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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效率

韩国军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226400

[ 摘  要 ] 历史课要改革，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如何改变教学模式，

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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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创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气氛

传统的“班级上课制”是指几十个学生面向教师排排而坐，教

师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这是典型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这种组织形式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普及教育也有很

大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对不同学生采用统一要求、

同一方法来授课，不能充分照顾学生个性差异，不能很好贯彻“因

材施教”原则，其结果必然不能充分发挥全体学生作为认识主体的

能动作用，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不利于整体课堂效率的提高。

如何克服上述局限呢？笔者认为在以班级上课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前

提下，辅之以个别教学和小组教学形式，把班级、小组和个别化教

学最佳地结合起来，并把它作为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常用的教学原则。

个别教学是指有针对性地个别传授知识和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

自学活动，也即培优补差。对班级上智慧聪颖、学业成绩优异、对

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有计划地个别指导，让他们参加“史学社”

的各项活动，学写历史小论文，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探究性研究等，

促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对自学能力弱、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进行个别辅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弥补知识缺陷，提高学习能力，

促进一般发展。个别教学便于因材施教，针对性强，能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小组教学的最大特点是讨论——即合作学习，这是一种互动式、

互助式、交流式的教学方法。在小组教学中，教师辅导和参与，首

先是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提供学习资料；其次是参与其中，通过

集体讨论最终得出结论。

不管是个别教学还是小组教学，都需要教师放下“师道尊严”

的架子，以平等身份参与其中，和学生一道寻找真理。这样就可以

营造自然、和谐、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充分张扬个性，

从而有利于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教学效率的提高。

二、改革课堂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为主“学”为辅，教师的主导地位强

而学生的主体地位弱。新课程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参与学习、

体验成功的机会，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这种学习方式的改变，

要求教师从知识的传递者向引导者、组织者、促进者转变。因此我

们必须以研究“学”入手，以利于“学”为目的，改革课堂教学方法。 

首先，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能使学

生思维敏捷活跃，使学生愿学乐学，而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最

重要的是建立平等、互尊互爱的师生关系。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

说过：“对学生来讲，最好的教师是在教学活动中忘记自己是教师，

而把学生视为自己的朋友、志同道合者的那种教师。”[1] 亲其师便能

信其道，学生感到你是他的良师益友时，便能认真听课、积极思维，

并对该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以主人翁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

课堂学习中，从而最佳发挥其主体地位。

其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

指出：“教育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2]

在教学中，教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如“以题带课”、组织学生讨论、“生讲师导”等等都是好方法，通

过这些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维，

尤其是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因为疑是知之始，小疑小进，大疑大进。

教师必须认真对待学生的质疑并及时释疑，切忌讽刺挖苦、马虎应付。

对于学生的发言，教师要善于发现其智慧火花和新颖、独特的见解，

及时给予肯定，切忌粗暴打断甚至全盘否定。这样既能使教师的主

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又能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实现。

第三，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努力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善于

学习”的能力。我国古代《学记》中早有论述：“君子既知教之所由

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所谓“投人以鱼，不如

授予渔”、“教是为了不教”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美国社会学家阿尔

温·托夫勒认为：“明天的学校不仅要教给学生信息，还要教给他们

获得信息的方法。学生必须学习怎样抛弃旧观念，怎样和何时用新

观念来取代它们。简言之，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学习。”[3] 这些都表明

作为教师，必须教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学习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重学法指导，以达“教是为了不教”之效；要

求学生必须留意教师的教法和学法指导。如在历史教学一开始就告

诉学生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包括背景、过程或内容、结果（包含结

局、积极作用、消极影响）三大要素；历史背景一般从原因、条件、

目的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应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等，努

力使学生尽快地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并养成自觉的学习

习惯。

三、改变课堂教学结构，强调课内巩固、消化

历史学科内容多、头绪杂，许多知识比较深奥、复杂，学生混

淆不清，不易理解。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往往是教师一唱到底、学

生一学到底，其中虽含有启发性教学环节，虽然有学生的积极参与，

但最大的特点是课内以教、学为主，至于知识的巩固、消化、运用

纯属课外之事，这既不利于学生及时理解、巩固新知识，也增加了

学生的负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素质的提高。为此，我

们必须改变课堂教学结构，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溶学习、

巩固、消化、复习于一课，特别是在课内安排最后 15 分钟左右时间，

使学生对所学新知识当堂巩固、消化、记忆并学会运用。巩固、消

化新知识的工作，可以采取小结、提问、复习、练习、答疑等方法

进行，在巩固过程中，教师还能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及时予以补救。

这样既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又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课外负担，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总之，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

动过程，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将不断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

彼此将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面对新课程改革，让我们师

生共同努力，共同开发课程、丰富课程，使我们的教学真正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切实为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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