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课堂具备的教学策略 

一节好课有许多要素，需要教师与学生相互配合、共同演绎。对

于教师而言，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是上出一节好课的重要因素，本文

就与各位老师共同分享 10条上出好课的关键策略。 

一、好课要满足三个条件 

“双主互动、多维联系”。课堂教学要让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

生、学生与教材、学生与多媒体等辅助资源互动联系，从而使教与学

达到高度和谐，实现课堂活动的快乐、高效、优质。 

适应现实。教师要关注知识目标的学习与生成，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应变能力和考试能力。 

为学生的未来生存发展提供帮助。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书本知识

的同时，更要培养学生思维、交流、表达、组织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二、好课要做到四个改变 

改变教师观念。教师的思想决定课堂教学方式，因此，改变教师

思想是课堂教学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改变课堂教学结构。教师应该让学生进行科学的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自主学习的前提是学生的充分自学，合作学习需要通过小组

内部的充分交流来实现，探究学习的重点是知识学习和应用练习，应

该以思维训练为主线。 

改变教学工具。课堂教学应以“三案”（学案、题案、师案）为

抓手，让学生有法可依、有题可练。学案指的是学生学习的指导方案，

重在目标解读、方法指导、习惯培养；师案指的是教师教学的指导方



案，重在教学过程的预设和生成；题案指的是学生知识达标的训练方

案，重在知识点训练、问题设计目的说明、解题思路指导。 

改变学习内容。知识学习要立足于教材，将知识学实、学准；教

师要引导学生拓展课本知识，将课内知识与拓展知识有机衔接；学生

要落实知识学习点、线、面、体的整体联系，构建知识树和知识体系；

课堂教学要重视学生对学习方法、思想方法的总结提炼。 

三、好课要建构体验模式 

学习即体验，没有体验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为帮助学生进行

体验式学习，教师可以构建体验式“6411”课堂教学模式。“6411”

指的是“六步”“四查”“一为本”“一中心”。 

六步：导学、自学、互学、展示、检测、拓展；四查：课堂教学

的四次学情调查；一为本：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本；一中心：以学生

的全面自主发展为中心。 

四、好课要彰显不同风格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特点，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风格，

不同的学习内容有不同的学习方法，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

能力和接收能力。 

鉴于此，在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年龄特

点和学科特点，自主探索新授课、阅读课、作文课、复习课、试卷讲

评课等不同课型的流程和模式，形成自己的课堂风格。 

五、好课要有精彩的导学 

课堂教学的导入环节，如同拉开的大幕，要让学生一眼就看到精



美的景色；犹如乐章的序曲，要让学生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震撼。 

课堂导入环节要注意以下几点：确定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告知

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给学生一些指导性学习建议；告知学生学习时

需要准备的学习用具；告知学生对学习时间的要求；简单解读学案要

点，让学生根据自身能力解决学案中的问题。 

六、好课要有安静独立的自学 

在自主学习环节，学生应该独立学习教材及相关文本资料，要以

学案为抓手，以问题为主线，运用双色笔、纠错本等工具，对自学过

程中的问题进行标注，为互学讨论环节打好基础。 

只有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得到激发和提高，才会有学习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因此，教师要高度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要求学生高效独立

地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七、好课要有互动 

互动指的是学生的相互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具体来说，

就是学生之间进行学习帮扶，构建若干相对稳定的学习共同体。学生

合作、探究的过程，既是解决自学中存在问题的过程，也是发现新问

题、探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 

互动学习能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创造力。 

合作学习需要科学合理、巧妙安排。合作学习最好不超过 6个人，

否则效果就会打折扣；在学生安排上，可以是水平基本相当的学生为

一组，也可以是水平不同的学生为一组；在组织形式上，需要小组长



进行周密组织、有序安排；在学习方法上，可以安排学生“小教师”

讲解学习共同体内共性的疑难问题，通过学生教学生的方式，有选择、

有针对地解决问题；互学后期，小组长要明确通过自学、互学仍未解

决的疑难问题，安排小组成员整理大展示的备展内容（成果、疑问、

展示方法等），为展示做好充分准备。 

互动的目的要明确、重点要突出：互动重在检测自学效果，重在

解决自学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要根据具体的学习情况，合理设计、安

排需要进行班级大展示的内容。 

八、好课要有形式多样的展示 

展示是呈现自学、互学成果的环节，分为小组展示和班级展示。

展示环节能够吸引学生参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各种能

力，教师应有创造性地设计各种展示活动，打造活跃、愉悦的课堂气

氛。 

小组展示是由小组长组织的组内展示，一般在互动环节后期进行，

目的是展示自学的成果和问题。组内展示的形式包括交流答案、提出

疑问等，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互教互学、解决问题。 

班级展示是全班范围内的展示，主要由教师组织。班级展示的形

式需要多样化，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将班级展示设计

成演讲、辩论、朗诵、竞赛等形式，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示各小

组互学阶段的成果和问题。 

展示不是记流水账，一定要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一般应关注以

下几个环节： 



答疑。“小教师”解答展示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回答其他学生的

质疑。 

提问。“小教师”设计问题，让似懂非懂的同学加深印象。 

点评。教师要对展示的学生进行评价，点评的学生也要有自己的

观点。教师点评时要注意归纳要点、总结规律，还要指导学生的点评

方法，比如抓疑问、抓规律、抓本质等。 

辩论。学生点评后，如果出现不同观点，教师要抓住时机，让学

生进行辩论。通过辩论，学生之间会反复问答，从而进行思维碰撞，

不断加深理解、纠正错误。 

精讲。教师进行讲授、讲解、提炼、归纳。精讲可以在学生展示

的同时进行，也可以在学生全部展示完成之后进行。 

教师精讲环节要注意 4个方面： 

一是增强针对性，针对学生的疑问和需要讲，这就要求教师调查

学情、研究学情、掌握学情； 

二是及时迅速，当学生表达不清楚、对问题理解不透彻或者存在

争议时，教师要及时讲解，澄清或解决学生的问题，不要将问题积攒

到一起； 

三是控制时间，教师讲的时间多了，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

时间就少了，教师要尽可能放手，将时间留给学生； 

四是精彩有趣，教师要进行充分预设，对教学内容、教学语言做

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结合课堂实际把握随机生成，让

生成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 



九、好课要有精炼准确的检测 

检测环节是为检验学习目标、验收学习效果而设计的，是课堂教

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课堂检测的形式灵活多样，可以是组内结对互查，也可以是小组

长检查或抽查部分学生，还可以是小组之间相互检查。检测环节的问

题设计，可以是题案中预设的课内练习题、达标检测题，也可以是临

时生成的问题。在检测时间的安排上，可以集中检测，也可以穿插在

教学环节之间进行。 

十、好课要有知识的拓展 

拓展环节是为了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延伸。 

教师与学生要先对学习内容进行总结，通过课堂小结这一环节，

让学生明确课堂学习究竟要落实哪些重要问题、核心问题以及应该掌

握哪些学习方法。课堂小结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重点、突出难点、

归纳要点。此外，教师还要布置课外阅读，让学生结合学习内容，进

行延伸阅读、拓展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