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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得轻松，学习效率有所提高。“学案”的使用还有利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能力、预习能力，探究性学习能力、小组合作

学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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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改革要求必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强调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为

主体，让他们真正学会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让学生学会主

动求知，这样教学质量才能提高，教育效果才能更佳 [1]。课

程改革加速了学者们对“学案”的了解和一线教师对“学案”

的运用。使用“学案”进行辅助教学的教师剧增，侧面说明

了课程改革的落实情况。

本研究通过对中学课堂“学案”导学的应用现状调查，

了解中学课堂教学中“学案”导学的应用现状，以及“学案”

导学应用的实际效果。分析“学案”导学存在不足的原因，

以及在“学案”导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旨是了解学案导学在中学课堂中的应用现

状，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选择了和田市几所乡镇中学，通

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详细调查。为了研究的便利，具体

样本确定为初中九年级、高一、二年级的学生。由于语文、

数学、英语是基础课，它们所培养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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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等 [2]【{【【【【【【【【【【，

在中学课堂教学中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调查学科的选择上，

选取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三门学科。同时为了研究方便，

所有学校都是匿名的，具体分布见表 1。

表 1 年级、人数分布情况

项目 学生 老师

九年级 36 人 27 人 13 人 7 人

高一 24 人 20 人 12 人 8 人

高二 24 人 16 人 10 人 8 人

合计 147 人 58 人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对“学案”使用的现状调查

“学案”的使用在新课程改革下，为提高课堂效率和改

变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辅助教学的。在调查问卷中，对“学

案”的使用进行整理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3.1.1 “学案”导学在中学课堂教学中的使用频率
表 2 中显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学案”的有

75.9%，偶尔使用“学案”的情况是 24.1%，这说明在新课

程背景的改革下，教师的教学方式有很大改变，中学课堂教

学中“学案”导学教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

表 2 教师课堂教学使用“学案”频率情况统计

问题 选项 人数 有效百分比（%）

在上课过程中，

你使用学案的情况是

经常使用 44 75.9

偶尔使用 14 24.1

从未使用过 0 0

3.1.2 “学案”导学在中学课堂学科中的使用
在表 3 里可以看出，在中学课堂教学中，语文课教学使

用“学案”的频率较高，其次是数学，再是外语。这说明不

同的科目教师使用“学案”导学的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和

科目的具体内容，以及老师在不同课型上的教学方式不同

有关。

表 3 经常使用导学单进行课堂教学的科目

科目 人数 有效百分比（%）

语文 75 51.0

数学 51 34.7

外语 21 14.3

合计 147 100.0

3.1.3 教师了解“学案”教学有关信息的渠道
从表 4 里看出约 90% 以上的教师认为他们了解“学案”

辅助教学的渠道是课外资料学习和学校讲座。现代社会是信

息化的社会，了解一个新事物可以有多种渠道，但是教师对

“学案”的了解主要是课外资料学习和学校讲座，这是因为

农村教师在接受新事物和教学新方法上大多都是很被动的，

这可能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这就要求教师要加强自身的

能力素养，主动地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最新的有关教学的种

种动态，注重“学案”的使用等。

表 4 教师了解“学案”教学有关信息的渠道

问题 选项 人数 有效百分比（%）

你从什么渠道知道

学案教学有关信息的

大学学习 1 1.7

课外资料学习 27 46.6

专业书籍 3 5.2

学校讲座 27 46.6

3.1.4 “学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的细节问题

在表 5 里看出，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都有使用“学

案”导学教学，“学案”导学教学模式通过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能够把教

师和学生融为一个“共同体”。和其他课相比教师在讲授新

课的时候和在课前预习时使用“学案”是最多的。这个结果

说明：“学案”在辅助新课教学中是很有效的，若是无效，

教师也不可能一直使用“学案”来辅助新课教学。但是这个

结果并不一定说明其他的课型使用“学案”是无用的，或者

根本就不需要学案。因为“学案”是在试用期阶段或者是实

施的初期阶段，很多的教师都选择了新课，在习题课教学和

复习课教学上也有利用“学案”辅助教学。说明“学案”的

使用是可根据具体课型而选择的。

表 5 教师对“学案”使用的细节问题（多选）

问题 选项 人数 有效百分比（%）

你在什么课型上

使用的较多

新课教学 42 72.4

习题课教学 17 29.3

复习课教学 15 25.9

实验课教学 9 15.5

从表 6 可以看出有 65.3% 的学生是在 30 分钟以内完成

一课时导学单的，有 30.6% 的学生用时 30~50 分钟，70.7%

的学生大部分是自己写的，24.5% 的学生是抄书的，还有极

少数的学生是抄同学的。这说明导学单在实施中，成绩好的

学生在完成的时间和方式上都是高效的、自主完成的，成绩

差些的学生在完成的时间上和方式上就有些困难。这就要求

教师在编写“学案”的过程中要照顾到整体，设计要有层次

性，题目由简到难每个层次的都有，不能造成成绩好学生“吃

不饱”，成绩差学生“吃不上”的现象。

表 6 显示，95.9% 的学生经常复习或偶尔复习已经做过

的导学单的，“学案”的复习利用情况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学案”的使用效果，如果学生自己觉得“学案”对自己

没有什么用处，使用起来反而是浪费时间，收获甚微，学生

就会把“学案”丢弃，因为这样对于学生来说，“学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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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累赘”。但是如果“学案”的使用效果很好，学生觉

得有“学案”来辅助学习，他们就更加会学习了，知道学什

么，怎么学习，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哪些是重难点等，

这样的话，学生就会经常复习“学案”的内容，以便巩固和

加强所学过的知识。

表 6 学生对导学单使用中的细节问题

问题 选项 人数
有效百分比

（%）

你完成一课时

导学单

需要多长时间

30 分钟以下 96 65.3

30~50 分钟以内 45 30.6

50 分钟以上 6 4.1

你的导学单是

如何

完成的

大部分自己写的 104 70.7

抄书 36 24.5

抄同学的 4 2.7

你完成导学单

之后

如何利用

经常复习 79 53.7

偶尔复习 62 42.2

从不看 6 4.1

3.2 中学课堂“学案”设计的情况

“学案”的设计对“学案”的使用效果是至关重要的一

个环节。所以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一下教师对“学案”设计

的整体观点，对“学案”的实施有很大的帮助。

如表 7 显示：62.1% 的教师经常自己编写课堂用的“学

案”。大部分教师的“学案”全部为自己编写的，也有部分

教师的“学案”是教师合作编制和利用其他教辅上的。相应

的也有接近 45% 的教师认为备课量有明显增大。可见，教

师对“学案”的设计是十分重视的，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

表 7 “学案”设计的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有效百分比

（%）

你现在使用的学案

来源是

全部为教师合作

编制的
6 10.3

全部为其他教辅

上的学案
3 5.2

A 与 B 项综合

利用
8 13.8

全部为自己

编写的学案
36 62.1

对学校提供的学

案适当修改
5 8.6

学案的使用对你备

课时

投入精力的影响是

备课量明显加大 26 44.8

备课量几乎不变 10 17.2

备课量减小 19 32.8

没有影响 3 5.2

3.3 “学案”运用效果的分析

教师是“学案”的主要设计者，是“学案”实施的主导

者，教师应该时刻掌握“学案”的实施效果，以及优缺点。

适时调整自己运用“学案”教学的措施。学生是“学案”实

施的实践者，“学案”使用的实际效果和成绩，学生是最清

楚的。下面表 8 和表 9 就是关于中学课堂教学中“学案”运

用效果的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

表 8 教师认为“学案”运用效果的分析

问题 选项 选择人数
有效百分比

（%）

你认为哪种课型上

使用效果最好

新课教学 43 74.1

习题课教学 9 15.5

复习课教学 5 8.6

实验课教学 1 1.7

在表 8 中看出，在新课上“学案”的使用效果是最佳的。

从前面表 6 的分析调查结果可知，教师喜欢在讲授新课时运

用“学案”进行辅助教学，在别的课型上“学案”的使用是

较少，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与教师在不同的课型上运用“学

案”的模式大致相同有关，运用新课型的“学案”模式来辅

助复习课或者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就达不到最佳的程度。

表 9 教师认为“学案”对学生的促进作用（多选）

问题 选项 选择人数
有效百分比

（%）

你认为学案对学

生的

促进作用表现

提高自学能力 33 56.9

提高预习能力 17 29.3

提高探究能力 41 70.7

提高小组合作能力 26 44.8

提高发现问题能力 21 36.2

作业规范性 6 10.3

拓展知识 25 43.1

如表 9 显示，“学案”导学教学模式使用后对促进学生

的自学能力、探究能力、小组合作能力、发现问题能力、拓

展知识和作业规范性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学

案”导学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使主导作用和主体作用和谐统一，发挥出了其最大的

效益。

从表 10 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使用导学单后，有 90%

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上课效率提高了，87.8% 的学生在导

学单使用对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都有帮助，有 80% 以上的

学生使用导学单后，学习成绩都有所提高，这说明的导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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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上课效率、改变学生的学习

方式等都有很大的改变和帮助。

表 10 学生认为“学案”运用效果的分析

问题 选项 选择人数
有效百分比

（%）

使用导学单，你认

为你的

上课效率是否有

所提高

有很大提高 59 40.1
有一定提高 78 53.1

没有提高 10 6.8

使用导学单能否

帮助你

提高自己的自主

学习能力

很有帮助 61 41.5

有帮助 68 46.3

不明显 16 10.9

不知道 2 1.4

使用导学单后，

你的学习成绩

显著提高 33 22.4

提高了一些 93 63.3

变化不大 18 12.2

降低了一些 3 2.0

4 原因分析
①在调查中了解到有 92.5% 的学生表示很喜欢或是喜欢

在课堂学习中使用导学单，但也有接近 30% 学生认为使用

导学单后对自己的课业负担加重了，这些同学认为学案只是

给他们增加了一项作业，他们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作业，在预

习期间填写导学单时根本就不过脑子，抄完就结束了，因此

才会感觉负担更重了，如表 11 所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学生对于使用何种教学模式教

学大多是无所谓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并没有感觉自

己是学习的主人，是教学过程的受益者，其学习的态度依然

是消极的，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

②虽然实施了“学案”导学教学，课前也发学案，但研

究也发现一些教师并不重视学案，上课也基本上不用学案，

课堂上没有讨论时间，学生发言少，小组设置形同虚设，课

堂上依旧是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究其原因有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这些教师对于“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实施积极

性不高，传统的教学思想根深蒂固，“学案”导学模式的理

论知识匮乏，学习渠道少，并且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学

案”导学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不了解，没有成功的案例指导，

不知道如何进行“学案”导学教学；另一方面，还有部分教

师对学生的自学能力，讨论能力不信任，担心自学部分效果

不好，最终考试时学生成绩不好，因为最终学校评价教师还

是主要看学生的成绩 [3]。

表 11 学生对课堂学习中使用导学单的态度

选项 人数 有效百分比（%）

很喜欢 49 33.3

喜欢 87 59.2

不喜欢 11 7.5

③教师思想上重视不够和专业素养有待提高。从表 12

中显示本科学历的教师认为在教学中非常有必要使用“学

案”导学的占 60%，说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学历层次

对教学方法的具体使用都有一定的影响。

“学案”是个新生事物，现在还处在试用期或者初始阶

段，它的作用还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虽然有些教师根据一

段时间的使用已经知道了“学案”的作用，但是有的教师觉

得现在使用“学案”只是追求一种新兴事物而已，或者说为

表 12 教师学历与“学案”导学使用情况统计

项目

本科 大专 合计 其他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非常有必要

（%）
9 15.5% 0 0 6 10.3% 15 25.8%

有必要（%） 19 32.7% 7 12% 3 5.1% 29 50%

视情况而定

（%）
11 18.9% 0 0 3 5.1% 1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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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满足教师的那种好奇心，一段时间之后教师就厌烦了，对

“学案”的设计只是草草了事，这样既达不到使用“学案”

的目的，体现不了“学案”的作用，还会对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这就说明了教师不但要求思想上的重视，教师的素养也要进

一步提高。教师不但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渊博的

综合知识，因为各个学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学生的发展也

是要全面的。还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充分了解现代的学生，

才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4]。

④时间上的合理安排。首先说课时安排，在课时的安排

上一些科目的教师认为时间不够用，特别是带主课的一些教

师总是占用其他科目的时间，如思想品德与修养、音乐、体

育等科目的课堂时间。所以，课时安排就应该根据不同科目

需要学习内容的多少来合理安排课时。此外，在教师备课上，

“学案”使用后，有接近 50% 的教师反映备课量明显增加，

本来就是一个教师教好几个班级，时间本来就少，再加上设

计“学案”时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还要设计如何引导学生的

自主学习，需要大量的时间，再加上教师批改作业，准备教

案等时间就显得有些不足了，就需要合理安排时间，争取在

最短的时间里做出高效的成绩 [5]。

5 建议

5.1 加强对教师“学案”导学教学理论和实践的 
培训

首先，学校要组织教师研究现代教育形式，明确教学改

革的必要性和改革成功的必要性。让教师认识到传统的教学

方法已经严重阻碍了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阻碍了创新

能力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其次，学校要组织教师认真研究学案教学的理论，学会

编制学案，使用学案，评价学案，精通“学案”导学教学的

流程，真正理解“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思想精神。

最后，学校应该解放教师。教师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参加

教学改革，除了少数的自身素质原因外，更多的是出于各方

面对于教师的压力，对学生的评价还是只看分数。有些教师

担心新的教学模式学生适应不了，成绩会下降，就依旧“穿

新鞋，走老路”[6]。

因此，学校应该从管理体制和评价方式上解放教师，调

动教师的积极性，保证“学案”导学教学模式有效的实施。

5.2 加强对学生的学前培训

在“学案”导学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是教学能

否顺利并有效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让学生知道这种教

学模式会达到什么效果，他们潜意识就会向那个目标发展。

对学生的培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教师要向学生传达教学改革的根本理念，运用“学

案”导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引导他们改变传统观念，要求他

们解放思想、大胆质疑，批判性地学习，敢于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乐于与他人讨论合作解决问题。

其次，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学生改变学习方法，对

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教学，通过学生之间学习方法的交流让

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最后，教师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实际学习能力，了解

现有的能力与实施“学案”导学教学需要达到的能力之间的

差距，并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以便达到实施“学案”

导学教学的能力。不同学生在自学能力，独立分析问题的能

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各不相同，对新的教学方式的适应能

力就不同，所以教师需要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7]。

5.3 学校要建立有意义的评价体系，进行有效的合

理的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在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

学评价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老师检验与改进教学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提供反馈，让学生了

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进一步增强学习动机。另外，通过教

学评价，教师也可以了解教学模式的优势与不足，检验是否

达到教学目标。因此，教学评价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评价方

式不合理，就会对教师和学生都产生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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