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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关于学案编制中问题设置有效性研究 
◆王俊国 

（河南省濮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457000）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学校教育教学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新课程改革，倡导开放

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课堂着重于师生的有效
教学行为，针对高中学生在心理智能等发展潜力，培养学生学习
策略和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受到重视。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在
教学过程中引导和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实
施学案导学，即以问题为线索，把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
规律、方法、技巧都编制成一个个问题，使学生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思考与探究，从而获得新知识。再把学生按照每一学科分为基
础层、普通层、优良层三层。有针对地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分层
教学，及时反馈并分层评价。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只有在教师精心设计好导学案的基础
上，利用设计好的导学案指导学生的课前预习，才能充分提高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好坏，影
响了学生的成绩，影响着高效课堂的实际落实情况，所以导学案
是高效课堂的精髓所在，故而我们选择了《关于学案编制中问题
设置有效性研究》的小课题研究。 

二．导学案中的问题设置及误区 
导学案作为学生学习的“路线图”、驾驭课堂的“方向盘”，

已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重视，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着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有的老师问题的设置过于简单粗略，缺乏思考性，
导致学生找不到学习的切入点；有的学案问题的设置过大，缺少
艺术性，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不能促其深入思考；还有的学案
设计前后问题之间缺乏梯度，缺乏逻辑关系，不能激发学生深入
思考、探究问题，不能突破 教学的难点；甚至有的老师设计问
题不研究学情，脱离学生 生活实际，造成课堂沉默僵死等。没
有在概念的本质上下功夫。另外，问题提得太琐碎，没有思考价
值也是主要原因。总之，在“预设”时不够“大气”，数学思想
的高度不够，问题的思考力度不大，是造成课堂“生成”效果不
佳的主要原因。 

导学案问题编写的原则 
导学案的真正意义是把课堂还给学生，为此，设计导学案要

做到两个五，即“五化”：知识问题化、问题层次化、层次梯次
化、梯次渐进化；“五让”：教材让学生自读，知识让学生探索，
问题让学生解决，结论让学生概括，体系让学生构建。本着“知
识问题化、问题探究化、探究层次化、层次阶梯化”的原则，将
学习内容以问题形式呈现，即对知识点拆分、组合，设问、质疑，
并体现如下要求： 

1、目标性 
①紧扣目标，选择重点或关键内容，确定主题。做到：不“跑

偏”，不“眉毛胡子一把抓”。主（问）题要统领全局，“牵一发
而动全身”。 

②围绕主题，设计问题（组），须“少而精”，“以一当十”。
做到：指向不偏离，要求不降低；能够促使学生以旧探新，实现
知识的自我建构。 

2、层次性 
问题要由浅入深、由粗到细或由易到难，既能有序地引领学

生分层探究、逐步生成，又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达
到不同的“学习顶点”，实现分层教学、同步推进、整体提高的
目的。课堂问题可划分为三个层级。 

A、基础达标：能解决模仿题，把新知与旧知挂钩，形成融
会贯通的衔接（“识记”一般在课前独立完成）。——全员必会。 

B、能力提升：能解决变式题，本课所学知识点的综合或新
知与旧知的综合问题。——中上必会。 

C、拓展应用：能解决一题多解（变）、多题一解，把知识和
经验与跨学科知识或生活实际及现代科技挂钩。——上游基本
会。 

3、探究性 
问题要选好切入点，难易（开放）适度，有思考（合作）价

值，让学生“跳一跳能摘到果子”（ 近发展区：由独立解决问
题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合作解决问题所确定的潜在发展水
平之间的距离）；同时要结合时间来考虑。 

繁难综合问题：可采用递进式、追问式、分解式、规律呈现
等形式，环环相扣解决；也可提供完成任务的操作框架或规程，
助推问题的解决。 

4、开放性 
应尽可能多设计主观性题目，比如列举题、分析题、讨论题、

探究题、演示题、实验题、写作题等【对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
识（如术语、原理、结论、公式等）的考查宜设计为封闭性题目
（主要在基础题上）】，尽量少用填空式、判断式、选择式、匹配
式等。 

5、情境性 
要巧妙创设情境，突出情境的生活性（真实性）、学科性（挖

掘自身魅力来生发，如数学利用其严密性、抽象性，语文利用其
人文性、言语性）、情感性、趣味性，成为学生对知识理解的辅
助和催发。但并不等于要将所有的问题都放到情境中去学习，这
也是不现实的。有些情况下也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面对比较简
单的内容或对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反馈时。另外，“情境外的学习”
也是不能忽视的。这里要避免那些习惯“情境外的学习”的学生
尤其是儿童在脱离情境时的不知所措，比如应对训练或考试等。
同时还要考虑通过情境学习进而形成抽象思维能力的问题。 

当下学生负担过重，教师教学质量不够理想，我认为其根源
不完全在于教师不够敬业、学生的课下作业偏多、学校管理理念
落后等因素，其真正的根源应该说是来自于教学的初始端口，即
备课上。无效的备课导致课堂、作业、管理等教学的各个环节无
效。是无效劳动害的学生负担过重，叫苦连天，丧失了美好的童
年；是无效劳动害的教师厌倦教学，愁眉苦脸，失却了自己的幸
福生活。 

问题设计浅薄粗糙，老师对学情和教材把握不准。课堂上学
生机械被动地听讲，忙于记着笔记，教师偶尔提问几个同学，其
他学生则木然地跟随着。课堂上思维冲浪的场面，争论质疑的场
面，静思回味的场面很少见得着。 

备课才是教学的真正源头，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师生负担，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这些都需要回到“备课”这一原点来加以
研究。教师这个行当是一项创造性的行业，创造源于备课，有了
创造性的备课，才会相继呈现创造性的课堂、创造性地学生、创
造性的成果。 

导学之术，贵在善问！似“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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