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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课堂教学”改革
覃顺堂

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双塘街道黄河小学　贵州　铜仁市　5651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需要，各种环境变化的种种挑战，我县的教育事业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思南的课

改正在倡导新的教育教学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在此，为了适应我们新课改下的教学，对“课堂教学”改革

谈一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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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需要，各种环境变化的

种种挑战，我县的教育事业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思南的课

改正在倡导新的教育教学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

要。在此，为了适应我们新课改下的教学，对“课堂教学”

改革谈一点见解。

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成为学习的促进者。

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从生理角度

看，不同人所擅长的学习方式不同，有视觉性、听觉型、动

觉型等等，然而，很多教师认为似乎只有一种，即理解与记

忆，具体化为“听讲 + 看书 + 练习题”。在教学中，没有与

学生一起分享对课题理解的乐趣。教学是什么？教学是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实质是交往，没有交往就

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把教学的本质提升为交往，是对

教学过程的正本清源，它超越了历史的“教师中心论”、“学

生学习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观点。这样教师就要

放下“尊严”和“架子”，从讲台上走下来，成为学生的朋

友，改变师生关系，通过交往建立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

关系。教师的这一变化很艰难，但社会发展不得不使我们改

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

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建构知识

教学中，教师应当考虑学生在某一个知识方面，已经积

累了那些生活经验，现实生活中哪些经验可以作为本次教学

的铺垫，让学生从事哪些实践活动，可以活化对这些知识的

掌握等等。要给学生时间和空间去操作、观察、猜想、探索、

归纳、类比、质疑……，二如果实现向学生预示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结论，则有碍于学生积极的思维，有碍于学生自己建

构知识。现代有一名心理学家认为：“认知是一个过程，而不

是一个结果。”他强调，教一个人某门学科，不是要使他把

一些结果记录下来，而是要使他参与把知识建构起来的过程。

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就是要“讲”得少，学生“想”的多。

比如语文课中，教师要尊重学生富有个性的情感体验和思维

方式，鼓励学生想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而不

要把学生的思维纳入既定的模式。更不能一讲到底，一灌到

底，以成人的理解代替学生的感受，教师要起到引导和参谋

的作用。

三、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在传统的课堂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标准答案，没有问题

就是最好的教学。而今天，课程是新的，教材是新的，新的

课程教材改革就是强调要给学生留下问题，没有问题的课不

能算是成功的课。

在新课中，“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新

模式。以前，教师认为做题就是解决问题，而新课程强调的

是通过设计真实、复杂、具有开放性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

参与探究、思考，让学生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来进行学习。

比如，科学课中“种子发芽条件”的学习，让学生在观察的

基础上提出种子发芽需要的条件，如：水、空气、温度、阳

光、土壤等。然后设计实验，通过实际操作，收集实验数据

和资料，分别验证种子萌发的必需条件有哪些。

“以项目为中心的学习”也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新模式，他

改变了短促的、单一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课堂教学，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长期的、跨学科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活动。首先，这种学习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为学生提供了探

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而且提供了跨学科学习的机会。

学生在项目探究的过程中，运用和综合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内

容，使学生更有针对性。其次、也为教师提供了与学生建立

合作关系的机会，师生能围绕项目的实施进行交流和讨论；

同时为教师提供了建立与社会联系的机会，家长以及社会团

体都有可能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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