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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教学有效策略方式的探究
王国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现代化的教育应结合科技手段呈现多元化的教育教学

方式方法，目前教育最大的误区就是标准化的存在。为结合学生

自身差异找出对应的教学方法从而融入教育方式，“思维导图”

在学习知识、教学设计等方面起较大的实用性，它两边的延伸能

充分利用左右脑的机能。教育教学不能只局限于理论知识更要讲

究“实证”，提倡学生参与课堂讲题方式更能让学生找出问题所

在并对其进行解决，师生的感情联络也是教育最为缺乏的，应适

当增强师生间的亲切感以求学习互动促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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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传统化转向多元化

 （一）教育模式应结合科技获取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里只有从书面或从他人口中获取知识，步入

近代化应合理地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其顺应时代发展。教育教

学变革同时要求有科学的教育模块，提倡科技平台结合学校教育

教学手段进行微调。同时也不能把科技手段局限在主观意识里，

限制在教育教学区里，应走向教育行业让教育呈现多元化的教育

模式。为达到教学质量效果，应与时俱进、与科技相融合起来实

现现代化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只滞留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

要与时代兼程，使之与时代同进步，但在教学的同时也不能忽略

了教育的本质。科技呈现于新的时代，是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前提。

教育也应与科技相伴，利用科技来实现现代化教学，让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们能够利用科技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习效率，为学

校提供新的助学平台。

（二）教育模式应结合自身优势发展

“标准”化是教育手段目前的最大误区，应当谈化标准结合

个人自身发展的优劣势从多个方面来实现教学方式及教授方式，

淡化标准不是不要标准而是不能把标准作为教育教学的中心。过

分的评比标准实际是与现在的教育形式不太合适。就目前学校教

育教学而言太过追求教育标准化使其达到统一发展统一方式，导

致的效果只能面临各有差异、各有促进，也有滞留甚至倒退等完

全不想要的教育效果。缺乏的就是“对号入座”这一教育的方式

方法，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存在差异，若所有的人都追求同一种学

习方法，那么最后的结果过只会存在差异。想要一一发展就要树

立一一对应的教育方式来实现，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可行性发展

从而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理当求的是实现个人自身发展，人有异数，

不可拿一个标准来套达能一致效果来实现教育，这样只能让教育

者张冠李戴，这是一种极端不规范的教育方式。应转换教育方式，

结合个人自身发展来判断推理所存在的问题，所对应的学习方式

方法，从而多个方面考虑进而来对应实施教育方式达到对号入座。

（三）教育模式应结合思维导图进行学习

文字结合图形结合流程的视观感更突出说明逻辑性等问题，

例如：思维导图、鱼骨图、组织结构图、目录结构图、逻辑结构图等。

思维导图又名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

之一，简单且又很有效果，很高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

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

链接的一种图形表达方式，它不是从上往下延伸或从下往上延伸

的思维逻辑图，而是从中间取一个固定点向两边延伸的思维逻辑

图，其充分运用了左右脑两边的功能。“思维导图”的形成从根

本上解决了很多复杂流程的问题从而更具有实质性的表达。推进

思维导图在学习知识、复习资料、表述流程等的应用可大幅度地

提高学习知识效率、复习资料效率等。就现在学校教育而言除了

非本专业生所涉及要学有关的思维导图剩余的就不学，极少数是

从他人或书本得知思维导图的相关应用。思维导图渗入教育教学

及学习的作用重要，应提倡思维导图进入大中小学校园让学生能

够利用思维导图的优势去学习，各大理工或文史学的知识点可以

凭借思维导图的分支细化进而提高学习效果。必要时可以把思维

导图的设计呈现“色彩”化般配，即可是字体、线条也可是方框，

把极其重要的进行颜色调整，人对应不同颜色有着不同的敏感程

度，根据人对颜色的敏感程度不同进行调整分配达求图与视觉观

结合实现，例如图 1：

图 1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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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高谈论转向实证论

（一）传授知识不能单凭讲而应同实践验证相结合

目前中小学教育只限讲课而没有在对应的课程里进行相关的

实践活动，因此学生大多只能听取教师讲课，按其课堂教授的知

识把它给记下来，背诵下来，导致广大学生上到了高职院校或高

等院校对课程只重视知识基础，反而他们的动手能力却不那么理

想，不知如何去实践，如何去表达实证结果，学生们只记得了知

识基础但他们不会应用。课堂教授知识的同时应举鲜明的例子或

进行相关的实验来对比响应其知识点，这样更能让学生有对应的

认识，更具有说服力，提高学生自身的认知水平，列如：

1. 课堂化学

化学课所授予的知识点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的反应理应

有理有据地展示给学生进行观察。目前化学课只限于讲课本上的

知识点，按照课本讲解说明，课后布置作业。由此可见中学教育

更多地只限于课堂教授相应的知识理论，中学教育缺少课堂举列

及验证。课后部分学生疑问便产生了，同书本上的知识进行有关

分析却不从实践当中证实证明该结论是否能有其他方法、是否还

能进行分解、是否还有其他解法等疑惑。造就了学生们只限于知

识理论的认识却对实践毫无了解。为了能让中小学教育改变这一

现象，中小学教师理应讲课同实证相结合实现课堂教育。为学生

到了大学后拥有相应的知识应用、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等打下良

好的基础。

2. 课堂历史

目前高职院校里的学生，对历史不太感兴趣。党的光辉历史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中获取经验、获取精神支柱、坚定的信念等，

就目前学习而言广大学生面对学习的那种坚定信念根本不能如人

所愿，只有极少部分在学习过程中做到坚定效果。“信念”的培

养不单局限于党史学习，要着力培养学生们对于学习坚定的信念，

只有以坚定的信念，持续不断地去学习各方知识才能更深入提高

学习的质量。所以，历史课堂要精炼学习党史的优秀品质让其给

学生起到一个“示范性”的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提高

学生的自觉性、坚韧的毅力以及培养坚定的信念，从而在学习方

面随之提高到达学习效果。

（二）知识应用与实践不能只限于大学，也应面向中小学

就中小学教育而言它更多只限于传授知识理论，课后课堂很

少进行相关的理论知识实践活动，从而让大部分学生只限于掌握

理论知识而不重视实践。同理，中小学教育理应同大学教育相辅

相补造就新时代学校应有的教育。教育不能只限于大学才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独立思考”的教育才能让学生学习知识，这一“独

立”不能只单凭口中所说会上所讲而应从教育手段入手，那就是

从最基础的教育抓起，中小学教育。理论知识应与实践相结合发

展实现教育目的，而不是只限课堂传授知识，更不能只限于大学

或其他教育方式，只有打开中小学教育才能为今后的发展趋势奠

定基础。所以，中小学教育必须要在课堂教授知识的同时进行相

关的理论知识实证，让学生们更深层次地了解知识。

三、以听课人转向授课人

（一）训练学生参与课堂教育教学

学校的教育教学现目前更多的只局限于教师身上，若能有效

地调动学生上台讲题跟教师与其他学生之间进行互动，这不仅仅

能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思考叙述能力，相应的

也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课堂趣味性。学校的教育应提

倡让学生上台讲解题型的举措，训练学生参与课堂精炼，这样能

有效地让学生们之间进行沟通、交流话题，更深层次地让学生们

学会思考问题，学会如何去表达自我观点的方式，学会找出问题

并解决问题的意识形态等，实现教育课堂。

（二）适当培养师生课堂前后的感情

目前我校学生或其他各地区各院校的学生没多少有了问题就

和老师说明更不说互动了，学生们之间的积极互动性不怎么强。

学生们若没有积极性是不会真正地去学习的，也就不会获取知识

运用起来作用于社会。所以师生之间要进行调整，建立感情进行

联络以求于师生间的有效沟通、交流等产生互动。只有老师和学

生间建立起感情基调才能让学生感受到亲切感随之学生有话题、

疑问等才会反映给老师，增强培养师生感情联络便于能发现学生

的不足之处，发现问题存在进而采取措施进行相应的解决和处理。

四、结语

总之，好的教育教学方式结合现代化科学手段从科技入手呈

现多元化方式，比如思维导图的应用在教学设计、学习知识上起

较大的作用，便于充分利用左右脑的机能，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学

生自身发展的情况来实施相应的教学方式方法，而不能只限于教

育标准的教学方式。适当地淡化标准，更不能把标准当作教育教

学的唯一评判及教学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只

顾于理论知识的认知，应与实践相结合。老师和学生们之间建立

感情联络便于在学习上师生进行互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育教学，

有效开发学生思考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独立思

考能力，促进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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