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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3日，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两

个文件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

正式进入通过“教学改革”

来提高质量的“攻坚阶段”。

（《将改革进行到底》）

《将改革进行到底》 对“深化改革”的诠释.mp4


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走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教师为中心，讲授为中心

学生为中心，学习为中心

课堂的背后正是世界教育理论的变化，即由过于强调基于

信息的复制与加工的认知教学理论向基于社会交互作用的建构

主义教学理论的融合与转变。



中国教学改革的四个阶段：

教学型—导学型—学导型—学本型



第一阶段：教学型课堂

其特点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为中心，

老师以“教”的方式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和

思想，其实质就是“以教定学”。



教育目标变了。

中国此次课程改革，提出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这就使得

“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授式教学不得不变了。

什么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核心素养=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

（涵养仁德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

 自我省察：倾听内心声音。

 反思改过：清除内心障碍。

 正向认知：提升内在心力。

构建“内心净化”系统：自我觉醒，自我发现，自我实现



知识可以传授，而核心素养则主要通过学生的自

我修为、自我涵养、自我内化而获得。

核心素养=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
行动方案

（二）教学方式变革行动

组织各级优课展示交流活动，开展

教学说课评课，示范带动广大教师变革

教与学方式，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发挥

教师主导作用，注重启发式、互动式、

探究式教学，克服单纯教师讲学生听、

教知识学知识等现象，引导学生主动思

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



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

是把‘灯’点亮。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家)

”

“



新编《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讲课到铃响，

你任劳任怨的分析着课文，

可知道学生心里真勉强。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讲，

教学总是简单，交流太难，

不是你的，就不要多讲。

铃响了，你还不想停，

你还要讲几分钟吗？

你这样讲解到底累不累？

明知道学生心里在怨你，

只不过想好好讲透课文，

可惜学生无法给你满分，

多余的牺牲，你不觉心痛，

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讲师”？

噢！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

该放就放，再讲也没有用，

傻傻等待，学生学会依赖，

你总该为学生想想未来！(链接)

心太软..mp3


第二阶段：导学型课堂

其特点是：以教师为中心，以导学为中心，

老师以“导”的方式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和

思想，其实质就是“以导定学”。



“以导定学”就是老师以“导”的方式控制着课堂，

牵着学生鼻子跑，控制着学生的学习。

频繁问，控制着学生的思维过程和结果。



频繁问，控制着学生的思维过程和结果。

学生学习的思维路径与思维过程是有区别的。因为自身

知识的积淀、活动经验的积累，思维方式的区别、生活常识

的获得等原因，他们对客观知识的理解和问题的思考很自然

地呈现出个体化和多样性。这种个体化和多样性正是人的创

造力发展的基础。

思维的结果可能惊人的一致，但思维的过程可能惊人之

不同，因此，思维的过程是不能被控制的。学生在课堂上应

该拥有思维的“自由”。



“教育即解放”，这里的解放主要指“解放学生的头脑”，

“解放学生的头脑”前提是让学生拥有思维的自由。

密集地追问，琐碎地引导，牵着学生鼻子走，控制学生思

维的过程，可以说是与现代教育思想背道而驰。



密集地追问，琐碎地引导，牵着学生鼻子走。

《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人教版四年级数学）

—— 视频案例

教学目标：学生探索并说出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规律是——

小数点向右移动1位，小数扩大10倍；向右移动2位，小数扩大100倍……

小数点向左移动1位，小数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向左移动2位，小数
缩小到原来的百分之一……

案例

刘艳数学（剪辑）.mp4


整式的加减（合并同类项）

学习目标：

1. 理解同类项的概念，能识别同类项；

2. 理解合并同类项的意义，掌握合并同类项的方法。



整式的加减（合并同类项）

写出下面各式的结果（视频案例）

（1）100t-252t=（100-252）t=（-152）t   

（2）3x2＋2x2 = (3+2)x2=( 5 )x2

（3）3ab2－4ab2 =(3-4)ab2= ( - )ab2

100t    -252t 1. 每一组所含字母有何特点?

3x2 2x2 2. 每一组相同字母指数有何特点？

3ab2 -4ab2 3. 上述三组单项式有什么共同特点?

合并同类项满堂问.mp4


这种课堂主要有两大危害

 第一、降低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这种“满堂问”的课堂同样使得

课堂中的思考力水平大幅度下降，把深度思考型课堂下降为浅表思

考型课堂，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对学生智力开发的强度和效度，是

一种形式化的教学变革。

 第二、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多样化。实际上就是要求全班几十个不同

的学生按照老师同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久之则导致学生思维的

单一化、同质化和模式化，学生思维被教死了而不是激活了。



人生下来只是无知，但并不

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

成的。

——罗素
”

“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礼记 · 学记》）

意思是说：要引导学生而不要牵着学生鼻子走；要鼓励学生而不

要压抑他们；要开阔学生的思维视域，而不是代替学生作出结论。

“密集地追问，琐碎地引导”，就是“牵”的方式——所谓“道而

牵之”，其目的则是实现对学生思维过程与思考路径的控制。



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都是老师“中心化”，学生“边缘

化”。老师永远是课堂中的“皇帝”，学生不过是被统治着的“臣仆”；

老师永远是课堂中的主角，学生不过是“配角”——“满堂讲”的课

堂中，学生只是配合老师记住“老师所讲的知识”；“满堂问”的课堂

中，学生只是配合老师说出“老师想要的答案”。二者的背后都是老师

对课堂的主宰，对学生的控制，是一种“教学专制”的表现。



至此，我们终于看清了“满堂问”课堂的本真面目：

“满堂问”的课堂不过是传统教育思想的“阴魂附体”，

不过是传统教学方法的“改头换面”。

这就会引起我们关于现代课堂教学问题的更深思考与叩问——



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走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讲授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

学本教学：由“教”为中心转向“学”为中心的变革，那

么教学方法由讲授式教学转向启发式教学。



这就带来一个追问：密集地“问”，强行地“导”，牵

着学生鼻子走，以实现对学生思维过程的控制和思维结果的

控制，难道这就是“启发式教学”吗？

教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把“讲授式教学”改变为“启

发式教学”，那么真正的“启发式教学”应该是什么？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

反，则不复也。”（《论语 · 述而》）

宋代朱熹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状也；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也。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



若教则不愤而启，不悱而发，

喋喋然徒劳无益也。

——王夫之

”

“





实现“从教到学”的根本转化

教师的作用不断转化为学生的学习能力；随着学生学习能力

由小到大的增长，教师的作用在量上也就发生与之相反的变化。

最后是学生完全独立，教师作用告终。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最

主要最根本的也就在于促进和完成这一转化。

这正是从“传授式教学”转向“启发式教学”的关键，由此

催生了教学变革第三阶段：学导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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