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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们延边地区朝鲜族学生大幅减少，理科高考成绩越来越低迷，选“理科班”的学生逐渐减少，为了打破这种现象，前几年

开始我们校提倡实施“学案导学、自主互助”教学模式，现在谈一下这些年“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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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导学”教学模式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学生的参与意识

和自主发展为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用自己的方法学习，学会创新,加强能
力培养,增强课堂教学的质量。“学案导学”教学模式是以“导学案”为

载体实施对学生自主探究、主动学习的指导,将课前和课上相结合,学案

与教案相结合,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讲解引导相结合,知识技能与能力素
质的培养相结合,让学生自主探究主动学习,亲身体验知识形成的过程。

这种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认真

备学案，学生认真做预习，在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做自主学习，“学案导
学”教学模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学会学习，越更高层次的学生，需要更高的自觉

性和自主性。我想任何一种教学方式都有它的优点和弊端，不管是什么
样的教学方式，只要让学生学会了，我想教师已经完成了初期的任务。

现在倡导“学会”转变为“会学”，但没有“学会”，“会学”谈何容

易，没有学会基础知识，哪来的应用。 
分析现在学生的状况，单亲无亲学生居多，物质生活普遍提高，消

费观念转变，信息化时代的冲击，大部分学生没有学习动力，迫于无奈

上高中的学生多。对这些学生，最大的问题不是教学方法上的问题，教
师要认真思考的是怎样让他们产生学习动力。 

在“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的确体现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让学生自主学习，给了不同层次的学生很多发展空间。但对于
学习习惯差，学习困难的学生来说，即使是教师细致的讲解都未必使他

们知道使他们知道知识的来龙去脉，更不用说自主学习了，结果使得整

个班级学生两极分化严重。如何做到两头兼顾：既发展了好学生，又使
后进生有所进步，是我们教室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交流、共同学习的方式。但在此过程中，很

多的学困生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很多知识他们不懂，又不愿意让别人知
道或不想让别人听见自己错误的想法，于是只听别人说，自己不发表任

何言论，学习上很是被动，久而久之，学习越来越落后；而对于那些调

皮的学生来说，讨论简直是一种放松，以此有正当理由说话的机会，发
言不少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课堂教学中，学生在“学案”和教材之间频繁转换，，精力难以集

中，有了“学案”，有的学生不看课本，按照教师的讲解在学案抄写，
不重视笔记，时间久了学案和课本都找不着了，很多遗忘的基本知识，

基本公式没法自己再记忆巩固。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教师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实施“学案导学”教学模式更加有效，切合

学生实际呢？现在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1“导学案”要精心设计 
1.1 很多教师的导学案往往把知识点和公式以填空或者提问的方式

提出，让学生从课本里找到答案填写，我想这样导学案失去了真正让学

生导学的意义。导学案应该让学生感受问题的研究方法或者引发学生疑
问开始入手，应该多设计一些发散性的提问，不能让学生从课本里直接

找到答案，应该让学生好好阅读课本后，通过思考才能确立答案的问题。

这些问题要求不一定有标准答案，通过学生的回答，可以让其他学生找
到新问题或者启发其他学生。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课堂上讨论，这样可以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1.2 导学案里的课堂练习题要精心挑选，要有针对性，要体现解题
方法的多样性，课堂练习应该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练习还要有一定的

连贯性，满足学生的思维惯性。 

1.3 导学案里应体现学法指导。每个知识点的学习应该让学生明确

为什么学，怎样学，怎样应用等问题。 
2“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实施对教师的要求 
2.1 比常规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更加严格，教师要有更高的责任

心，不能有了学案，就忘了备课。导学案是针对学生的，教案应该针对
教师的，学案对教师的教只起到辅助作用，不能代替教案。 

2.2 教研组应收集全体组内教师的导学案，选出优秀导学案，整合

成册一套完整的导学案。以往，没有整套的导学案，每天边编辑边发给
学生导学案，过一段时间大部分学生丢失导学案，成册会避免这些现象。

假如没有成册，那需要教师定期检查学生的导学案。 

2.3 有了导学案，不能忽略对学生作业的检查。学生又要做作业，
又要根据学案做预习，任务较重，所以预习和作业教师要掌握合理的一

个“量”，不能让学生负担太重。 

2.4 导学案要体现学生的差异性，必要时应该进行分层教学，课堂
练习题至少应该有基础、应用等两个级别。针对不同档次的学生要提出

不同的问题。 

2.5 信息化时代，导学案可以用微信，qq 等形式发放给学生。 
也能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和开发网络学习资源。学生积极参与课程资

源的开发，既能使被开发的内容方法符合学生自己的身心特征和学习基

础，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3“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实施对学生的要求 
3.1 学生必须学会合理利用导学案，导学案是学生学习的辅助手段，

必须明白导学案不能替代课本。 

3.2 不能有了导学案，就忘了做笔记，对重点和难点以自己的方式

做好笔记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3.3 不管用什么学习方法，作业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最有效、

最直接的方法。学生应该好好做作业。 

3.4 从导学案中找到学习的方法，从课本中找到知识点。 
3.5 这些要求都要通过教师的引导在学生学习中体现。 

总之，教师对学案的设计，应从教材的编排原则和知识系统出发，

对大纲、教材和教参资料以及自己所教学生的 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等进
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合理处理教材，尽量做到学案的设计重点突出，难

点分散，达到启发和开拓学生思维，增强学生学习能力的目的。学案的

设计应具备以下特点:①围绕教学目标，紧扣教材，从整体上体现教材的
知识结构和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使知识能条理化、系统化和整体化，尽

量一课时一个学案，以便控制学习总量，使学生明确目标，最大限度地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②有启发性，对教材中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有的应
作适当的提示，配以一定数量思考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一个个问

题的解决中培养学生的能力，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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