

间展开充分的交流、讨论和合作，使学生成为学习

主体，主动建构知识，对知识形成真正的、深层的

理解。建构性教学观对改变简单传授、被动接受的

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实现知识迁移，提

高课堂教学实效性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对高

校选修课教学改革也有启发意义。 

当前高校选修课存在的基本问题：学生选课盲

目，到课率不高，教师教学策略单一，师生不能形

成良好的课堂互动，教学管理系统薄弱等共性问题，

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教学实效性难以保证。本文

以《管理心理学》选修课为例，在建构主义教学观

下，探讨教学策略，以期为提高选修课教学实效性

提供借鉴。 

一、教学计划关注学生的多样性和学习动机 

良好的计划对成功的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建构性教学观下，教师制定教学计划不能漠视学生

原有知识经验，需要关注学生的多样性和不同的学

习动机，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有清楚的认识，能否做

到“因材施教”，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

高校选修课通常向全校开放，由学生自由选择，必

然带来学生来源多样、知识背景差异等问题。那么

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有学生的参与。以 2014 年上

半年《管理心理学》选课情况为例，选课学生 153

人，来自四个年级 20 个专业，男生 91 人，女生 62

人。对此，第一节课进行了课堂小调查。 

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的知识经验、学习动机、

偏好的学习方式及个人发展期望。据此，将学生分

成不同类别，与学生共同制定教学计划，设置个性

化的学习目标，并一起探讨目标达成的方式、进度

等，努力使教学设计适应每个学生。通过调查和反

馈，学生感受到他们的知识、能力、背景、经验等

方面的差异，在学习任务和学习过程得到重视、尊

重与照顾时，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学习动机和成

就水平也会增强。在学期中，还可以做一个类似的

调查，便于进一步调整教学策略。 

二、教学策略灵活调控，优化组合 

建构性教学强调创设情境，师生互动。有效的

教学，不仅取决于教师的个人素养、合理的教学计

划设计，还有赖于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技能，选用合

适的教学模式，也即选用合适的教学策略，并且在

教与学的交互活动中及时地反馈、调整，推进教学

的展开，向教学目标迈进。 

（一）及时开展课堂反馈 

期初课评。第一个月课程结束，任课教师利用

课堂上 10 分钟的时间，请学生匿名填写课程评价反

馈表，反馈表内容可以由教师自行设计，也可以用

学校统一的听课表格式，也可以由学生任意作答。

如《管理心理学》这门课上，笔者设计了诸如：当

前教学进度是否与你的期望一致？是否建构了基本

的知识体系？你最喜欢哪种教学方式？等等。积极

改进的教师还会在期中进行一次这样的反馈。如果

能将测评的问题和学生评教的指标结合，并针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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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意见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满足学

生的需求，则有助于教师在学期末获得更好的评价。

及时开展课堂反馈，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实现“双

赢”。除此，笔者还实时运用了在线测评方式，通过

数字化学习平台、工作群等方式收集学生反馈信息。 

小组分析。这个工作通常由学校学生信息员、

教学督导或教师发展中心承担。主要目的：收集学

生反馈信息，为教师提供咨询。一般匿名评价，教

师需要离开教室，学生需要回答诸如：这门课程的

主要学习目标是什么？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哪些方面

对你的学习有帮助？课程如何改进将对你的学习更

有帮助？等问题，综合全班同学意见后，写出一份

报告反馈给教师。这些方式对教师改进教学、尤其

是改进教学监督薄弱的选修课教学具有强有力的促

进作用。 

（二）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从建构性教学角度来说，优质的教学需要教师

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学生情况等的多样性，

视具体情况灵活选择教学模式。比较典型的教学模

式有：个别化教学、发现式学习、小组讨论、探究

式学习、小组作业、合作学习、交互式学习、计算

机辅助教学等。 

对于《管理心理学》选修课，最受学生欢迎的

教学模式包括：小组作业、合作学习、交互式学习。

教学活动形式课堂讲演、课堂问答、小组讨论、模

拟、竞赛和游戏等。作业形式社会调查、案例分析、

小论文、竞赛作品、专题演讲等。没有哪一种教学

模式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需要根据学生学习建构

过程适时调整。 

选修课选课学生多、来源多样，彼此之间的联

结不紧密，以合作学习为例，如何在“松散的组织

结构”中开展合作学习就考验教师的教学策略。在

《管理心理学》课堂上，将学生按学习目标分成 15

个小组，每组 10 人左右。教师或学生共同设计一些

选题，由小组自由选择。 

小组共同承担一个选题或项目，完成后，在课

堂上轮流展示小组的学习过程和成果，教全班成员

运用这些知识。其他小组评议、质询并给出评定成

绩，教师对学生的陈述和评议做出适当的评价，也

参与评分，并给学生的学习成果提供承认和奖励，

如平时成绩加分或获得小组特权等。过程主要由学

生控制，时间在 20 分钟以内，学生之间的问答、评

分体现了游戏性、竞赛性，学生兴趣浓厚，课堂专

注力高。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了学生之间的联系，

学生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而且要为其所在

的小组其他同学负责，彼此需要“荣辱与共”，加强

了相互依赖性，缺勤率大大减少。每个成员都有任

务分工，学生在师生互动、相互问答之中，加深了

对知识的理解，在原有知识体系上完成新的知识建

构，深受学生欢迎。这种方式在其他选修课中也是

行之有效的。 

（三）高效的课堂管理 

由于选课人数多，大多数选修课人数在 100 人

以上，个别课程 200 以上的规模，学生来自不同专

业年级，管理起来难度较大。而建构性教学下，学

生的主动探索必然会对课堂管理、时间安排等带来

新的挑战，如何实现高效的课堂管理，是教师必须

面对的问题。 

首先，教师要计划好教学活动，把握活动完成

时间节点；其次，制定合理的程序和规则，并使学

生熟悉它们；第三，教师要就教学内容恰当地设计

出能激发学生高水平思维活动的问题，要理解、洞

察学生的想法，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合作，激发

学生的热情并使课堂生动有趣；第四，具备及时处

理突发问题的能力；第五，根据师生、学生与学生

互动情况选择合适的课堂气氛，如合作的课堂气氛、

竞争的课堂气氛等，争取更多的学生投入学习，主

动学习，管理自己的学习。第六，要为学生的探索

活动提供信息上的、技术上的支持，如多媒体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不同的风格的教师有不同的课

堂管理办法，需要在教学实际中锻炼和摸索，以确

保教学实效。 

（四）多元的课程考核方式 

建构性教学注重情境性认知，即学生所学知识

能灵活应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实现学

习广泛而灵活的迁移。在考核方式上，就必须有所

创新。学生不是为考试而考试，而是通过考核激励

学生知识迁移。推进以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为标准

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考核形式多样化、考核内容

综合化、考核反馈全程化实行多样化考核方式是必

然要求。 

《管理心理学》根据个性化学习目标，设置多

个目标达成路径，给学生提供多种考核方式选择，

如课堂作业+期末测试；社会调查（实践）报告+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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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分析；相关执业证书+项目设计等不同模块

组合，学生自由选择。无论选择哪个模块或模块组

合，都有过程考核，将学习总成绩分布在各个节点，

使学生关注学习的每一个节点，鼓励学生学习主动

性和创造性，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很大帮助。 

注重反馈机制。师生互动是建构性教学的重要

观点。考试结束不意味着学生本门课程学习的结束，

教师可利用过程考核反馈或最后一次课集中将考试

成绩及分析报告与学生进行交流，帮助学生巩固知

识体系，检验知识运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及综合素质方面的情况，从而发挥考试的

诊断功能，促进学会学习，改进学习策略。 

三、建构性教学观下选修课教学应注意的三个

问题 

建构性教学是基于学生为中心的教学，采取小

组竞赛、分组讨论、设计作业和调查等等方法都比

传统教学方式更有趣，很多学生也以有趣、课堂管

理不严、容易获得学分而选修一门课程，但是有可

能学生学不到系统性的知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的

底线是有益于达到意义学习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使

学生在学校感到愉快。因此，在建构教学观下，我

们还应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采取措施激发学生兴趣，确保学生积极

参与学习。兴趣能促进积极学习。多渠道采取措施

加强学生对所选课程的了解，避免选课盲目性。教

师将课堂安排得能激发起学生的好奇心，尽可能促

进学生的兴趣，使用多种方式激励学生，帮助学生

理解他们需要学习什么，鼓励学生成为积极的学习

者。如在《管理心理学》期中的一次问卷调查中，

60%的学生表示分数对他们没有意义，这就迫使教师

探索多元考核激励方式。 

第二，教师要通晓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方

法，了解不同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起作用的原因，

探明哪一种最有效。选修课效果依赖于学生的自律

性和教师的教学策略。在教学模式选择、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管理上，教师必须有所作为。 

第三，恰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教学、

在线测评系统，数字化学习系统、引入 MOCC 课程等，

改进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开发教学资源，使

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跨时空实时互动交流，促进学

生自由式的协同学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从而完成自主学习。 

总之，建构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学生为中心，更

仔细认真地准备教学，熟悉多种教学技巧，同时注

意学生学习风格多样性，培养学生创造性地探究知

识和应用知识能力。选修课自身的灵活性、多元性，

也有助于教师从这些课程入手，开展教学改革与实

践探索，进而确保教学实效性，实现选修课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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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lege optional course teaching strategy under the view of 
constructivism 

—— take the optional course management psycholo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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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hard to ensure the teaching effe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because of the 
wide audience of college optional course,complexity of students’major knowledge composition and the variety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examination.Teach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focuses on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which gets students involved and motivated.Thus, it plays a key role in reform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cept,realizing effective teaching,and ensur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ollege option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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