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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 2008 年开始《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的。《化工

原理》是材料纺织学院的一门工程基础课。它由传递过程的理论体

系和单元操作的共性组合而成，担负着由理论到工程、由基础到专

业的桥梁作用，是材料纺织及其相近专业许多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

课程。作为没有基础教学能力培训的我来说，直接上这样一门重量

级课程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只有迎难而上。在第一轮的教

学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内容多，涉及的面非

常广，概念和原理多，计算多，这些都造成了学生们学习起来感到

内容枯燥，学起来很难，渐渐的课堂上也出现了打瞌睡的、逃课的

现象。怎样更好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到

教与学中来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多种教学方法的学习和研究，我发现批判回应式教学

是一种可预期能达到良好效果的方法。所谓批判性回应式教学是指

教师在明确自己的教学目的的前提下, 能够积极地、创造性地回应

学生所表达的需求和关注,勇于调整自己的教学形式、教学手段[1]。 

批判性回应式教学的精髓在于它的批判性[1,3]。批判性思维是人

生活中最为典型的知性功能之一。科学理论的新发明新发现大多都

是建立在对以往之事理论的批判和纠正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当今应

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学生们已经养成了对书本知识，教师的教授内



容接受记录背诵等方法，对各种定律、观点很少提出异议。推而广

之，学生们的大量信息来源是互联网，而互联网上的资源更是真假

掺杂，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是很必要的。批判性

回应式教学的目标是要在学生身上培养勇于质疑的思维模式[2]。 

我的办法是，给学生创造机会、建立渠道来对我说不。好处是

显而易见的：如果需要给我找毛病，你必须认真听课，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同时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培养了思辨

能力。 

首先，怎样创造批判性教学的机会呢？我想到了以下几个办法。 

1．开展大家来找茬的课堂活动。其实在我课堂上偶尔难免会出

现口误、笔误，那么请同学们指出来;创造使学生产生质疑的机会，

在课堂上故意设置障碍陷阱错误，鼓励同学们指出来。要保护学生

质疑的勇气和信心。 

2．给书本捉虫子。教材、ppt 等参考材料里边会有些错漏之处。

给教材找错误，必然会促进学生们认真看书，提高一定的读书热情。 

3．给老师提意见。不同的专业班级不同的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

度和要求都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学习《化工原理》课程的学生，

材料专业已经学习过物理化学这门课程，对一些概念、原理都已有

一定的理解，而非织造专业却没有学习过，那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

需要不同的对待。针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要求，来明确自己的教学内

容，不断的审视和调整教学方法，随时根据学生的回应，批判性的

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学生必然会理解你的

思路和理论性很强的语言，要换位思考，以学习者的身份将自身学

习感受带入到教学当中去，更加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教授知识。 



其次，要建立批判性回应式教学渠道。现在的沟通渠道我暂时

建立了如下几个： 

渠道一，课堂回应式教学。 

课堂教学设计改变以往的我讲你听的单一教学模式，而采用大

量的问题贯穿整个课堂，以我问—你答、我问—你想—我答的形式，

使学生完整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不能完全按照预设课程内容“满

堂灌”，要通过学生的不断回应，主动调整教学手段、内容和节奏。 

例如，流体流动和输送机械章节，在开始提出一个学生常见的

流体输运现象，水塔为楼房供水的问题：多高的水塔可以供给三层

楼房的用水？每层楼房出水量是否相等？一楼的水压需要维持多

少？学生会有不同的反馈，根据学生对问题反馈的情况来设计下面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节奏。同时带着问题听课，会更加激发学生的

听课效率和主动能动性。 

    渠道二，网络回应式教学。在课堂教学外，以 qq 组群网络联

系方法成立网络小组，利用课外时间随时随地解决学生存在的各种

疑问，同时也可利用这样的网络平台进行对某一问题的讨论，使每

个学生均得到畅所欲言的机会，这样可以增加学生自由探讨的时

间，有利于培养学生勇于思考与创新精神，并可以及时得到教学效

果的回馈。 

渠道三，培养学生写学习日志。学习日志是记录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的感受和理解的个人日记类的东西。学习日志只要清楚简洁即

可,并不需要长篇大论,有时甚至似流水帐也没什么,只要真实地写出

自己突出的感受即可。这样简短但信息丰富的日志一般不会给学生

带来太大的负担,学生一般不会觉得太难。学习日志重点要体现以下

几方面内容： 



1．本堂课哪部分学的最愉快，哪部分学的比较难。 

2．在这节课中你感觉自己最受重视、最受肯定的时刻，理由

是什么 

3．在这节课中你感觉自己学习低潮的时刻，理由是什么 

4．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感悟和感受。 

学生学习日志的记录为更好的掌握学生的学习程度，思维方

式，甚至思想问题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总结学生撰写的日志

内容主要反应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课程某一问题的疑问；对课

程讲解的建议和意见；学生自我课堂的总结和警示；对学习化工原

理的困惑和沮丧；对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寻求帮助等等。通过和学生

的沟通，彼此之间教学相长，都得到了很大的收益。 

最后，怎样使得学生心甘情愿的在学习中加入批判性的学习的

活动呢？学生们都有惰性，怎样更好的促进学生批判性的对待学

习、对待课程、对待老师，我的办法是把各种批判性活动与成绩相

挂钩，以往的课程考核是以 70%的期末考试成绩和 30%平时成绩组

成，而平时成绩常常是以到课情况和作业情况来打分，现在我是把

大家的“找茬”“捉虫”等批判性活动加入到平时成绩的考核中，以加

大学生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和培养积极性。 

这几年我通过对《化工原理》这门课程进行的批判性教学方法

的研究和实践，与众多学生建立良好的面对面、书面对书面、网络

对网络等多种回应式教学沟通渠道，并批判性的调整了教学内容、

尝试了多种教学方法，收获很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批判性

思维方式，课堂气氛活跃，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后续课程的

学习以及将来的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批判属性回应式教学方法是

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批判不断调整的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我将继续



不断探索以得到更多的创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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