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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中心举办“如何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研讨会 

钞秋玲副教授：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何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研讨会 

3 月 27日中午 12点，高教研究所钞秋玲副教授匆匆赶往中一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教

室，这里有一场午餐研讨会在等待着她。40 位报名参加活动的青年教师们一边吃着快餐，

一边等待讲座开始，他们愉快地聊着天。 

 

 

 

 

 

 

 

 

 

 

 

 

 

 讲座的主题是“如何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报名参加的都是青年教师，有本校教师，

有书院辅导员，还有西安工业大学等其他高校慕名而来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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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 15分，讲座准时开始。听课的青年教师们一边扒着饭盒里的饭菜，一边抬头看 PPT

听讲，还不时记录着。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专家工作组成员朱继洲、胡奈赛、王汝文三位老教授也来到会场，吃

着一样的盒饭。 

“如何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师来说是永恒的主题，为了帮助教师了解当今大学生

的学习特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确定了本次主题，并邀请了心理学博士

钞秋玲副教授主讲。为了保证研讨效果，中心限制了报名人数，到达上限 40 人后，网上报

名系统就自行关闭了。 

“学习最好的老师是什么？”“世界各国名牌大学在面试学生的时候必须问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钞老师一开讲便抛出两个问题。 

“兴趣！”听讲的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 

“没错。兴趣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兴趣就是苦并快乐着。国外名牌大学面试学生的时候，

最看中的就是学生对某一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是否有足够的兴趣。”钞老师将自己在英国利物

浦大学孔子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和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分享给现场的教师们。 

“让我们来看看大学生最不喜欢的老师是什么样的？”钞老师列举了大学生最不喜欢

的十类老师，乏味型、照本宣科型、傲气十足型、讲课障碍型、滔滔不绝型、天马行空型、

自恋型、方言型、邋遢型、钻牛角型等，并对应列举出了学生们的反应——闷、恼、气、急、

忍、绝望、逃、无奈、失望、自认倒霉吧。钞老师笑着说：“我们应该努力避免成为上述任

何一种类型的老师。” 

在随后的讲座中，她举例说明了自己在国外大学教学中的思考和体会，并发出“作为

教师我们需要反思什么”的问题。是否喜欢讲课？是否享受讲课过程？课程该如何准备？你

的教学是否与实际生活对接？钞老师从教师本身的角度，剖析了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种种因

素，并提出“学以致用是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部分”的观点。“你敢这样教课吗？”“你的

学生能做到吗？”“你肯花时间在这项工作上吗？”钞老师分享了国外大学的作业会涉及的

方面，并提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几个关键点，比如学生想知道什么，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课

堂。同时，教师的知识要不断更新，要有高水平的教学技能，还应该懂得一定的教学、心理

学知识，等等。 

最后，钞老师提出了希望与在座老师交流探讨的问题：激发兴趣与传播知识，哪个对学

生更重要？你有勇气和胆量挑战传统的教学吗？与传统的教学相比，课堂上如果与学生互动

或让学生讨论，你认为他们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吗？  

钞老师的主题讲座结束后，青年教师们马上投入了讨论。“我调查过的大部分学生不知

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学到的东西有什么用？还有学习的习惯化和模式化问题。”一位青年

教师一股脑提出了 3个问题。在座的老师们纷纷给出自己的答案：缺乏学习动力，没有学习

目标，对课程设置不感兴趣，等等。其中一位老师谈了自己大学参加数学建模比赛的经历和

体会，那次比赛让她认识到数学的魅力，数学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有很多用处，从那时起她

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她认为应该引导学生参与动手实践，一旦学习与实践对接起

来，激情一下子就出来了。有的老师对她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也有老师提出，不同的学科情

况不同，难以和实际生活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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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业大学的王亮是两名外校教师之一，他首先表示了对午餐研讨会的赞赏和支持，

“这样的形式很新颖，西安交大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随后他针对钞老师提出的 3

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现场的老师们纷纷踊跃发言。时间很快到了下午 1点 45 分，有的老师要赶去上下午的

课，午餐研讨会在意犹未尽的气氛中结束。参加活动的教师填写了信息反馈表，对活动形式

和主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以后多组织这样的活动，提前组成讨论组，延长讨论环节等。

参会教师依次散去后，认真的胡奈赛教授并没有急着离开，她拿着签名表与中心工作人员核

对着参会教师情况。 

彭康书院魏小平老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教学讨论会，他说虽然平时不直接给学生代

课，但今天的讨论会收获很大，对今后与学生谈话、开展学风建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工

作都很有帮助。 

钞秋玲老师说，午餐研讨会在国外大学非常流行，就是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在

休息中交流研讨，将这种形式引入到我们学校，能够为教师创造一个新的交流平台。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鲍崇高介绍说，下午、晚上很多教师都有课或者科研活动，举

办午餐研讨会就是充分利用中午这段时间，让老师们一起开展交流。这次活动是中心成立以

后举办的第二次午餐研讨会，以后会逐步形成常态化，让更多的教师能够参与进来。中心将

充分征求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不同的活动主题，组织好、策划好，使活动有成效，让教

师有收获。 

 

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西安交大高教所  钞秋玲 

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讨论有关教学的问题。严格讲这不是一个学术讲座，午餐会的形式

就是以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来交流一些问题。我今天讲的只是抛砖引玉，把话题引出来，

然后我们进行讨论。 

首先讲的问题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是兴趣。第二个问题是：世

界各国名牌大学在面试学生的时候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那就是：“你对什么感兴趣？”

面试官会对学生所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不断深入的挖掘，要让学生拿出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你感

兴趣的东西以及为此所做的努力，因为他们认为兴趣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学习需要花费很大

的精力，看起来很苦，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就是“苦，并快乐着”。 

但是现在真正苦并快乐着的学生有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在主楼课堂上拍的

照片，学生有睡觉的、玩手机的等等。但是大家看到在利物浦大学孔子学院的学员，都是白

发苍苍的老人，每次上课学汉语都是精神饱满，而且学得很认真，我们也很惊奇。我问过其

中一名学员为什么要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他说，因为我的儿子交的女友来自香港，所以我

希望将来她走进我的家庭之后我们有交流的机会。我说你知道汉语是很难的，他说，我知道

汉语很难，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不需要学很多，只需要学习日常对话，能和她日常交流就

行了。另外一位是 65岁的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他 63多岁才开始从头

学汉语，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只学了 20 次汉语（每次 1 个小时）之后，就能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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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小会演讲；而一年之后，也就是说，他学了 40 次之后，可以在伦敦国际书展大会上进

行中文演讲。回想我们在从小学开始学英语，学了十几年英语之后，还是张不开嘴、听不懂。

我就在反思，为什么我们花那么长时间做不到，而他们在短时间内却能做到？他们在回答我

这个疑问时说：学习就是生活。在当今信息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学习不再单单是一个任务，

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我们学习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

有兴趣。 

我在英国经常会与当地中学校长们交流该如何教课，在这个过程中我最深的体会就是，

“学以致用”是他们在教学中，能够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最主要的原因。举一个案例，我在

给利物浦大学的另外一位副校长教中文时，有一次我给他教“猫”、“狗”、“足球”这几

个中文词，他就不愿意学了，他说：因为平常根本不接触猫狗，而且他也从来不看足球，即

使现在学了这几个词，以后不常用也会忘掉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学习一定要学以致用，

学的东西要和生活对接。后来我知道了这位副校长是莎士比亚专家，他正在写中国小说，所

以我给他教中文时就不能用现成的教材，而是要根据他每次在课堂上告诉我的他的已有知识

和对中国的了解来提出信息进行备课。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

在给他教汉语的过程中，我才了解了他们是怎样学汉语的，而且为什么很快就能学会。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什么呢？我在观察他们老师上课的过程中，感觉他们在上

课的过程中非常享受。当一个老师带着激情去讲课的时候，你的激情和真诚会传递出信息，

从而引领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那么老师的课程该如何准备呢？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有很多，我今天讲的核心是学以致

用，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非常关键的部分。大家是否考虑过自己的教学是否与实际生活对

接呢？我再来举一个案例：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有一个外号“刀锋战士”的短跑运动

员，奥运会 8 月底刚结束，以此为题的作业就出现在了利物浦大学工程系学生 10 月份的作

业中。作业题目是：刀锋战士参加比赛公平吗？请你用科学的依据来说明。我看到当时的学

生们在做这个作业时，首先他们从材料角度讨论：50至 80层碳纤维构成，约重 8磅，其材

料有强度大、密度小且弹力强等优点，同时给出了很多支撑数据。他们还从生物工程角度讨

论：12 部高速摄影机、3D 扫描以及其他各种科学分析，结果表示，穿上刀片假肢的运动员

乳酸产生量少，速度不会减慢，到达相同速度时，刀锋战士会比正常选手少支出 25%的体能。

另外还有力学角度：结构设计，结构分析，“脚跟”处还设计了一条跑鞋鞋底，在跑动时，

假肢能反弹 97%的能量。这个作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生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我在观察这

个过程的时候反思了几个问题：你敢这样教课吗？你的学生能做到吗？你肯花时间在这项工

作上吗？这三个问题先放在这里，稍后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现在老师面临着很多学生学习的问题，比如上课打瞌睡、旷课、学习积极性不高等，如

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式上课是否还能够吸引学生？另外，我们是否了解我们面对的学生呢？

那 90 后的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他们追求新异，崇拜的是乔布斯；其次他们敢于挑

战传统，敢于问问题，因为他们思维特别活跃、知识更新非常快、学习渠道多。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老师的挑战又是什么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提出：未来的教

师的职责越来越少的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学生思考；教师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

将来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问题而不是拿出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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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的人。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很多方法，但是基于我个人的思考，我们老师在备课、讲课时应该

关注几个关键点： 

第一，你要知道学生想知道什么。学生想知道未知的东西，否则学习就是浪费时间；

学生还想知道与生活有关的知识，这是我为了这个讲座专门进行过调研的；再有是当前的知

识与未来有什么关系，我未来是否能用到；还有这些知识能解决生活中的什么问题。这四个

方面是学生想知道的，如果没有这四个方面，学生就会认为这样的学习是没有用的。学生希

望的是与老师有互动，渴望参与到课堂当中。 

第二，学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课堂呢？首先就是互动：希望有提问的机会，贡献自己

的知识、思考、展现自己；其次是讨论：互相分享新的信息资源，拓展思维，增加好奇；第

三是希望参与：自己动手做，真实体验，实践中提升，有成就感。我举一个少年班的课程案

例。我去年给少年班上课时，到最后两周一下火了起来，因为我之前一直按照教学大纲授课，

但是到了最后 3-4周，我让每一个小组自选一个感兴趣的与心理学的课题，6人一组，可以

做 PPT，可以 6个人联合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非常的活跃，坦率的讲他们有的地方比我

讲的还要好，而且采用了动画、电影等很多现代化手段，令人大开眼界。学生在课后提建议

时说，老师最精彩的部分、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后面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展示的机会，给

了我们参与的机会。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教师的知识要不断更新。我之前看了一些 MOOCs 课程后发现，本

以为自己讲课还是有激情的、学生还是喜欢听的，可是后来发现自己上讲台不自信了，因为

人家讲的课程内容和自己的比，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的知识陈旧、信息量少。我们可以问问

自己是否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是如何讲课的？你关注过 MOOCs 课程吗？你对本学科前

沿领域的研究了解多少？所以说，老师的知识要新，因为你知识新才能吸引学生的眼球，学

生才愿意跟你一起去学习。 

第四，就是老师要有高水平的教学技能。除了具备专业的知识以外，讲课也是一门技

能。首先教师要热爱自己的专业，自身在讲课的过程中有一种享受，才会带领学生的激情和

兴趣。另外要考虑能否灵活应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互动、讨论、案例、项目教学法、实践

等，能否做好课堂教学设计。下面我再讲一个案例：风险投资与控制。这是国际知名大学的

一位教授上课所讲的案例，他并没有按照一般的绪论、导入、理论等的授课方式来讲，而是

讲了 Rothschild Family。这个家族才是现在真正的世界首富，间接资产保守是 55 万亿美

元，是 Bill Gates 资产的 600倍。他从故事讲起，比如滑铁卢战役之后，这个家族的股票

一夜之间飞涨了 23 倍，淘到了第一桶金；这个家族经过分析，没有投资保险泰坦尼克号这

艘“永不沉没的轮船”，控制了风险；之后包括有一段时间国际黄金定价都是由这个家族进

行；这个家族号称“第六帝国”。他就是从这个家族的发家讲起，包括银行的建立、如何避

免投资风险、其理念是什么，一直在用这样一个家族整个世纪的沉沦、起伏来讲解风险投资

与控制。这门课的作业首先是让学生下去看《货币战争》，以及和这个家族并列的其他大家

族的故事，然后小组讨论，用所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不同家族的投资风险如何控制。这个案

例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位教授把一套理论用一个故事、一个家族的发展串起来，在实例

中分析他到底是怎么做的，使理论和生活实现了对接，学生的兴趣自然就会很大。这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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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就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五个方面，作为老师应当懂得一定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很多学生会说：让我看，

我记不住；让我听，我会忘记；让我参与，我就会理解。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我们给研究

生教 SPSS 软件，讲理论很复杂，可能他们听不懂，但是就是给一个实际案例让他们用这个

软件，用一用就会了。这也很符合心理学的原理，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符号化的信息会在左

脑加工，记得快忘得快；而情感和动作记忆在右脑加工，是永久性的记忆，你亲自做过的事

情，也许很长时间不用，有些事情一辈子也忘不掉。所以说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是有科学

道理的。我们说影响学习有许多的外部、内部因素。比如说外部因素包括学习氛围、学习环

境、学习同伴、老师等等；内部因素就有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分。交大的学生不存在任

何智力的问题，而且是极其聪明的。非智力因素，如需要、态度、动机、兴趣、情绪、人格、

原有知识、学习风格、学习方式、自我效能感、学习结果等，都会对学习效果直接产生作用，

其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需要老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加以研究。老师们如果有兴趣、有时

间的话，可以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会对教学有所帮助。 

最后，列举一下大学生最不喜欢的 10 种老师：乏味型——闷！照本宣科型——恼！傲

气十足型——气！讲课障碍型——急！滔滔不绝型——忍！天马行空型——绝望！自恋型——

逃！方言型——无奈！邋遢型——失望！钻牛角尖型——自认倒霉吧！如果学生遇到这样的

老师，学生带着这些消极的情绪听课，不可能有好的学习效果。 

我的讲座就到这里，下面有几个问题供大家一起思考、讨论： 

① 激发兴趣与传播知识，那个对学生更重要？ 

② 你有勇气和胆量挑战传统的教学吗？ 

③ 与传统的教学相比，课堂上如果与学生互动或让学生讨论，你认为他们能学到更多

的知识吗？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