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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这一名词
,

早已为大家所熟悉
。

生活在现代

社会的人们越来越懂得反馈的作用和意义
,

因而它

的应用 已远远超出了某一技术领域
。

通过几年的教

学实践
,

我觉得
,

在教学中若能很好地把握反 馈环

节
,

就能实现教学相长
,

达到师生共同提高的目的
。

教学过程中的反馈是教师不断把 自己头脑中存

贮的信息输送给学生
,

学生再把这些信息以不同的

方式输出
,

让这些输出信息重新作用于教师的教学
。

通过学生对教师的反馈
,

教师才能知道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
,

从而可以调节教学内容
、

方法和时间
。

同时
,

教学不是单边活动
,

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双

边活动
。

老师和学生存在心理上的相互激励和相互

鉴定
,

学术上也存在 问难和补益
。

对教师来说
,

要想

提高教学质量
,

除了不断充实 自己的学术水平外
,

更

重要注意对学生对你的反映
、

要求
,

以此作为奋发向

上的一股动力
,

教学上的反馈
,

可以带来教学相长
。

实际上
,

凡是教师均在 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反馈

法用于教学
,

但由于大学教师不坐班
,

跟同学的接触

时间相对少
。

不少同学的感觉是教师上课来
,

下课

走
,

课上满堂灌
,

课后不见影
,

学习 只能是上课记笔

记
,

下课看笔记
,

考试背笔记
。

如此下去
,

学 习自觉性

高和能力强的同学还能跟上老师的讲课节奏
,

自觉

性差些
,

能力低些的同学只能视上课 为听
“
天书

” ,

课

堂气氛必然不活跃
,

学生的学 习兴趣大受影响
,

最终

导致学习成绩较差
。

而教师也觉得自己的劳动达不

到理想的目的
,

因而对教学活动不热心
。

殊不知
,

这

一切均是未能切实把握好
“
反馈

”

环节而引起的
。

要使反馈法 在教学过程 中起到较好的效果
,

我

们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

( l) 深人实际
,

调查研究 开课前
,

教师 以严谨

的态度
,

从多方面对学生的思想
、

爱好
、

学 习态度
、

学

习方法和知识基础进行调查研究
,

作为教学过 程 中

宏观调控的依据
。

( 2) 注重观察
,

多法并举 教师在课堂上要善于

观察学生
。

因学生的听课情绪和表现是体现教学效

果的镜子
,

一个好教师是不会不管学生的反应而只

顾自己讲授的
,

而是善于根据学生反馈的情况
,

推知

学生接受知识的情况
,

从而及时改变教学方法
,

调节

教学活动
。

另外
,

课堂上
,

除了讲授之外
,

教师还须有

意识地 留出时间
,

为学生创造条件质疑间难
,

从而提

供反馈信息
。

而课后的作业与批改
、

辅导
、

答疑
、

阶段

性考查
、

考试等
,

也是建立反馈联系的有饮形式和途

径
。

根据这些方式和途径
,

基本上可以了解全体同学

的知识掌握情况
,

学生也可知道 自己的学习结果和

应 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

对于已经掌握所教知识的同

学
,

鼓励他们向更高的方向钻研
,

对于没有掌握的同

学
,

要对其进行帮助
,

直到掌握为止
。

( 3) 多方征求
,

及时反馈 教师要能够以普通一

员的身份出现在学生之中
,

成为其可亲
、

可敬 的
“
引

路 人
” ,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
,

允许学生发表 自

己的观点
,

从学生的言论中了解他们对教学的要求
,

对教学活动的反映
,

并对这些反 映信息进行及时准

确的评价
,

从而使学生 明辩正误
,

强化理解
,

使教师

对教学过程的调控获得成功
。

( 4) 教后多思
,

知彼知已 教师教要及时回忆
,

审视教学内容
,

使讲课成功之处得 以巩固
,

失败之处

予以纠正
,

扬长避短
,

以利再战
。

并且
,

教师除了要知

彼— 学生外
,

还要知已
。

教师应当探知自己在知识

上的广度和 深度
,

尽力拓宽 自己的知识面
,

挖掘 自己

的知识点
,

只有这样
,

才能保持较强的反馈能力
。

只有重视教学反馈
,

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节

教学
,

教学的不断循环
,

才能不断向最优化的方向发

展
,

从而实现教学相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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