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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则 (一)教学原则概述 教学原则是根据一定的教学目

的和对教学过程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准

则。 (二)我国中学教学原则及运用 1．直观性原则 直观性原

则，是指在教学中要通过使学生观察所学事物，或教师语言

的形象描述，引导学生形成所学事物、过程的清晰表象，丰

富他们的感性知识，从而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书本知识和发

展认识能力。贯彻直观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①正确选择直

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段。②直观要与讲解相结合。③重视

运用语言直观。 2．启发性原则 启发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

教师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

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贯彻启发

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②启发学

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③让学生动手，培

养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④发扬教学民主。 3．巩固性原

则 巩固性原则．是指教学要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牢固地

掌握知识和技能，使其长久地保持在记忆中，能根据需要迅

速再现出来，以利于知识技能的运用。 贯彻巩固性原则的基

本要求是：①在理解的基础上巩固。②重视组织各种复习。

⑧在扩充改组和运用知识中积极巩固。 4．循序渐进原则 循

序渐进原则．是指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和学生认识发

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形



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贯彻循序渐进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①按教材的系统性进行教学。②注意主要矛盾，解决好重点

与难点的教学。③由浅人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5．因

材施教原则 因材施教原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

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

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 贯彻因材施教原则的基本

要求是：①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有区别的教学。②采取有效

措施，使有才能的学生得到充分的发展。 6．理论联系实际

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学要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导

，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上去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懂会用、学以致用。 贯彻理论联系

实际原则的基本要求是：①书本知识的教学要注重联系实际

。②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③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

技能训练的关系。④补充必要的乡土教材。 二、教学方法的

概述 (一)教学方法的概念 教学方法是指为了完成一定的教学

任务，实现教学目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采用的手段

及教与学相互活动方式的总称。 (二)选择与运用教学方法的

依据 第一，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第二，课程性质和教材特

点；第三，学生特点；第四，教学时间、设备、条件。第五

，教师业务水平、实际经验及个性特点。 三、中学常用的教

学方法 根据中学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中学教学方法的主

要特点有： 1．师生之间在运用教学方法时的互动和联系加

强； 2．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方法逐步增加； 3．

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和相互配合。 四、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发

展 从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有影

响力、最有代表性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类： (一)



发现教学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了以发展探究性思维为目

标，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内容，以再发现为学习步骤的教学

方法综合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被称为“问题发现教学法”。

“问题发现法”的一般步骤包括四个环节：(1)教师创设问题

情境，提出要解决的课题； (2)教师提供结构性材料。学生提

出解决问题的设想；(3)学生验证假设，交流初探成果；(4)得

出原理或概念，并检验假设。 “问题发现法”有如下特点

：(1)教学的任务是要求学生通过对问题的探究获得经验和知

识，从而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2)整个教学活动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探究和解决问题，学生在教学中仍处于

主要地位，教师处于辅导地位；(3)教学方法以学生独立探究

和作业为主，教师的讲授、指导，学生的阅读、练习仅为学

生的独立探究服务。 “问题发现法”的优点如下：(1)能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2)能培养学生独立

探究的习惯与能力；(3)教学中多采取个人或小组形式进行，

便于因材施教；(4)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教是通过自己探索得来

的，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 “问题发现法”存在的局限

：(1)因强调学生的独立作业和探究而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2)对教师的要求高，教师除了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

外，还要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二)程序教学 1

．程序教学的起源 1926年普雷西设计了一种自动教学机器

，50年代斯金纳设计了使用教学机器的程序教学和只用程序

教材的程序教学。60年代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程序教学的

研究。 2．程序教学的分类 根据程序化教材的载体来分，程

序教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机器教学，指通过机器呈

现程序化了的教材；第二，课本式程序教学，指通过课本呈



现程序化了的教材；第三，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指通过电

子计算机来呈现程序化了的教材。 根据程序化教材的结构形

式来分，程序教学可分为直线式程序、分支式程序。 3．程

序教学的特点 (1)教材编制充分考虑到了学生接受能力和学科

的知识体系、内在逻辑结构。(2)学习时学习者手脑并用。(3)

能及时地反馈学习结果，便于自我调节，掌握学习速度。 4

．程序教学的优点 (1)目的要求明确，便于学生掌握预定的系

统知识与技能；(2)便于学生个人学习，适应因材施教，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3)能及时强化学习的动力。 5．程序教学

的不足 (1)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习惯；(2)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较少。 (三)范例教学 1．范例

教学的起源 范例教学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瓦根舍因首创。

2．范例教学的特点 (1)体现了基本性。(2)体现了基础性。(3)

体现了范例性。(4)较好地体现了四个统一。 3．范例教学的

优点 (1)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结构体系。(2)有利于照顾学生的

个性差异，便于因材施教。(3)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便于学

生对知识进行广泛地迁移和运用。 4．范例教学的局限 (1)当

今时代，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难于准确

把握学生将来所需要的知识。(2)教学中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

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 (四)暗示教学 1．暗示教学的起源。

暗示教学法是由保加利亚医学和心理学博士卢扎诺夫首创。

2．暗示教学的优点。 (1)有利于学生在愉快的情绪体验中从

事学习活动。(2)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3)有利于调动

学生的各种潜能参与学习，特别是传统教学不容易注意到的

非智力因素，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3．暗示教学的局限。

(1)对教师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较



丰富的心理学知识，教学中还要求合理利用音乐、舞蹈、戏

剧等单项或综合艺术形式进行配合，势必要求教师要有这些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2)准备比较烦琐，对环境要求较高，特

别是诱发学生学习潜力的外部环境设置难度在。(3)推广的难

度较大。 相关内容：2011年中学教育学考试重点精要7.1：教

学(上)2011年中学教育学考试重点精要7.2：教学过程试题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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