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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教师学的兴趣、教师教的兴趣与学生学的兴趣是相互作用的三种兴趣,三者统一于教学过程之中。
要使学生具有学习兴趣,教师首先得保持教的兴趣,而教师教的兴趣又离不开自身学的兴趣。 身教重于言教,
教师本身学的兴趣不仅会影响自身教的兴趣,而且会影响学生学的兴趣。 教师学的兴趣、教师教的兴趣以及学

生学的兴趣三者之间通过师生互动而存在着交互作用,师生互动会影响彼此的感受与思维,从而影响彼此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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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展,大量学

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兴趣极低的学生涌入高校。
娄延常[1]、刘杰[2]、张军[3] 等人的学情调查显示,
当今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越来越低。 但是,在学生

学习兴趣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人们忽略了教师

的教学兴趣,至今国内还没有专门研究教师教学

兴趣的文献。 其实,教师的教学兴趣与学生的学

习兴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抱怨学生兴趣不

高的同时,教师也该反思一下自身教学兴趣如何。
在一所报酬不是按课时来计算的学校,几乎

所有的教师都不愿意多上课,但一位新教师有点

儿反常,每次学校只要有课没人上,他总是主动提

出来愿意去代上。 对此,很多教师不理解他为什

么愿意去干这种没有报酬的苦差。 而这位新教师

却并不觉得多上几堂课自己亏了点什么,反而是

有所收获。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特别喜欢上

课,只要一到课堂上,什么烦恼都随之消散;只要

面对学生,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与喜悦;只要进入课

堂,我就能文思泉涌、口若悬河、激情澎湃。冶能与

学生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因而只要有上

课的机会,我总会主动请缨。 他喜欢上课,并不是

因为有什么物质报酬,完全是凭个人兴趣。
他把上课当成一种享受,学生们也把听课当

成一种享受。 他的激情点燃了学生的激情,学生

也特别喜欢他的课。 对于他的教学,所有听课学

生都是百分之百地满意。
教师有多喜欢学生,学生便会有多喜欢教师;

同样,教师有多厌倦教,学生便会有多厌倦学。 很

多教师都把教学作为一种负担,把上课当成一种

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学生也便把学习当成一种

负担,把上课当成一种需要付出意志努力的任务。
如果对学生没有真心的爱与兴趣,那么怎能指望

学生对教师以及教学活动感兴趣呢?
不仅教师教的兴趣会影响学生学的兴趣,而

且学生的学习也反过来会影响教师教的兴趣。 有

一位女教师本来并不喜欢上课,只是把教学作为

自己养家糊口的职业,但是,在她的教学生涯中遇

到过这样一个学生,每次上课,她都能与他达成默

契,当她想要他回答问题时,从来都不需要言语,
只要看看他,他便知道她要他做什么事情。 每次

上课,他都那么专注,对她的教学表现出兴味盎然

的神态,以至于她不能不加倍地投入到教学之中。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能达成这样的默契。 这

位老师便很喜欢走进有这位学生的课堂,从这一

意义上来说,是这位学生激发了她的教学兴趣。

二、教的兴趣与学的兴趣的交互作用

在教学活动中,教与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教为学而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两者是相

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这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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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性也表现在兴趣方面,不妨把教学兴趣分为教

的兴趣与学的兴趣两个方面;教师教的兴趣与学

生学的兴趣也是同一活动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二
者相互影响,彼此相依。 我们常常抱怨学生的学

习兴趣不浓,学风不正,或者指责学生学习的功利

性太强,对学习本身兴趣不够。 与此同时,我们是

否考虑过教师教的兴趣如何呢? 教师的教学是建

立在功利性的目的上,还是自己对教学活动本身

的强烈兴趣呢? 对于教师来说,本身也有学习兴

趣的问题。 今天的教师应该是终身学习者,教师

本身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典范。 身

教重于言教。 如果教师自己没有学习兴趣,怎能

要求学生有学习兴趣呢? 如果教师对不同专业领

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那么,这些专业对学

生也便很有吸引力了。 很多人在求学过程中都遇

到过十分喜欢自己专业、热爱自己学生的老师。
正是从这些老师身上,学生学到了最多的东西,并
使学生对这些教师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产生强烈的

兴趣。 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作用关系:教师

学的兴趣饮寅教师教的兴趣饮寅学生学的兴趣。
在这一相互相互作用过程中“教师教的兴趣冶

起着核心作用,但是对教师“教的兴趣冶的强调无

损于学生“学的兴趣冶。 如果不是教师自己对学

生、教学内容与教学活动倾注强烈的兴趣,哪来学

生对教师、学习内容与学习本身的兴趣呢? 同时,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也并非无能为力,他们能极大

地影响教师的教学兴趣,能通过对教师教学兴趣

的引导而使得教师实现专业成长和发展,教师也

得通过学生学习兴趣的引导而促进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 当然,学校的教学活动最终都要落实到学

生的学习上,没有学习主体对学习的投入,没有学

生“学的兴趣冶,教师“教的兴趣冶再浓厚也便失去

了意义。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教育家孔子就

有关于教师教的兴趣与学生学的兴趣的精辟论

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冶 [4]。 人们通常把这句话

理解为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即他对自己学习和

教别人都能乐在其中,从不感到厌倦。 也有人把

这句话分开来理解,“学而不厌冶是对学生的期待,
“诲人不倦冶是对教师的要求。 如果联系起来看,
则另有一层含义:只有教师诲人不倦,才会出现学

生的学而不厌;学生学而不厌,教师便会诲人不

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如果这句话的主语

不是分别指学生和教师,而是对教师的要求,则可

能理解为教师教的兴趣离不开教师本身的学习兴

趣,一位教师要能诲人不倦,则必须以身作则,做
到学而不厌,保持积极的学习心态,“诲人不倦冶需
要“学而不厌冶作基础和支撑,“学而不厌冶是“诲
人不倦冶的必然结果。

也许有人认为,教师的教学兴趣也好,学生的

学习兴趣也罢,主要在于自己,别人是无能为力

的。 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曾访谈过一些很受学生

欢迎的教师,他们觉得教学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首先是自己要保持强烈的兴趣,自己要有激情。
正如一些作家常说的那样:“不是感动了自己何以

感动别人?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只是把教书

作为谋生手段的人,永远不可能像那些视教学为

嗜好的教师那么赢得学生的喜欢。
杜威在其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要

有坚持的行动,兴趣必不可少。 做雇主的人并不

聘用对工作不感兴趣的工人。 有人聘请一位律师

或一位医师,如果工作与此人志趣不合,仅仅出于

责任感做这个工作,那么就别指望所聘请的人能

认真地坚持他的工作[5]。 尽管早在 19 世纪,杜威

就看到了兴趣的作用远远胜于责任感的作用。 但

是今天,在各种教师的职业规范和要求中,依然存

在着忽略兴趣而一味地强调责任感的倾向。
最好要从教学中培养出自己的兴趣,在谋生

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教学的快乐,自己不教得那么

痛苦,学生也便不会学得那么艰辛了。
当然,兴趣也含有先天的成份,由于天赋的差

异使得某些个体更容易学习某方面的知识或是具

有某种兴趣。 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天赋是一种潜

在的能力,要使潜能开发出来还得后天的环境,必
须透过尝试和学习才能使潜在的能力与兴趣成为

现实。 就像种植一样,先天禀赋只是潜在的可能

性,要使树种发育成为参天大树便离不开灌溉、施
肥、阳光雨露,当然也免不了风吹雨打。

这种事例随处可见,一个学生在谈到自己对

古文课的兴趣转变时说,他对于古文课本来是没

什么兴趣的。 但是,一位很投入的语文老师彻底

改变了他学习古文的兴趣。 这位老师五十多岁

了,算得上富有教学经验,但对他的学习兴趣影响

最大的并不是他的教学经验,而是他对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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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强烈兴趣。 “每次学习古文,他都要学着

古人的样子摇头晃脑很陶醉地吟唱,真正做到了

绘声绘色,情景交融。 我们都跟着他这种有表演

性的吟读,进入了古文的境界。 我们都觉得学古

文很好玩,并渐渐地喜欢上了古文。冶
有学者指出“所谓天赋就是父母和教师是否

愿意用他的爱和慧眼,去欣赏孩子的尝试和创

作。冶 [6]正如“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冶一样,先
天具有潜在学习兴趣的学生也需要教师用慧眼去

发现,具有学习兴趣的学生时刻都有,但能在学生

身上发现学习兴趣的教师并不可多得。 学生潜伏

的兴趣需要教师的兴趣去激发出来,兴趣是激发

兴趣的最好催化剂。
教师自己的兴趣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同类兴

趣,而且能主动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为学生兴

趣的发展提供空间。 许多学生从小便能主动求

知,无论在课业方面还是待人接物方面,都能主动

学习。 这种自动自发的性向,显然是一种兴趣。
孩子们得到真心的支持和欣赏越多,兴致越好。
教师对他们的兴趣越浓,他们回报教师的兴趣也

便越多。 给予学生尝试的机会越多,就越有兴趣。
只要有了兴趣,便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既有兴趣

又愿意投入,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呢? 从这

一意义上来看,与其说兴趣是天赋决定的,还不如

说是兴趣决定一个人的天赋。 兴趣能给一个人勇

气和信心,给一个人机会和天赋,一个人的兴趣能

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天赋便能开发到什么程度。

三、教的兴趣与学的兴趣的交互模式分析

教师教的兴趣与学生学的兴趣要实现相互影

响往往得有一些中介环节,如教师的特性、学生的

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会影响到教师和学

生的兴趣,而诸多中介环节均统合于师生互动之

中。 如果没有师生之间的信息与情感交流,则教

的兴趣与学生的兴趣不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教的

兴趣与学的兴趣只有通过师生互动才能相互作

用。 按理说,只要是师生共处一个课堂,就应该存

在着相互之间的影响,很难设想出没有师生互动

的课堂,即便教师一言不发,甚至毫无表情,但仍

然在向学生传递着各种信息,在对学生产生着影

响,学生一定能从教师的沉默和毫无表情中读出

点什么意思来。

很多学生往往是先喜欢教师,再喜欢教师所

提供的教育。 他们很注重对教师的整体感觉是喜

欢还是不喜欢,然后再决定对教师的教育是接受

还是不接受。 这就是师生关系在教学活动中所起

的作用,师生关系会极大地影响师生之间的彼此

感受。 如果师生关系好,那么教师可能并不需要

太多的激情,也不需要很高的水平,便能在学生中

唤起强烈的共鸣,产生学习的兴趣;如果师生关系

不好,那么尽管教师水平很高,在教学中也投入很

大,但教学效果往往会打折扣,甚至可能会出现这

样的现象:教师在向学生热情地传递知识,而学生

却毫无相应的兴趣。 事实上,这种教师讲得很热

情、学生听得很冷淡的情况在大学课堂里是很常

见的。 由此看来,并不是教师教的兴趣必然导致

相应的学生学的兴趣,其中还有师生关系在起着

重要的作用。 师生关系很僵的教师常常面临着学

生的抗拒、低度的学习动机、注意力不集中和厌

学。
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情绪,一个人的感

受取决于他如何思考,又影响到他的行动。 从根

本上说,人如何行动往往取决于其如何思考。 一

个人的好恶情绪直接出自其内心世界,任何外力

都只能间接地起作用。 并不是某位教师的教学让

一个学生感到枯燥无味,而是这个学生对教师及

其教学方式的想法使得他消沉苦闷。 同样,也不

是教师的教学本身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兴趣,而是

这位学生对教师及其教学产生的感受使得他兴味

盎然。 一位学生在回答不出问题时,被老师批评

了,从而产生了老师不喜欢他的想法,并因此而使

师生关系恶化,学习兴趣下降,这种恶性循环如图

1 所示[7]。

图 1摇 一位学生经受教师批评之后的心路历程

相反,如果这位学生不认为教师的批评是不

喜欢他,而认为教师之所以点名要他回答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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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喜欢他,同时认为“爱之深,责之切冶,从而

认为教师的苛责与批评是对他的关心和爱护,那
么他的感受肯定会截然相反,在课堂上的行为表

现也是与教师合作和加倍地投入学习,可以想见,
他必然得到教师的进一步赏识和关注,从教师方

面得到的这些反馈更坚定了他当初的想法,即教

师从一开始就是喜欢他、器重他的。 这样,一种良

性循环便产生了。 这样的循环是良性还是恶性全在

当初学生的一念之差,真可谓差之毫离,谬以千里。
在此,我们见证了思维过程如何创造我们的

个人经验和现实。 当然,一个人会这样想而不那

样想是有其依据的,这种依据便是以往的师生互

动和师生关系,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建立在你以前

的所思所想基础之上。 比如,一个师生关系很好

的教师可以跟学生开开玩笑,甚至可以在课堂里

公然戏称某一位胖乎乎的学生为“北极熊冶,不管

是这位胖同学还是其他同学都不会认为这个老师

过分,甚至还会认为他幽默风趣。 但是,如果换了

一位师生关系很僵的老师或者这位老师平时总一

本正经、不苟言笑,那么,突然冒出这样一句玩笑

话则犯了大忌,不但达不到引起兴趣的作用,反而

会伤害学生,引起反感。
对于老师来说,如何思考也同样重要,比如,

在某堂课上,很多学生没认真听课,而是在记英文

单词,当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如果你

据此认为学生是在有意跟你对抗,或学生不喜欢

上这门课,不喜欢你给他们上课,那么,不仅你的

自信和自尊会受到打击,而且你的教学兴趣也会

陡然下降。 如果教师能体谅学生应付英语过级考

试的苦衷,并能抛弃那些个人化的解释,然后不带

任何消极情绪地去矫正他们的课堂行为,那么一

种良性循环或许便会展开。
在国内某知名高校,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教

师在陈述自己的教学体会时谈了一件耐人寻味的

事情:“很多人把开会看成枯燥的事儿,坐在会场

上很痛苦的样子。 我不这样,与其痛苦不如欣赏,
譬如发言者说他就讲三点,结果他每一个大点里

面都有三个小点;譬如他说我最后还有一句就讲 5
分钟,结果他又讲了半小时。 这样观察着,我就愉

快地度过了这段时光。冶可见,他不仅是激发学生

兴趣的能手,也是自己保持兴趣的能手。 试想,如
果每个听众在开会的时候都能如他这样思维,那

么在各种枯燥的会议中便能保持一定的兴致,听
众的兴趣对报告人又是一种莫大的支持与激励,
他会在报告中更加充满激情,表现得更加出色,这
时,一种良性循环便能形成。 听众与报告人都会

在彼此营造的充满兴致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一段

原本属于枯燥的时光。
这种保持兴趣的方法通常被称为“假装喜欢冶

法。 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不感兴趣甚至讨厌的

情绪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随着我们对待事物

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态度变化了,兴趣也就

变化了。 现实中,大部分学生都有自己喜欢的功

课,也会有不感兴趣的功课。 之所以产生不感兴

趣的功课,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态度或想法,认为

它不重要,学习它没有多大意义,学起来太困难,
凡此种种态度就导致了学生对某门功课感情上的

疏远,进而表现为不感兴趣,甚至讨厌。 可以用

“假装喜欢冶。 的方法来使学生的态度发生改变,
从而提高其学习兴趣。 正如苏联心理学家索洛维

契克所说的那样:“假如你‘假想爷对工作感兴趣,
这态度往往会使你的兴趣变成真的冶。 他在一项

“满怀兴趣地学习冶。 的实验中,正是利用“假装喜

欢冶。 的方法来逐渐培养兴趣[8]。
不管是学生学的兴趣,还是教师教的兴趣,都

存在着一种循环链,这种循环既可能是良性的,也
可能是恶性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师生如何思

维,而这种思维又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基础之上。
其实,教的兴趣循环与学的兴趣循环都是师生互

动的结果,这两个循环其实就是一个循环,是站在

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过程。 这一相互作用过程如

图 2 所示。

图 2摇 教师教的兴趣与学生学的兴趣交互循环图

在此,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教
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必然会进行思考,产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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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想法,教师的这些想法会影响到自己的教学

兴趣,教学兴趣则表现在其教学行为中,学生会对

教师的教学行为和课堂上的情绪活动明察秋毫,
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的循环在

课堂上周而复始地运行着。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史蒂芬森(FrederickJ. Ste-

phenson)教授曾组织 36 位梅格斯奖(佐治亚大学

最高教学奖)获得者编写了《非常教师:优质教学

的精髓》一书。 他在书中分析了这些优秀教师的

第一大特点是“对四件事情很有激情:学习、所教

科目、学生和教学。冶 [9]在他们看来,优秀教师之所

以会很优秀,之所以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是

因为教师本身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对学生、所教

科目和教学活动都充满兴趣。 教师对学习和教学

活动的兴趣以及对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兴趣可以很

容易地感染学生。 在师生交往过程中,教师往往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声音、面部表情以及动作

等等传达出这种热情和兴趣。 教师教的兴趣往往

会毫无做作地自然流露出来。 那些优秀教师往往

是很难模仿成功的,因为一个对教学没有兴趣的

教师很难模仿优秀教师内在的兴趣和热情。 一般

来说,人们只能模仿到外在的形式,而无法模仿出

内在的感情和神韵。 可模仿笑容,但不能模仿热

心;可模仿表扬,但不可模仿欣赏;可模仿问候与

抚摸,但不能模仿关心。 对于教学来说,后者永远

比前者更重要。
不妨借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那个实例来分析

一下这一互动模型,那位喜欢给学生上课的新教

师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对教学有强烈的兴趣,这
种兴趣使得他在课堂上兴奋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并且这种兴奋感使得他在课堂上文思泉涌,口若

悬河。 学生对教师的这些教学行为和情绪看在眼

里,想在心里,觉得教师对学生、所教科目和教学

活动都充满了兴趣,意识到这位教师很喜欢、很欣

赏学生,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由于

学习兴趣的提高,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很活跃、很投

入,教师的教学也很容易在一种彼此愉快的环境

下展开。 学生的主动配合和积极的学习行为对教

师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教师会觉得学生很喜欢和

爱戴他,很喜欢他的课堂教学,多么可爱的学生

啊,这样的教师能不对教学感兴趣吗? 于是,通过

这么一个循环之后,他的教学兴趣又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升。 在一种良性循环的课堂里,师生之间

相互激励,兴致不断高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与畅

快。 某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在陈述自己的

教学体会时说:“通选课一般限定 200 人,结果报

名 400 人,实际来听课的经常有 600 人,教室的窗

台、门口都站满了人。 有本校的、外校的,还有人

告诉我是从四川、西安专程来的,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学生们的热情让我这个当老师的很受激励,
觉得我这个工作真有意义! 同时也提醒自己:可
不能讲错了,讲庸俗了。冶 [10]

可见,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师是一种多么大

的激励啊,在这种激励下的教师没有理由不把自

己的教学水平发挥到极致,也没有理由不对教学

保持高涨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娄延常. 大学生学习兴趣与创新人才的培养———湖北

省大学生学情调查的启示[J] . 复旦教育论坛,2004(2):68
-71.
[2]刘杰,庞岚. 大学生学习状况调查及其对高校学风建设

的启示[ J]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91 -
94.
[3]张军. 大学生厌学心理调查研究[ J] . 广东教育学院学

报,2005(1):86-89.
[4]朱熹. 论语集注[O]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武英

殿本),1987:27.
[5]杜威,J. 民主主义与教育[M] . 王承绪,译. 北京: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0:278-345.
[6]郑石岩. 教师的大爱[M] .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

限公司,1994:28.
[7]麦库姆斯,B. L. ;波普,J. E. 学习动机的激发策略[M] .
伍新春,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62.
[8]索洛维契克,C. 学习与兴趣[M]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袁长在,甘雨泽,译. 1983:98-126.
[9]史蒂芬森,F. J. 非常教师:优质教学的精髓[M] . 周渝

毅,李云,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12.
[10]李俊兰. 孔庆东. 从北大讲台到央视“讲坛冶[N] . 北京

青年报,2005-02-22(B3) .

(本文原载于《现代大学教育》2007 年第 3 期)

9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理 论 聚 焦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2 年第 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