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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高效课堂构建策略初探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究创新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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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学情分析 提升教学质量

单 信

( 常州市局前街小 学 和州 2 13 nn 3 )

摘 要 千个读者有 千个哈 姆 雷特 人 们接受的教育奉

解读 所 以 新课 程 强调 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 教师是 学生铐

适合每 个孩 子的数 学教育 就 需要数学老师关注教 学的起

关键词 小 学数 学 学情分析 教 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 G6 2 2 文献标识码 B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 引导者和

参与者 千个 j卖者有 千个哈姆雷特 教育和经验的不同导

致对相同的文本和剧情产生不同的解读。 要提升教学质量 就

需要数学老师关注教学的起点 即做好学情分析 。 本文遵循

飞「W H 模式 基于学© 分析的现状 进 步反思其意义和

实施 力使 线数学教师的学情分析能力得到进 步提升 提

升教学质量

学情分析的背景

1 新课程 的 学情观 新课程提倡 切为了每 位学生的

发展 学情分析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 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参与度 将学生放在教学活动的主体地位上 以此为出发点

展开合作 探究等学习活动

2 新基础 的学情观
。 把课堂还给学生是新基础的特色

从学科 知识本位向学生本位转变是学生立场的重要体现 课堂

教学的宗 旨是促进学生生命成长 而成长的起点就是学情分

析 。

3 西 方 的学情观
。 西方特别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 鼓励

尝试而轻认知 教育应该使提供的东西 让学生作为 种宝

贵的礼物来享受 而不是作为 种艰苦的任务要他负担 爱

因斯坦 。

。 卓越教学能够带给孩子应有的生命可能性 孩子在

兴奋和参与中会学得更好 ! 英国 《小学教学大纲 圹

由此可见 学情分析是是学生立场的重要体现 是数学教

学的起点 而数学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 也要求我们合理把握

学情 提升教学质量

二 学情分析的现状

值得肯定的是 深化课程改革的同时 学情分析缺失的情

况已然绝迹 各个梯队的教师都对学情分析的意义有 定的认

识 学生立场已然确立 另教研组在教师团队的成长中也明确

了学情分析的意义 有利于各个梯队的教师不断提升学情分析

的能力 。

不够理想 片面解读和经验主义的© 况仍然存在 。 具体表

现在不够尊重学生差异 以班级整体学情代替个体学情 教学

目标缺乏 定的弹性 对课前学情的重视程度远大于 课后学

情 以作业反馈完全替代课后学情 以年段学情分析代替班级

学情分析 对班级 1司的差异缺乏针对性分析 对儿童学习心理

范畴的学情分析情况不容乐观

对学情分析现状进行归因分析 无外乎两点 是对学情

分析意义的认同度不够 虽说学情分析是教学的起点 但传统

观念仍在思想中占据 席之地 学生立场还不够落地和扎根

对学情分析的认识限希4着效果 二 是对学情分析方法论层面的

学习不够深人 缺乏 定的学情分析策略 受到 i亥实践研究能

力的局限 使得学情分析还停留在为老师的教而服务的层面

上 未能落实到学生的生命成长上去 三 是儿童心理学和学习

心理学相关知识 的匮乏 使得许多教师回避了 i亥方面的学情分
忻 或是拿来主义 生搬硬套 与教学环节脱节 并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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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经 验的不 同 在面对才

尹习 的合作者 引导者牙

点 即做 好 学情分析 。

文章编号

作为教学的起点 。

三 怎样做好学情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 作为教学起点的学情分析可以分为lu】大坂

块

1 分析学生的特征
。

( 1 ) 分析学生的年段思维特点和学习心理 。 从 7 周岁的

前运算后期 经历具体运算阶段 到 12 周岁形式运饷有期

小学生的思维特点跨度不可谓不大 所以每 位数学老师应认

真学习皮亚杰先生的儿童思维发展阶段 ( 尤其涵盖小C ' 龄的

7 12 岁的具体运算阶段 )

需提醒的是 得益于长久的思维训练 中国小学 · B的思维

水平相对皮先生的被试而言整体偏高 所 以需要在他的从础上

有所调整 因材施教 还应兼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 !L

童心理特征 。

( 2 ) 分析学生的群体及个体差异 。
建构主义格外 I il 】学

习者的主动性 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壮 · [ 成立

义 建构理解的过程 这就需要我们 首先分析群体) 낚

般数学老师执教同 年级的两个班 而这两个学生群体往往是

有所差异的 具体可能表现在教学氛围 学习习惯 思 íi能力

等诸多方面 这就要求我 f门数学教师灵活处理 选择更为

的组织方式 动态调整教学 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
再来分附

体差异 进人 中年段的数学学习 不同孩子 的数学学习) 耀

会被逐渐放大的 归根到底是思维品质差异作用的结果 lr .1

数学教师应该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 力争实现人人{i 故学

上有所发展

2 分析学生的经 验
。

( 1 ) 动态分析学生的前在经验
。 学生的前在经验 '川际

状态存在差异 这个差异的大小就是学情分析的重点 这也是

目前学情分析较好的板块 但如果再进 步思考 节iq的̂ 1

学内容呈现为 个个连续环节时 学生处于不断从前ずI 处壮
成目标状态的状态 这就需要教师在尊重差异的基础 B 笳
分析前在经验 关注互动生成中提升教学质量 。

苏教l i 小 敦

学教材的编排结构特点是螺旋递进式的 单元的学情分析也是

类同的道理 由 次性的学情分析© 向动态的学情分析 不再

展开
。

( 2 )辩证分析学生的?外在可能 俗话说 学生是可能性
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学生潜在可能 不光着眼维采斯J,

的
近发展区 还应考虑后进生的 。适度等待区 而后行i主i l是
老师们所忽略的

。 当学习内容呈现连续性的特点时 后进· l
需要我们的关注 所以在学情分析中辩证分析潜在可能 给1

针对性建议 真正实现 不 同的人学习 不同的数学 。

综上所述 要引导学生 就必 须先知道 他观东51】jltU
哪里

。 学情分忻是学生立场的具体落实 只有把握B4点
重差异 明确经验 关注可能 基于该起点的教学才j j真II u

学生为教 才是真正为学生生命成长服务。

彐同的 文本和剧情时 会产生不 同的

° 参与者 要 想提升教 学质量 创造

10 0 2 76 6 1 ( 20 16 )  0 2 17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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