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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指出：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一目标在《新课程标准》（试行）里被概括为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小学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以及它的奠基作用决定了这种素养的培养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而目前的语文教学大部分以单一的接受学
习为主，合作学习流于形式。“教育个性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一股强劲的教育潮，是各国教育改革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思想。重视“人”
的地位和研究，强调教育教学个性化是现代教育思想区别于传统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贯穿于正在进行新课程改革就特别强调尊重学生
的个体性，它的一个基本的教育理念，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可以说，个性化作文是教育个性化的要求。因此，对于语文学习中“主
动探究，个性发展”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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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理论基础 
1.1“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语文观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是交

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同时语文是文化，还有传承文化的功能。工
具性是着眼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评议实践的能力；人文

性是着眼于语文课程对学生进行感情的熏陶，汲取中华文明的精髓。工

具性与人文性是统一在一起的，二者不可偏废，不可分离。 
1.2“自主建构主义”教学观 

“自主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知识在被学生接受之前，对学生来说

是毫无权威性的，教师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交给学生，不
能用教材知识正确性强调作为让学生接受的理由，也不能用专家、教师

的权威性压迫学生。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他们自己已有经验、

知识为背景来对新知识进行分析检验和批判，同已有知识对接，来掌握
新的学习内容，获得新的知识。学习是学生自己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己构

建知识体系的过程，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从而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

识。 
1.3 情境教育理论 

情境教育观认为，就是在教育中优化环境，使学生在充满美感和智

慧的环境氛围中与儿童的情感心理发生共鸣而契合，使儿童在现实环境
与活动交互作用的统一和谐中获得全面发展。因为这种人为优化的环境

就可以做到主体能动活动与现实环境的统一，激发儿童潜能与塑造的统

一，最终达到素质的全面提高与个性充分发展的统一。 
1.4 尝试教育理论 

尝试教育就是让学生在尝试中学习，在尝试中成功。在现有的教学

条件下，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机的结合起来，创设一
定的教学条件，使学生的尝试活动获得成功。 

2 研究的意义 
新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在我们小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依

旧充斥着整个校园之中。传统的教学过分地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及评

价，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探

索能力得不到提高，总是按照教师的设计进行思考，按教师的要求来完
成学习任务。这样的课堂教学机械、沉闷和程式化，缺乏生气与乐趣，

缺乏对智慧的挑战和对好奇心的刺激。这样的教育教学很难适应时代的

要求。而课程改革倡导“主动探究，个性发展”的学习方式。我想通过
对“主动探究，个性发展”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让教师们切身感受

到学生学习方式改变后，学生的能动性有所提高，自主学习意识有所增

强，自己的负担也减轻了，学生的兴趣也浓厚了。为此，我提出了这一
课题。 

3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自主——学生积极自觉地参与学习全过程，手脑并用，生动活泼地

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形成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个性品质。 

合作——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通过

交流、交往形成平等、民主、合作的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课堂教学氛
围。 

探究——在教师的启发激励下，学生呈现多向发散思维状态，自主

加工信息，大胆质疑，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善于自我表现，能够标新

立异，形成具有个人特征的学习方式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个性：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行

为方式有机结合而使个体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性。它指的是一个人的独

立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4 研究的内容： 
4.1 小学语文“主动探究，个性发展”教学模式的研究； 

4.2“主动探究，个性发展”教学模式的理念、策略、流程、评价标
准和特点研究； 

4.3 同一学科、不同课型、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如何采用的相应

变式的策略研究； 
4.4“主动探究，个性发展”模式的运用研究； 

4.5 实施本模式教师应具备的教学素养研究。 
5 课题研究方法： 
5.1 行动研究法 

本着从教育教学的实际中发现问题，并在教育教学中寻求解决问题

的办法的宗旨，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的前提下，采取行动研究方
式，以教研指导教学。 

5.2 观察法 

以听课、检查、交流等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
式、学习能力、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实验操作的得失。 

5.3 调查法 

以问卷、访谈、听课等形式对学生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式、
学习能力、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观察，从而掌握实验第一手材料，进而

分析实验操作的得失。 

5.4 个案法 
注重个案跟踪，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寻

求点上的积累和突破。 

5.5 经验总结法 
对课题研究过程的感性经验和认识进行提炼和概括，提高相应的理

性认识，形成相关的课堂教学范例和模式。 
6 课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阶段：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7 月 

确定课题，各教师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制定课题研究计划，申报

课题立项并完成开题工作。 
第二阶段：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 

课题研究小组按计划开展研究活动：学习、听课、写案例、完成反

思等。 
第三阶段：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 

总结课题研究成果，撰写课题研究报告，并将研究成果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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