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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471418.htm 六、教学理论与实践 要求：1、

识记教学、课程、课程计划、学科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

学原则、教学方法、班经授课制、课的类型和结构等概念。

2、理解和掌握国内外课程改革的趋势、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目标、教学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及

其改革、教学基本环节等内容。 3、能运用教学过程的规律

、教学原则解释说明有关教学实践的具体问题。 （一）教学

概述 1、教学的概念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传递和掌

握社会经验的双边活动。 2、教学的作用与地位 （1）教学的

作用 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 （2）教学的地位 教

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学校工作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全面

安排的原则。 3、教学的任务 （1）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现代科

学文化基础知识，形成基本技能、技巧。 （2）发展学生智

力，培养学生能力 （3）发展学生体力，提高学生的健康水

平 （4）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形成科学世界观的基础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二）课程

与教材 （1）课程的意义 广义的课程是指：为了实现教育目

的而规定的学生应该学习的所有学科与应该从事的的有活动

的总和及其有计划的进程。 狭义的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应

该学习的一门学科或应该从事的一种活动的内容及其有计划

的进程。 （2）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3）课程的意义 2、课程

内容 （1）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基础知识 （2）

关于一般智力技能和操作技能的知识经验 （3）关于对待世



界和他人的态度的知识经验 3、课程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

我国，课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课程计划（教学计划）、

学科课程标准（教学在纲）和教材。 （1）课程计划 ①课程

计划的概念：课程计划是根据教育目的和不同类型学校的教

育任务，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教学和教育工作的

指导性文件。②课程计划的组成部分：课程设置，课程开设

顺序，教学时数，学年编制和学周安排。③制定课程计划的

原则：教学为主，全面安排；互相衔接，相对完整；突出重

点，注意联系；统一性、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2）学

科课程标准和教材 ①学科课程标准：根据课程计划以纲要的

形式编定的有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指导性文件，它规定课程的

知识范围、深度、体系、教学进度和教学法的要求，一般包

括说明、正文两部分。②教材：是知识授受活动中的主要信

息媒介，是课程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教材可以是印

刷品（包括教科书、教学指导用书、补充读物、图表等），

也可以是声像制品（包括幻灯片、电影片、录音带、录像带

、磁盘、光盘等）。③编写课程标准和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稳定性和时代性结合

；系统性和可接受性。④教科书的编排形式。 4、国外的课

程与教学内容的改革 （1）在指导思想上，各种课程理论相

互渗透与融合 （2）在课程内容上，重视教材的现代化和理

论化 （3）学科类型上，趋于综合化和一体化 （4）在课程结

构上，普通课程和职业课程相结合 （5）加大课程难度，进

行"尖子生"的筛选和培养 5、我国当前的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改

革 （1）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①课程任务方面

的改革目标；②课程结构方面的改革目标；③课程内容方面



的改革目标；④课程实施方面的改革目标；⑤课程评价方面

的改革目标；⑥课程管理方面的改革目标。 （2）我国各级

学校课程设置的特点 ①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②初中阶

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③高中阶段则以分科课程

为主。 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

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

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 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 在课程标准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适应我国当前

国情的一些新的要求。 （三）教学过程的本质及其规律 1、

教学过程的概念 教学过程是教师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学生

身心发展的特点，指导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掌握系统的文

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身心获得一定的发展，形

成一定的思想品德的过程。 2、教学过程的本质 教学过程是

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它是以认识过程为基础，促进学生发

展的过程。 3、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 （1）间接经验与直接经

验相结合的规律 （2）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统一

的规律 （3）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相统一的规律 （4）传授知

识与思想品德教育相统一的规律（教学的教育性规律） 4、

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1）激发学习动机 （2）感知教材 （3

）理解教材 （4）巩固知识 （5）运用知识 （四）教学原则 1

、教学原则的概念 教学原则是有效地进行教学必须遵循的基

本要求。 2、教学原则与教学规律的区别与联系 教学规律是

教学内部的本质联系，是客观的；教学原则是第二性的，是

人们制定的。教学原则是教学规律在教学中的反映；不同的

教学体系有不同的教学原则。 3、我国目前主要的教学原则

及其运用 （1）科学性与教育性相结合原则 ①基本涵义；②



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2）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①基本涵义；

②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3）直观性原则 ①基本涵义；②直

观手段（实物直观、模象直观、语言直观）；③贯彻此原则

的要求。 （4）启发性原则 ①基本涵义；②贯彻此原则的要

求。 （5）循序渐进原则 ①基本涵义；②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 （6）巩固性原则 ①基本涵义；②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7

）因材施教原则 ①基本涵义；②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五）

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概述 （1）教学方法的概念 是教师和

学生为实现教育目的、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手段和一整套

工作方式。 （2）教学方法的意义 （3）两种对立的教学方法

思想 启发式和注入式。 2、常用的教学方法 （1）以语言传递

为主的教学方法 ①讲授法，其中包括讲述、讲解、讲读、学

校讲演等方式；②谈话法；③讨论法；④读书指导法。 （2

）以直观感知为主的教学方法 ①演示法；②参观法。 （3）

以实际训练为主的教学方法 ①练习法；②实验法；③实习作

业法；④实践活动法。 （4）以探究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5

）以情感陶冶（体验）为主的教学方法 ①欣赏教学法；②情

境教学法。 3、教学方法的改革 （1）"读读、议议、练练、

讲讲"八字教学法 （2）"导法式"教学法 （3）快乐教学法 （4

）合作教学法 （5）掌握学习教学法 （6）纲要、信号、图表

式教学法 4、学生的学习方式 （1）学习方式的概念 （2）接

受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的概念 （3）接受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的

比较 5、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1）选择与运用教学方法的

基本依据 ①教学任务；②教学内容；③学生年龄特征。 （2

）教学方法运用的综合性、灵活性、创造性 6、教学手段及

其现代化 （1）教学手段的概念 （2）教学手段的演变阶段 口



耳相传；文字教材；直观教具；电教工具；电子计算机；多

媒体；网络教学。 （3）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发展趋势 ①教学

媒体日益自动化、微型化；②新的教学媒体不断涌现；③教

学手段运用的多媒体化、综合化和网络化；④现代化教学的

服务目标多样化。 （4）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作用 ①

教材建设的突破；②教学组织形式的突破；③师生关系的突

破；④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⑤扩大了教学规模。 （

六）教学组织形式 1、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或

课堂教学） （1）班级授课制的概念 （2）班级授课制的意义

及存在问题 2、课的类型和结构 （1）课的类型 指按课的任务

将课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大致分单元课和综合课两大类。 

（2）课的结构 指课的组成部分的顺序和时间分配。综合课

的结构包括：①组织教学；②复习过渡；③讲授新教材；④

巩固新教材；⑤布置课外作业。 3、教学的辅助形式个别教

学、分组教学、现场教学的概念 4、教学的特殊形式复式教

学的概念 （七）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1、备课 （1）备课的意

义 （2）备课的要求 ①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即钻研教材，了

解学生，设计教法；②写好三种计划，即学年（或学期）教

学进度计划、单元（或课题）计划、课时计划（教案）。 2

、上课（一节好课的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明确、内容正确、

结构合理、方法恰当、语言艺术、板书有序、态度从容自如

。 3、课外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1）课外作业的形式 ①阅读教

科书和参考书；②各种口头作业和口头答问；③各种书面作

业；④各种实际作业。 （2）布置课外作业的要求 ①作业内

容符合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要求；②作业分置适宜，难易适度

，形式多样；③向学生提出明确要求，规定完成时间；④及



时批改作业。 4、课外辅导 （1）辅导内容 ①给学生解答疑难

问题，指导学生做好作业；②为基础差和因事、因病缺课的

学生补课；③给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作个别辅导；④给学生

学习方法上的指导；⑤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的教

育。 （2）辅导要求 ①从辅导对象实际出发确定辅导内容和

措施；②辅导只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

辅导上。 5、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1）学业成绩检查与评

定的意义 （2）学业成绩检查的方式 ①平时考查，包括口头

提问，检查书面作业和单元测验等；②考试包括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的方式有口试、笔试（开卷、闭

卷）和实践考核。 （3）学业成绩检查的基本要求 根据教学

目标制定评价标准；编制测验蓝图。 （4）学业成绩评定的

方法 ①百分制记分法；②等级制记分法（文字等级记分法和

数字等级记分法）。 （5）学业成绩评定的基本要求 ①客观

公正；②向学生指出学习上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 （八）教

学评价 1、教学评价的概念 概括地说，教学评价是指以教学

目标为依据，通过一定的标准和手段，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

给以价值上的判断。 2、教学评价的意义 3、教学评价的原则 

客观性、全面性、指导性、科学性。 4、常用的教学评价 诊

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5、当前我国教学评

价的新理念发展性评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