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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头三周教师可以做的 101 件事情 

作者  乔伊斯·帕弗莱克斯，翻译  郭平 

引言 

凡事开头至关重要。不论是大一新生的导学课，还是更高年级的专业课，都必须从开学初就要有

一个好的开始。学生对待一门课的态度很早就会定型--是否喜欢这门课、是否喜欢课程内容、是否喜

欢任课教师和同学—有时上课的第一天就会定下来。 

以下是关于如何给一门课开个好头的建议，旨在帮助大学教师不断探索创造最佳学习环境的方

法。研究证明，课程的顺利进行，靠的不仅是开学第一天，而是头三个星期。即使教学大纲和备课笔

记早在暑假就已准备齐当，随着课程的开展和对学生特点的深入了解，任课教师仍应该在教学方法上

不断调整和改进。 

这些建议汇聚了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教授和其他大学教师们的教学经验，体现了以下几点教学

需求：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从高中和暑假生活到大学学习的过渡； 

 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开始的课堂学习上来；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挑战学生的智慧； 

 为本学科领域里的新手提供学习支持；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 

 在课堂上培养集体归属感。 

以下就是对大学教师在新学期开展教学的建议： 

帮助学生顺利过渡 

1. 上课第一天，给出本学科的重要内容，冲击学生的固有观念。 

2. 做好课堂考勤：比如点名册、剪贴板、签到、座位表。 

3. 通过幻灯片、简短讲解或自我介绍等方式介绍教学助理人员。 

4. 发放信息丰富、美观和适于学生使用的教学大纲。 

5. 布置第一天的作业，要求学生下次上课时交。 

6. 第一次实验课上就开始实验和其他练习。 

7. 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告诉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室习惯：比如按时完成工作、实验步骤、实验设

备、实验室的打扫、设备的维护、实验安全、器材的保管、充分利用实验室时间。 

8. 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 

9. 让学生到学术成就中心寻求基本学术技能方面的指导与帮助。 

10. 告诉学生本课程需要投入的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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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介绍辅助学习的资源，如图书馆、学习手册、补充阅读和练习。 

12. 解释如何准备本课程的考试。 

13. 订立规则，包括缺席、迟到、考试程序、成绩评定、基本礼节，以及如何执行规则。 

14. 公布办公时间，并且保证准时在办公室等候学生。 

15. 告诉学生如何上人数众多的大课以及如何在公共场合学习。 

16. 发放考试样卷。 

17. 发放考试样卷的答案。 

18. 告诉学生正当合作和学术上不诚实行为的区别，让学生清楚何时允许合作，何时需要独立完成

作业。 

19. 每天找不同的学生深入了解。 

20. 让学生写出他们生活中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21. 了解学生的工作；如果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在工作，了解清楚他们做什么工作以及每周工作多

长时间。 

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22. 上课前，老师站在教室门口，和每一个走进来的学生打招呼。 

23. 准时开始上课。 

24. 用颇具震撼力的开场使学生安静下来并集中注意力。 

25. 就当堂主题进行一个预测试。 

26. 用谜题、疑问、悖论、照片等引出当堂主题。 

27. 刚上课时让学生提出问题和关心的话题，并写在黑板上，在上课过程中逐一解答。 

28. 让学生写下他们认为本堂课应该有什么重点。 

29. 问正在看学生报的人报纸上有什么新闻报道。 

挑战学生的智慧 

30. 让学生写下对本课程的期待和自己的学习目标。 

31. 使用多样化的课堂讲解方式。 

32. 开课二十分钟后引入一个“短暂休息”，可以讲个趣闻轶事，让学生放下笔，谈论一件时事，

变换一下媒体。 

33. 借助社区资源，如剧场、音乐厅、政府机构、企业及户外活动场所。 

34. 用新颖的方式放映一部电影，比如中途停下开始讨论，只透露一部分情节，让人猜想结局，发

放影评，反复播放某些部分。 

35. 与学生分享你的教学理念。 

36. 组成学生小组，就同一概念提出不同的见解。 

37. 组织一个“改变你的想法”的辩论。将教室分成几个区域，代表不同的观点，学生在讨论中可以

从一个区域走到另一个区域，以示自己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38. 开展一个生动的学生基本信息调查：比如根据毕业中学的规模、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消费者偏

好等特征让学生走到教室的不同区域。 



 

3 
 

39. 阐述你目前的研究兴趣，并解释你在本领域内如何从头一步步走到今天。 

40. 通过角色扮演，来引出当堂课的主题。 

41. 让学生扮演本学科领域内的职业角色：例如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生物学家、农学家、政治学

家、工程师。 

42. 通过“头脑风暴”开拓学生视野。 

43. 给学生两篇观点相左的材料，让他们比较对照。 

44. 列出本领域的未解之谜、争论和重大问题，让学生“认领”一项进行研究。 

45. 问学生暑假读了什么书。 

46. 问学生针对该议题当地立法有什么规定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47. 向学生展现你对本学科的研究学习热情。 

48. 带领学生一起去听校园讲座。 

49. 组织一堂“吉普赛学者”课，向学生展现本领域内激动人心的发现。 

向学生提供支持 

50. 汇总学生的联系方式（比如电话号码和地址），让他们知道你需要能够联系上他们。 

51. 查出缺席者。给没来上课的学生打个电话或写个留言条。 

52. 用问卷调查或摸底测试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基础水平，并及时给予他们反馈。 

53. 发放学习问卷或学习指导。 

54. 不怕重复。对于重要内容，学生应该能够听到、阅读或观看至少三次。 

55. 给学生机会展示取得的进步：比如总结当堂内容的小测验，对当堂教学材料的书面反馈。 

56. 用不计分的反馈方式让学生知道自己的学习情况，比如贴出不评分的小测验和题目的答案，课

堂练习，口头反馈。 

57. 对你提倡的做法加以鼓励，如表扬、光荣榜、或给学生写鼓励的话。 

58. 用轻柔的方式处理问题，如讲个笑话，用同情话语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 

59. 有条不紊。明确展示计划与安排，在黑板或投影上列出当堂课的“目录”。 

60. 使用多媒体教具，如投影仪、幻灯片、胶片、录像带、录音带、模型、样本材料。 

61. 用多媒体展示的多样化案例来举例说明重点与难点。 

62. 与每一个学生谈话，一对一进行或分小组进行。 

63. 发给学生能够随身携带的电话号码卡片，如院系办公室、资源中心、助教、实验室等重要的电

话号码。 

64. 把本课程所有重要的时间节点打印在一张卡片上，以便传阅和张贴在镜子上。 

65. 课前课后“监听”学生的谈话，与他们共同讨论本课话题。 

66. 实时更新实验室评分表，以便学生自查实验课学习情况。 

67. 关注学生是否有学习方面的困难，并指导他们找到对关的人员或资源以获得帮助。 

68. 告知学生如何才能取得该门课成绩的“优”。 

69. 了解学生每天的所做、所感、所思。 

鼓励积极主动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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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让学生多动笔。 

71. 让学生每周写三次周记，针对本课议题进行评论、提出问题并自己给出答案。 

72. 鼓励学生就表达或内容两方面对同学的论文或考试简答题互相评判。 

73.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等待回应。 

74. 调查学生对彼此提出问题的回应和评论。 

75. 把学生两两分组或组成其他学习小组，让组员互相测验当天所学的内容。 

76. 给学生机会就本课议题发表个人的观点。 

77. 让学生运用课程内容解决实际问题。 

78. 发给学生红、黄、绿三色卡片，对争论不下的问题进行即时投票表决。 

79. 进行课堂讨论时，教师应在教室中巡视，不时加入学生的讨论（一个便携式话筒很有用）。 

80. 向每个学生提问并等待回答。 

81. 在教室后面放一个建议箱，鼓励学生写下自己的意见放进去。 

82. 用口头提问、举手表决、多项选择题的测验形式进行课程的总结、复习和及时反馈。 

83. 组织学生成立任务小分队，来达成特定的目标。 

84. 作为一种教学手段，给课堂小测验和练习打分。 

85. 在重要考试前给予学生充分的练习机会。 

86. 开学不久即进行考试，并及时反馈。 

87. 让学生在卡片上写下提问并当堂收齐，下堂课上集中回答。 

88. 布置需要多人合作的作业。 

89. 布置学生用自己的话对艰深的阅读材料写出释义和摘要。 

90. 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 

91. 鼓励学生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时事议题带入课堂，并张贴展示。 

培养集体归属感 

92. 记住名字。每个学生都要努力记住一些同学的名字。 

93. 建立同学录，方便学生为学习而互相联系。 

94. 用卡片提问的方式了解你的学生。 

95. 给学生拍照（小组合影、个人特写），把照片张贴在教室、办公室或实验室里。 

96. 三人一组，让学生组成学习互助小组。 

97. 把学生分成小组以便互相熟悉，并定期混合重组。 

98. 开学初就布置团队专题作业，留出时间让学生组合团队。 

99. 帮助学生成立课外学习小组。 

100. 对讨论课程议题所需的外部资源和拟邀请的讲座嘉宾征询学生的建议。 

教学反馈 

101. 在开学头三周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以便改进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