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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明确提出，要 “改革课

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

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主动收集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要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

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这

段话贯穿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教学的任务不只是教给学生

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

建立起一种 “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新的学习方式。

教育研究表明，教学过程是师生的多边活动，学与教是交互

制约不可分割的过程，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只有相互适应才

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以往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中，

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接受学习的状态，因此，要改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的

转变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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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传授—接受”教学模式经过

几代人的总结、提高，已日臻完善化、系统化。这种教学模式

对学生获取知识确有简捷、快速的优势。但它的明显缺陷是，

学生自主学习活动减少，逐渐产生依赖教师的习惯，使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处于低水平。从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来看，从２１世

纪对人才的要求来看，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重要的、

亟待解决的课题。尽管如此，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绝不是

个别教师在某个学科、在较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广大教师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研究学生的学习规

律，探索新的教育教学管理策略，寻求有利于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的教学模式和学习内容的安排以及学习方法的指导。在教师

的指导和管理下使广大学生增强自主学习意识，掌握学习方

法，养成学习习惯。

自主学习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对于广大中小学教师而言，

仅仅停留于理论学习远远不够，需要实践体验。为了便于广大

中小学教师学习自主学习教学策略，本书编写时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力图做到简明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使用了大量的案例

分析，以加强其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编写中，我们参考了一些专著、论文，也向我们当地的

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学院征集了案例和论文，在此向所有支持

我们编写本书的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大连教育学院夏德刚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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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教育学院吴兰教授的关心，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书稿

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若有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冯艳明　张艳芳　于云浦

２０１７年４月于铁岭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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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主学习

第一节　为什么要自主学习

　　学到终极看自主，自主学习可谓学习的最高境界。马斯洛

的自我实现理论告诉我们，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越是在自

主状态下，独立地发挥出潜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越有成

就感，越能成为自由、健康、无畏的人。自我实现是人生追求

的最高目标，教育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帮助人满足这种追求，表

现出自己的才能，体验最大的快乐。

有了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学习应该是人的一种本能。人

在获得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的同时，自

然会接受外在信息，在先前认知结构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建

构个人的知识大厦。通过活动和自主建构，个体的创造力、潜

能、个性等，得以丰富、发展、完善。

按理说，学习是不需要督促的。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孩子

厌学呢？原因很简单，学习的诱因是自我需要，本应该让学生

充分自主，主动求索，自发进取，而学校教育将学习变成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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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灌输思想、方法、知识，乃至一切行为都要用灌输的方式来

处理。其结果是教育中的所有行为都变成了外在努力，而不是

发自学生内心的追求。打个比方，学生就像小毛驴，学习就是

赶路。理想的境界是在能看得见的前方摆着青草，让学生 “信

驴”由缰，自由奔驰；中等方略是苦口婆心地告诉毛驴，远方

有吃不完的青草，再用根绳子拴着笼头，生拉硬扯；最次的做

法是，要到哪里去毛驴不清楚，主人扯不动绳子就掉过头抽驴

屁股，厌学由此产生。

要想让学生乐学，关注和尊重学生的需要是教育的必要条

件。学生需要什么呢？搞明白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人的本性谈

起。马斯洛的五种需要中，除了生理、安全、社交外，获得尊

重与自我实现才是学生最实际、最迫切的需要。其中，自我实

现是内需，获得尊重靠外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

尊重。

尊重学生，欣赏学生，将人生的美好前景展示在学生面

前，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是教育取得成功的秘诀。德国教育

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发和鼓

励。”美国艾尔莎·凯德说：“我的教学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能

够把在课堂上获得的自尊、自信迁移到他们的生活中。”由这

些智者的精辟论断不难看出，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

的过程，然后才能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

精神的成长首先需要自信。只教给知识，而没有培养信心

的教育称不上成功的教育，知识有老化的时候，自信却能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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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永远年轻。遗憾的是，我们的掐尖式选拔教育，更多地关注

的是分数的获取，而对于孩子自信心的培养，不仅无人上心，

往往还泼点冷水，讽刺打击。孩子只有在获得精神关怀后，才

能投入地学习，而缺乏自信的孩子，遇到点困难就会退缩。所

以，明智的老师第一节课都会对学生说，你可以忘记我教的所

有知识，但不要丢掉你的自信。

精神的成长还需要自主。爱因斯坦说： “发展独立思考和

独立判断能力，应始终放在首位，不应当把获得知识放在首

位。”学生独立精神的缺失是当前教育的弊病之源。杜郎口中

学崔其升校长说：“学生学习的敌人在于依赖，教师教学的最

大悲哀在于包办。”当今的独生子女依赖心理严重，在学习上

被动接受，不求甚解，即使能够完成学习任务，也体会不到学

习的乐趣。教师教学又习惯于包办，唯恐学生不会这不会那，

不敢放手，不去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反而以驯服、压制为能

事，以学生听话、顺从为管理目标，无形中剥夺了学生自主成

长的机会。

要想唤醒沉睡的潜能，激活封存的记忆，开启幽闭的心

智，放飞囚禁的欲望，前提就是归还学生的自主学习权。只有

自主，才能解放学习力。就像当年的生产队吃大锅饭一样，社

员没有种田自主权，于是出工不出力，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包

田到户后，拥有了自主权，农民的积极性高涨，生产力大增，

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自主学习，学生与教师分享控制权，以

协商的形式共同承担学习任务。如果学生能对自己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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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能自我决策、自我选择并实施学习活动，能自主表露自

己的能力、需要和偏爱，自然就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就不会

再敷衍塞责、偷懒磨滑。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自主、能

动地生成，而不是外部力量的雕刻、打造。

自主学习必须基于对学生的尊重。尊重学生，意味着尊重

学生的需要。具体说来，学生有如下需要：探究的需要、获得

新体验的需要、获得认可与欣赏的需要、责任承担的需要。真

正的自主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为兴趣而拼搏，再累也觉

不着。正像爱打球的男生在操场上挥汗如雨是享受，棋迷盯着

黑白棋子熬夜就是幸福。你让一群老太太追着足球跑，让不知

围棋死活的书呆子去下棋，那比出苦力还难受。学习需要自

主，自主学习就是尊重学生，满足学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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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主学习的概念与理论依据

新的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

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是学生

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转变数学学习方式、倡导有意义的学习

方式是课程改革的核心任务。

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基本的行为和

认知取向。学习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长期以来，由于应

试教育的困扰，学生形成了被动、单一、机械式的接受学习

方式。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知识经济时代。据专家估

计，当今时代人类知识总量正在以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增

长。以知识占有为目的的学习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获取知识的途径逐步从单一的书本知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实践能力、收集与处理信息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将越来越广

泛受到关注和重视。新课程标准倡导的动手实践、自主探究

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正是为了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

求。改变学生已有的数学学习方式，成为当今教学改革的

热点。

《数学课程标准》就如何实现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与实践

创新的数学学习方式提出建议：一是数学教学应 “从学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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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为他们提供充分地从事数学活

动和交流的机会，促使他们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

握基本的数学知识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同时获得广泛的数

学活动经验”；二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摆正自己的位子，

要认识到 “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交往、互动与

共同发展的过程，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数学学

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三是应认识到 “学生所处的

文化环境、家庭背景和自身思维方式将导致不同的学生表现不

同的数学学习倾向，应当允许不同的学生对同样的数学内容有

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让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

发展”。那么，在数学教学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实现学

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呢？这是一个值得广大数学教育工作者探讨

的问题。

概念界定

１．学习方式：学习方式不是指具体的策略与方法，而是

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时基本的行为和认知取向；不是指

学习的具体小策略，而是指学习的大趋向。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就是要转变目前学生总是被动、单一的学习方式，提倡多

样化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学生的主体意

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

２．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科学指导下，通过能动

的创造性的学习活动，实现自主性的发展。教师的科学指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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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和主导，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

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是教育的基础方式和

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

学活动的本质要求。这是指狭义的 “自主学习”。广义的 “自

主学习”是指人们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进行有目的、有选择

的学习活动，从而实现自主性发展。

３．探究学习：小学数学探究性学习，主要是指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

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这里，学生的探

究学习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在班级集体教学的环境中进行的。

而教师的主要角色则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即是让学生通过 “进行观察比较，

发现、提出问题，做出解决问题的猜想，尝试解答并进行验

证”的过程去揭示知识规律，求得问题的解决。其实质是让学

生学习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培养学生主动探

究、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是以学习小组为基本单位，

以小组成员合作性活动为主体，以小组目标达成为标准，以小

组总体成绩为评价和奖励依据的数学策略体系。

理论依据

１．发展性理论。

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潜能，都可以培养成适应社会需要的

建设者。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要在自主探究学习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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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培养和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是我们教学追

求的理想目标，它是学生自主探索，发展学习的必要保障。华

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认为：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生命，要把课

堂作为师生生命发展的载体，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要让学生

主动地发展，要关注学生的潜能在发展。

２．人本主义理论。

教育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确立 “主人、主体、主角”的人

格本位的学生观，强化以教会学生自主学习为目的的教学研

究，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自主探索活动为基础的新型的

教学过程为基点。教师必须把学生当作一个平等的人、发展中

的人来看待，尊重学生人格，相信学生潜能，努力营造一个让

学生能够自主探究的良好的教学环境。人本主义理论强调以人

的价值的实现、情感体验的满足、精神的健康、创造力的激发

为教学的宗旨。它重视个性的交往，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为建

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可能，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３．合作学习理论。

合作学习理论认为教学过程要有个信息互动的过程。视教

学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为促进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它不再局

限于师生之间的互动，而是把互动的中心更多地聚焦在学生之

间关系的拓展上，在学生相互交往中，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

标，积极主动地参与，热心互助，真诚相待，都设法把自己的

见解通过语言和动作表达出来。在合作学习中，个性得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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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张扬，合作能力得到培养。

４．创新理念。

我们的教育意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塑造学

生的创新人格。为此，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 “为创造性而教”

的意识和热情，努力探索出一条科学的创新教育策略，并以此

为基点，结合学生的学习实践和对未来的设想，鼓励学生独立

想象，大胆探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思路、新问题、新设计、新途径、新方法。

５．小学生的心理特点。

小学生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心，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

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探索研究方式。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

说：“在人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

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

中，这种需要特强烈。”

６．探究学习理论。

认知心理学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自我为中心

的探索研究方式，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来自于外界尝试探究

性活动，而学生用自主的学习方式探究新知，对他们来说是最

好的方法。

研究目标

１．探索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 “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的课堂教学模式及其操作策略。

２．通过对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与原有学习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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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学生学习效果之间的比较、分析，弄清学习方式对学生学

习效果的影响程度。

３．按照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教育理

论，建立科学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逐步

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仅会学

习，而且爱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其终身学习奠定

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使学生的

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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