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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行已有一段时间了，由于

传统教学的模式和理念强大的惯性，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传统

的模式越来越显出其先天不足。因此，时代强烈需求课堂

教学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新的课改理念在今天教学中的运

用。新型的教学模式十分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发挥教师

的“导”的教学，这有别于传统的以讲为主的教学课型。

这是当今中国教育的必然，它有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在开

展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中，以“学案模式”为例，笔者有

以下三点肤浅的体会。

2 新课堂教学模式的“利”

新课堂教学模式就是要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双边活

动之间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注重的是“传道授业解

惑也”，更多关注的是执教者自身，对学生的关注相对较

少 [1]。特别是在今天需要学生有开拓创新方面，只注重师的

讲会很大程度地制约甚至扼杀学生的个性乃至天性。通过

课堂模式的重构后，改变施教者与学习者相互的关系，能

给课堂带来巨大的变化。

2.1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
例如，“自学、释疑、达标”教学模式，以“教学案”

为载体通过教师的点拨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

学习，因为教师给学生布置了学习题目，在问题的导引下，

学生有学习的任务，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自己要

去思考，找办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参与到学习活

动中来，是主动的。另外，学生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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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感受到了学习收获的喜悦，学习积极性也就自然高起

来了。

2.2 帮助学生合作探究与创新品质的生成
新课堂教学模式本身就要求学生在相互合作探究中学

习，大多数问题仅凭学生自己独立地去解决是很困难的，只

有在小组之间相互的探讨和同策同力下才能较好地找到答

案。这正如有一句话说得那样：“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

苹果，相互交换还是只有一个苹果，而你有一种思想，我有

一种思想，相互交换却有两种思想”。这对培养学生的探索

精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微妙效果，教会了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思考。

2.3 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
传统的教学方式不管学生愿不愿意，感不感兴趣，满

堂的灌输，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挫伤了学生的求知欲望，

学生常常会感到学习是一种负担，是一种痛苦，久而久之

这不利于教学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通过课堂教学模式的改

革，学生不像以前被动地学习听课，他们成了学习中自己真

正的主人，因此他们感到学习是件快乐的事，他们的学习欲

望和兴趣得到了复苏。在我们的教学中，应该多接收外面的

先进经验，成功的经验。例如，“三模五环六度”大课堂，

以“定向导学、互动展示、当堂反馈”为导学，学习过程中

“自研自探—合作探究—展示提升”等，强调教学要有“准

确度”“明晰度”“效度”和“精彩度”，通过这些模式，

给我们的实际教学提供学习研究的经验。

3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要克服的“弊”

课堂教学建构的重要模式之一就是“学案”，但我们

在接受这种教学模式时，常常会感到一些困惑与茫然，因为

我们边远山区初中的学生在传统教学的窠臼中尚未解脱出

来，施教较难，这就使得我们的教学缺乏相应的教学基础和

土壤 [2]。特别是在边远山区采用“学案”的教法有点吃力，

难以顺利施行。

3.1 学案的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和学
习能力

在教师善于引导，善于点拨与启发下，指导学生相互

合作探究，这就需要学生能够为了共同的学习目的而和谐融

洽地相处，建立起良好的同学关系。要求学生要有集体意识、

团队精神。因此，导学案还必须加强班集体的凝聚力建设；

反之，不但无法发挥好学案的理念，反而还会给课堂带来极

为不良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严重干扰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3.2 学生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
另外，新的课改对教师乃至对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对学生而言，需要学生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还需要学

生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这两种内因的共同作用

下，学生才能调动起自己，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教

师导学才能得心应手，否则就会举步维艰。心理学的研究指

出：只有当学生有了较高的学习动机，有较强的内驱力，才

能有较高的学习效率，就是这个道理。

3.3 因材施教
在今天网络化的时代，一部分学生常常沉迷网络，玩

微信、刷抖音、打游戏，这些影响学习的负行为严重占据了

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学习习惯和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会变

得厌学，急功近利。这对于自主课堂教学模式更是一种巨大

的考验。调查表明在水平层次不同的班级中，基础好的班级

中施行“学案”模式，学生能主动参与，乐于学习，并且很

积极，效果也比较理想，学生思维很活跃，兴趣也很高。但

时间进度把握上如果不能遵从教育教学的规律，做到张弛有

度，学生也会出现“断链”的现象。太驰，学生会松散，趁

机游离于教学；太张，学生会倦怠，失去教育良机；在基础

层次薄弱的班级中，如果学案上设计的问题稍微有深度点，

绝大部分学生是难于跟上教学节奏的，课堂就会变得很沉

闷，教师无法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思维，学生的素养实现

难以达成 [3]。

因此，笔者认为“学案”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有许多我

们值得探究攻克的问题：

①学案课堂确实转变了学生学习方式了，但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次生的负面因素，那就是“学案”上问题设计的“度”

和“量”，即超“度”超“量”。新课教学，学生上课时

会把过多的精力和心思花在相互探讨上，再加上展示交流等

环节占用了一定的教学时间，会给教师高效完成教学带来 

障碍。

②给课堂调控和干预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部分基

础差的和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利用“学案”的探究和合作为

机会趁时游离于教学内容，甚至无视正常的教学秩序，客

观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教师又需要花时间和精力调控干预课

堂。课堂观察发现教师在将学生分小组合作时，小组内分担

了责任的学生参与度高，没有分担任务的学生就会渐渐变成

一个旁观者，这对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是有害的。

③教师在处理导学案和教材知识重难点两者之间的联

系时，常常未能有机结合，从一定意义上降低了教学效果，

没有达到落实知识点的作用。

4 课堂教学模式重构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冲击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理念，

必然在施行的过程中会有许多需要解决和突破的问题。特别

是给教师提出了许多更高的要求，教师在新课堂教学模式重

构面前面临着新的挑战。

4.1 课堂艺术的挑战
新课堂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懂得课堂教学艺术。如不同

的导入艺术，提问艺术，深入浅出的点拨分析艺术，课堂组

织与调动艺术。总之不是简单的解惑授知那么单纯，更要把

课堂变成一堂寓教于学，寓教于乐的审美艺术课。如地理教

师在导学“中国的阶梯”一节时，教师可以用有关长江的诗

词歌赋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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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用游戏、竞猜、抢答、对抗赛、接龙

等多种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制

作学具、教师制作教具等促进学生兴趣。

4.2 课堂教学技能的挑战
新课堂教学模式还要求教师具备多种教学技能，如板

书板画的基本技能，这在有的科目中是很有必要的。例如，

地理教师绘制地图的能力，数学教师画几何图形的能力，语

文教师简笔画的技能等基本功 . 另外，就是多媒体运用，教

师要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课件制作的能力，甚至还包

括出色的表演技能。只有完善这些技能，才能更还地发挥新

课改的魅力，使导学更有价值和前景。

4.3 对教师综合素养的挑战
新课堂教学模式要求教师要多学习，善于学习，不断

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前常说要给

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现在在新课堂教学模式前，

仅仅“一桶水”已然远远不够，更要有一潭水甚至是一江水。

并且是多种知识素养，单单是专才还不够，还要成为通才才

能在新课改中游刃有余。

5 结语

以上是笔者一些粗陋甚或是不恰当的见解，而新课改

的内容还很多。惟愿在新课堂教学模式建构的道路上能不断

充实提高自己，努力做到与时俱进，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转化运用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学规律，提高教育教学

效率，促进学生成才，积累点有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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