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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基于创新教育视野下的课堂的本质是什么？教学的追求又是什么？这

是我们金家街第二小学每一位教师在实施创新教育的过程中苦苦求索的一

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话题。

我校的教育思想是“创新教育”。我们所说的“创新教育”是指在

完成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任务过程中，以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创新能力”是指顺利进行创新活动所具有的

主观条件，包括：获取、检索信息、发现并提出问题、多角度探索问题、

发现规律、验证结论的能力等。“创新精神”是指在创新活动中所具有的

积极的心理倾向，包括：敢提异议、持之以恒、不怕失败、实事求是、善

于合作、寻根究底的精神等。这些能力和精神都是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素

养。

为了使课堂教学充分体现学校的创新教育思想，我们深入的研究了创

新活动的一般过程。

人的创新实践活动是怎样的呢？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各类科学家的

看法，是相当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任何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学习相关信息

并从中发现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酝酿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多角度进行探索。

第三个阶段是突破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得出结论——认识本

质发现规律。

第四个阶段是验证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把得出的结论运用到

实践中，检验结论是否正确。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发现问题，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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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创新素养也得到了培养。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不可能组织学生像科学家那样去搞研究

活动。因为科学家的研究所要获取的是人类未知的知识，而学生的学习所

要获取的知识是人类已知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对学生来讲是未知的，所以

我们可以把课堂教学设计成为类似科学家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以问题为

导向去获取新知识，我们把这一教学称之为“问题导学式”教学。

在研究中，以“教学模式研究”为载体，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

育质量的根本标准”为质量标准，建立了“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

“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学活动中，通过教师引领，学生

先行学习并发现、提出问题，围绕问题进行多角度探索，从中发现规律、

认识本质的课堂教学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它是以“创新教育”理念为

依据，以“问题”为主线而展开的，其基本程序和结构框架是“学——

问——探——结——习”。

“学”是指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进行的先学，包括自学和小组学

习。“问”是指学生在“学”时独立提出问题，并在小组交流，然后在教

师的引导下，整合形成重点问题的过程。“探”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围绕着

问题进行探索。“结”就是在学生自学和教师导学后，能够尝试概括、总

结，形成规律性认识，并积极表达。“习”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

用本课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积极进行拓展练习，进而巩固知识，学

法迁移、运用的过程。

此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引导学生质疑、调

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

习。

在模式研究中，我们通过学习、设计、实践、反思、提炼，分层实

施、循序渐进，实现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研究与实践氛围，该研究读本集

中体现了我校教师对“问题导学式”教学的研究心路与历程，通过教师们

不断的补充、修正，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更好培养，更使创

新教育落到实处。

鉴于本研究读本是教师们研究过程的真实记录，加之水平有限，时间

紧促，难免有不妥不当之处，敬请大家谅解与斧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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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阐述

第一节　“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研究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我校的课堂教学模式是“问题导学式”，这一教学模式是根据我校的

教育理念进行设计的。

我校的教育理念是：“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素养的小学

生”。这里说的创新素养主要是指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我们把实施“创

新教育”作为学校的教育理念，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

其一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决定》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

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进一步提出：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要“坚持

能力为重。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鉴于

此，学校必须把创新教育落到实处。

其二是我校多年的办学传统

从“十五”开始，我校就在全校教学中广泛开展了“小制作”，“小

发明”等科技创新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市内外得到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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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广泛的影响。

我们说的“创新教育”是指，在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任务中，着力培

养学生创新素养教育。这里说的“创新素养”，主要是指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

我校的创新教育理念，是通过学校的各项工作去落实的，课堂教学

是落实这一教育理念的主要渠道。如何在课堂教学落实“创新教育”，培

养具有创新素养的小学生，是我校在发展“创新教育”中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

为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创新教育，我们组织全校教师对在课堂教

学中如何落实“创新教育”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五”期间，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创新能力的具体含义及其课堂教

学。通过研究，我们认识到，“创新能力”是指完成创新活动所具有的能

力，主观条件至少应包括：检索信息能力、提出问题能力、多角度探索能

力、发现规律能力和验证结论能力等。

“十一五”期间，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创新精神的具体含义及其课堂教

学。通过研究，我们认识到，“创新精神”是指，完成创新活动所具有的

精神（心理状态），它至少应包括：敢提异议精神、持之以恒精神、不怕

失败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善于合作精神，寻根究底精神等。

进入“十二五”后，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课堂教学结构——以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和创学精神为核心取向的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研究，我们最终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模式——问题导学式。

我们的研究一直是很规范的，每个阶段都进行了三种研究：

文献研究——首先是儿童的学习规律，学习相关创新教育的理论。建

立理论基础。

调查研究——设计了调查方案，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

告。

行动研究——立足我校的“创新教育”，抓住“问题”这一关键点。

我们以“创新能力”为明线，“创新精神”为暗线，设计出“基于问题学

习”的创新教育课堂教学操作的主流程；再通过以点带面“践行”。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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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建出“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之后，我们先让四年级的一名数学骨干

教师“践行”；后来，在该教师的带动下，组织四年级其他教师“践行

“；然后，又组织全校数学教师“践行”；2012年中旬开始，全校学科教

师都在“践行”该模式。在此基础上，以“1+1+2”挂牌课强化“问题导学

式”课堂教学模式运用。分三步完成：先由组内骨干、品牌教师或教研组

长示范引领课堂教学模式；再经过年级研讨后，重新调整方案，再确立一

人进行挂牌示范模式；在前两轮“挂牌课”的基础上，学校随机抽取二位

教师，查看运用实效。最后，通过“教学研究日”修订完善。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我们所说的“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是从学生学习这一角度进行设计

的。“问题导学式”指在教学活动中，在学生先行自学的前提下，教师引

领学生发现并提出问题，围绕问题进行多角度探索，从中发现规律、认识

本质的课堂教学。

我们构建这样的教学模式，来源于以下几个理论基础：

（一）“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的内容

我校的“问题导学式”课堂教学模式基本程序和结构是“学——

问——探——结——习”。

第一环节：“学”

“学”是指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进行的先学，包括自学和小组学

习。

第二环节：“问”

“问”是指学生在“学”时独立提出问题，并在小组交流，然后在教

师的引导下，整合形成重点问题的过程。

第三环节：“探”

“探”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围绕着问题进行探索。探索有两种形式，一

是小组内进行探究，二是在全班进行探索。

第四环节：“结”

“结”就是在学生自学和教师导学后，能够尝试概括、总结，形成规

律性认识，并积极表达。

第五环节：“习”

“习”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用本课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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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积极进行拓展练习，进而巩固知识，学法迁移、运用的过程。

“问题导学式”的教学重心是学生的“学”，但学生的“学”不可能

自发地进行，它永远离不开教师的“教”。换句话说，要使学生运用这种

教学方式有效地进行学习，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我们认为，教

师在教学中要发挥两个主导作用：

第一、在教会学生学习上发挥主导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的

学习进行具体的指导——在“问题导学式”的每一个环节上进行指导。

学生“学”时，教师要告诉学生“导”的具体做法，如语文，要告诉

学生读课文时要做什么，怎样做等。

学生“问”时，教师要告诉学生可以提出不同性质的问题，如语文，

可以提出不懂的问题，可以提出有不同见解的问题，可以提出要有研究经

价值的问题等。

学生“探”时，教师要告诉学生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探索，如语文，

可以从选材角度去探索，可以从写法角度去探索，可以从语言角度去探索

等。

学生“结”时，教师要告诉学生应全面概括知识——真实性的知识，

概括性的知识，原理性的知识，方法性的知识，价值性的知识，结构性的

知识等。

学生“习”时，教师不仅要给学生提供多种变式练习的机会，还要告

诉学生运用多种方法去做练习题。

总之，要让学生运用“问题导学式”方法进行学习，教师必须进行具

体的指导。

第二，在学生学会知识的基础上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我们认为，教材的知识首先要让学生自己去学，但这并不是说教师不

去教知识。恰恰相反，在教知识上，教师也要发挥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

用，不是重复讲教材的知识，而是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其一是矫正——当发现学生对某一知识理解错误时，教师要引导学生

矫正；

其二是补充——当发现学生对某一知识理解片面时，教师要引导学生

补充；

其三是深化——当发现学生对某一知识理解肤浅时，教师要引导学生

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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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整合——当发现学生对某一知识还零乱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整

合。

（二）“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的根据

“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是根据创新活动规律设计出来的。

世界各领域的多名学者都认为，创新活动是有规律的，普遍的看法

是：任何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四个阶段：

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积累知识和经验，搜索和整理必

要的资料和事实，提出要研究的问题。

酝酿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对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进行多角

度的深入思考，不断从正反方面进行各种假设。

明朗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顿悟，发现并提出结论。

验证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实验和推理证明结论的正确

性。

不难看出，我们设计的“问题导学式”教学流程，与创新活动的流程

基本是一致的——“问题导学式”中的“学”与“问”相当于创新活动中

的“准备阶段”；“问题导学式”中的“探”相当于创新活动中的“酝酿

阶段”；“问题导学式”中的“结”相当于创新活动中的“明朗阶段”；

“问题导学式”中的“习”相当于创新活动中的“验证阶段”。这就是

说，学生进行“问题导学式”学习，相当于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创新活动的

活动。只不过，科学工作都经历这样的过程是为创造新知识，学生经历这

样的过程是为了学习新知识。

四、创新之处

“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是在“创新教育”这一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体现了两点创新。

其一，丰富了“创新教育”的内涵。

创新教育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造教育过程和学生成长过程的教育，是一

种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是一种既重结果，更重过程的创新特征的教

育。在“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发现到落实“创新

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我们研究的“创

新能力”主要包括：获取、检索信息、发现并提出问题、多角度探索问

题、发现规律、验证结论的能力。“创新精神”主要包括：敢提异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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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恒、不怕失败、实事求是、善于合作、寻根究底的精神。

其二，探索出培养小学生创新素养的课堂教学模式。

综合世界各国各类科学家的看法，大家普遍认为，任何创新活动都

要经历四个阶段：准备阶段——酝酿阶段——突破阶段——验证阶段。其

中，以“问题”为主线是创新活动的特征。“问题导学式”教学的过程与

创新活动过程是基本吻合的，都是以“发现并解决问题”为核心。只不过

科学家经历创新过程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学生经历创新过程是一种学习

活动。经历这样的学习活动，学生不仅可以更好地获取知识，而且他们的

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培养。

教育家冷冉先生说过：“踏着别人脚印的人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发现；

踏着自己的脚印前进的人其实是倒退；只有找到别人的脚印停顿的地方再

多走上一步两步，这才是真正的探索。”围绕“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

我们会继续研究下去！

第二节　“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运用与交流

此模式在我校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强化运用：

学习提升——循序设计——研究推动——引领突破——全面推广。目

前，“问题导学式”教学模式已在我校全面推广，并在国家、省、市等各

级各种现场会展示并获得好评，并在区域内推广。

通过践行该模式，学校全方位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学生的创新素养得到发展。在课堂上，学生提出并解决问题的

意识与能力得到普遍提高；在各级各类竞赛之中，我校学生在全国、省、

市的各创新大赛中，先后有千余人次获奖。其中，十余次获得全国宋庆龄

少年儿童发明大赛一二等奖；百余次获辽宁省青少年发明创造竞赛奖。

第二，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得到提升。在实施“问题导学式”教学模

式中，教师教学能力普遍提高，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教师。据统计，截至

2013年底，全校教师曾有2人被评为“德技双馨”教师，5人被评为学科带

头人，1名大连市名师，40人次被评为骨干教师，其中1人为国家级骨干，

1人为省骨干。全校约86%的教师上过市以上教学观摩、评优课，均获得好

评。获奖的课，国家级有30余节，省级有40余节，市级有300余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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