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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案教学的反思与设计初探
潘巨军

贵州省三都民族中学　贵州　三都　558100

摘　要：导学案是一种重视学生的学习也重视教师的指导的方案。与以前的教案不同的地方是更重视学生的学习，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把学生的学习延伸到课外，不是只在 45 分钟要质量的老课堂，老课堂重视课内教学和复习，下面就导学案进行分

析，并探究好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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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案在我国开展一段时间了，有很多学校都在用。我

们学校也在用，但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用法方案。后来，本人

有机会到外面学校学习，看了一些学校用惯了导学案的做法，

但是我发现很多导学案都没有成熟，在导学案的结构、内容、

运用方式、都还有待改进，故，本人对此进行反思，谈谈体

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设计出较好的导学案。

一、用导学案教学的有优点

（一）用导学案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是最重要的优点。用传统方法

学生一般在课前学习较少，需要慢慢养成习惯。导学案就有

针对性的进行预习，加强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有很多专

家很提倡预习，如：朱永新在《新教育》中说，预习是学生

独立学习的机会，更好的学习能力，可以体现在预习的水平

上。叶圣陶先生说过：“预习原很通行，但要收到实效，方法

必须切实”。这些专家都说明了学生的学习就要学会预习，通

过预习，学生的自学能力会得到提高，但是预习时要讲究方

法，否则，效果就不会很好。

（二）可以提高各科的成绩

不管老教师讲得多好，只要你的学生做题时间少了，成

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有了导学案就可以增加很多题目。题

海战术在平时测试中是很有作用的。对爱学习的学生效果很

好，对不爱学习的学生效果不大。

（三）预习后学生听课更有目的，效果也会更好的

预习以后，哪里不懂的找出来了，多花了时间，效果当

然要好于不预习的。传统的只是从 45 分钟要质量，现在是两

倍甚至是 N 倍的时间，成绩出来了。

（四）由于预习，老师的上课内容更多一点，效率更高

学生提前知道老师要讲什么，提前学习，老师上课就可

以提高速度，这方面有比传统的教学多讲几个题。也有时间

进行讨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经过讨论学生记忆也更强

一点。

（五）作业分层设计，不同的学生都得到提高

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导学案真正的第二大好

处是作业有分层了，有针对性。

传统的作业方式是同样的作业，由于不好抄题，故一般

不好分层。

二、用导学案教学的缺点

（一）会增加老师工作量，也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

这是最大的困难，增加时间成绩当然高一点。因此必须

精选题目，不能搞题海战术，学生只是预习，不会的上课老

师还讲。但是有的学校要求高，有的老师把内容搞得很多，

搞成刷题。学生完不成任务，量上一定控制好。

（二）学生没有自学的习惯，开始效果一般不好，要有

耐心

学生以前没有预习，到高中突然要求预习，没有习惯，

学生没有做，老师必须有耐心。导学案的教学也应该从初中

开始，高中就好一点，否则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

（三）经费要有保障

每天都要印导学案，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经费不成问题，

对贫困地区，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否则家长有意见，收钱会

不会违规。

（四）学生会脱离课本

从实践中看到这是真的，有的导学案太详细了，学生就

不看课本，出现舍本逐末现象，特别是初中。因此，老师的

预习引导一定要求学生看课本，不要把课本有的内容搬到导

学案里面来。

（五）弱化了探究过程

知识是怎么来的不够重视，只注意结论；高考如果考应

用，则高分较多，如果考知识的过程或新颖题分数就低。不

过高考考应用公式的时候还是多一些，故刷题教学屡试不爽。

现在的高考出题专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刷题的效果会

有所降低。上课时老师要加强对知识中包含的思想进行小结。

（六）有的学校把每个学科都搞成一个模式

每个学科的情况不同，学校不能管太多，太笼统就不符

合实际，只给大框架是可以的，搞导学案，老师就很辛苦

了，有的学校还要求有教案，PPT，或者要求手写教案。把

老师管太死了，还要老师干什么，只要一个领导，放视频给

学生看就行了。我们天天高喊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因材施

教，但是我们做的分快慢班就完事，然后搞统一一切，统一

进度，统一教案，统一考试，统一作业。做的尽是违背教育

规律的事。

三、设计与使用过程中的问题

（一）内容设计问题

一般来说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课题；第 × 课时；年

级；班级；编制人 ；审核人；编号； 【学习目标】【学习重点】

【学习难点】【学法指导】【预习学案】【教学案】【课堂检测】

【课后作业】 【课堂小结】 【师生反思】。

所谓导学案就是引导学生学，有三个阶段一定要做好的，

第一阶段是课前，怎么引导；第二阶段是课堂教学怎么教；

第三阶段是课后作业怎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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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的内容叫做预习学案，常见的结构是“看课本

第几页到第几页，然后填表，再次是做几个题”，这样的导学

案就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学法指导经常被忽略，应该说明今

天要学习的是什么内容，怎么学法，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是什

么，有什么作用，注意什么事项。这一阶段是发挥学生的自

主探究的积极性，题目不能太多，有很多老师出题太多，抢

占更多得学生的时间。必须紧扣知识点，而不是掌握题型。

不能太难，多数学生都能做才行。有很多学校就是从这里抢

占学生时间，搞很多题目，学生难以完成。这部分的关键是

导学和用题目让学生理解知识。如当年看《红楼梦》没觉得

有什么意思，看到刘姥姥进大观园，也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婆

在那里丢人现眼，然而如果有人导学，指导说那是一个老人

的人生智慧，看起来就会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意义。学起来

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一个老师说“看第几页到第几页，然后

抽几个词填表”这样的指导有什么意思啊。如：指数函数的

图形与性质第一课时，本人试拟学法指导如下：前面我们曾

经多次学习过用图像研究函数的性质，这节课我们要学的是

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指数函数的性质，即是先画图，用什么方

法自己思考，再研究性质，用什么方法也自己思考，研究的

性质的主要方面也是学习过的，主要研究哪几个方面自己思

考，本节内容我们是用类比的方法进行学习，前面内容忘记

了的同学自己先复习一下。下面同学们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预习（由于篇幅所限步骤这里略了）。

第二阶段的内容是教学案，这是上课内容，45 分钟要质

量就在此一举。重点是让学生理解内容的推导过程所用的方

法和思想，引导学生探究解题的思路，掌握常见题型的解题

方法和思想，培养数学素养。这里是重头戏，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开展合作探究，在老师的帮助下得出结论。这阶

段的题目一定要精益求精，少而精。这个阶段的问题学生课

前不要求做完。这部分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知识中的思

想，学生是看不透的额，要点拨，如果学生学不懂的还要老

师讲。第二部分时候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研究怎么解决这几

个高质量的题目。有的老师是快速讲完，失去这部分的意义，

题目不能贪多。还照顾基础较差的同学，课前预习就是笨鸟

先飞，如果只顾优秀学生，就会两极分化，也就失去了预习

的意义。学生的讨论与老师的画龙点睛是这部分的关键。

第三阶段的内容是课外作业，做作业不是刷题，不要太

多，不要搞一步到位，做点基本题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学校

出题太多，太难，学生无法做完。要有层次性，不同的学生

有不同的发展。第一层次的是基础题，每个学生必须做完才

算完成作业。第二部分是能力题，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做。有的老师在这三个阶段放了几十个题目，比考试卷的题

目还多，如果每科都这样抢时间，学生就完不成任务。所以

现在的学生和老师都累就是这个原因。

（二）操作问题

有的学校管得太死，比如：课前要收来改，作业试卷化，

测试高考化。学生的一切活动都是老师指导的，学生没有自

主能力。一直都是紧张，没有放松的时间。头一天发导学案，

晚上学生才空做，22 点下晚自习，收来老师改，两个班的学

生，有的学生是 50 多人一个班，看样子是不要老师的命了。

如果是第二天早上收来改，数学经常是第一第二节课，怎么

能改完。因此，操作上不应该管太多，老师自己看着办。作

业试卷化，搞个 22 题，有的还多。是想要学生的命吗。测试

高考化，有的学校每周测一次，天天高考了，也就没意思了，

一个月搞一次高考化，还是有点意思的。还有的学校是周末

搞一次周测，发一张周末练习，还有周五的课堂作业和下周

的导学案，如果每科都这样，还要不要学生活了。另外，我

们要求学生预习，不懂的问谁，怎样安排老师和学生上好自

习。很多学校的晚自习都是一个老师坐到底，学生间不允许

问，这样确实提高了一些效率，但是差生没有能力解决的问

题想一晚上也做不出来，因此要安排有讨论和问问题的时间。

如此等等对于导学案的教学要有个恰当的管理，才能发挥最

大的效果，各位看官，你有什么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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