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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提倡高效课堂、提倡素质教育，这就需要教师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及自己在课堂中的地位，使
学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让学生能够在快乐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知识和技能，而不能让学习成为学生的负担。我们现在所培养的
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他们面临着新世纪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挑战。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培养学生精神人格和智力相适应，
使之成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其根本途径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学生数学能力和创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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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研究的产生背景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

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

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由此可见，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应当让其发挥出最大的能动性和创

造性。因此教师就应该改变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位置，使自己变成学生

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的舞台，让学生学会自主

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2 本课题在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2.1 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教育最关注

的热点问题，在此方面国内外仁人志士就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

表了若干争鸣，其中有影响的，可以系统地阐明，指导同行，特别是一

线教师怎样恰到好处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做法太少。仅仅是从理论上

涉及到了在新形势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问题。而就如何在学生中

培养自主学习的方法、途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行

之有效的操作办法。因此，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研究，构建良好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序对策和具体的

实施操作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2.2 本课题与之联系及区别  
本课题研究方向与国内外同一领域研究具有同一性：侧重于新课程

标准下的优化学生思维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探索学生

如何学会在新课程标准下的生存，如何学会在新课程标准下的学习，教

师如何发挥教育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本课题与当前国内

外的研究有一些明显的区别：①研究的形式有差别。我们的课题把重点

放在基础教育阶段，放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上。②研究的内容有

不同。当前流行的建构主义对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理论探索，本课题重

点是研究自主学习学习能力培养的实践和方法。 

3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3.1 本课题研究主要目标   
3.1.1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树立“以人为

本，关注生命”的教育理念，重视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3.1.2 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构建有效教学课堂模式，培养学生

合作交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着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促进学生和谐健康发展。 

3.1.3 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实践探索，制定各年级各阶段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策略，形成学科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主导的学生自主学习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3.1.4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和实验，促使广大教师更新教学观，改变

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那种“灌输式”

的教学模式，树立创新意识，推动学校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和

科研能力。 

3.2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3.2.1 对当前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实际情况的调

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积极因素和具体问题，

以便针对性地研究确定具体的策略。               
3.2.2 对本校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调查研究。

更新教师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变“灌

输式”为“启发式”，变“保姆式”为“自主式”。在课堂教学中，积极

探索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 

3.2.3 对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调查研究。在数学课堂

教学中实施主体式教学，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

前提，以创设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条件，以教师激励和指导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建构为特点，以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4 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辅之以调查法、实验法、文献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准实验研究法、经验总结法。为使研究尽量地靠近目标,

我们采用“讨论—行动—反馈—调整”,即边研究边行动,边反馈边改进,

边实践边总结,边收集情报,边修改方案的做法。 

4.1 调查研究法 

以本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这些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

心理素质、智力品质等情况，为课题研究提供依据。在研究和实验过程

中，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观察分析和策略指导。 

4.2 文献研究法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教育教学理论，分析他人的成功教学经

验，借鉴外地的教改成果，研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逐步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                  
4.3 实践研究法  

按照课题设计和实践方案，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实践活动。通过

实践活动，探索出对广大学生加强学习策略的指导和训练，以完善学生

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成功经验，从而促使学校各

科教学改革向深层次发展。 

5 实施步骤 
5.1 准备阶段（2018 年 3 月-2018 年 4 月） 

成立课题组，制定总计划，确定课题目标； 

设计课题的研究方案，书写课题报告，进行课题申请、积极为申请

课题做准备； 

结合《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搜集相关资料，加强理论学习。 

5.2 实施阶段（2018 年 5 月-2019 年 9 月） 

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学生的学习现状及教师的教学方法； 

组织开展有关自主学习的课例进行实践，进而分析，从中找出适合

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 

对个案进行深刻分析。 

5.3 总结阶段（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1 月） 

收集相关材料，整理资料；   
撰写结题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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