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一、项目概况 

我们在观察和调查中发现，我校学科教学中存在“三重三轻”的现象：目标

内容上重考纲考点的条分缕析，轻目标内容的文化内涵；教学方式上重灌输式机

械训练，轻启发式主动探究；教学评价上重教学结果，轻教学过程。这样的课堂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对课堂学习缺乏兴趣，主动学习的动力严重不足，各种

能力得不到锻炼，学生在课堂上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地被动学习，其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无从谈起。 

针对这一问题，自 2014年以来，我们通过确立和实施“基于核心素养,构建

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积极寻找一条能够促使教师主动创新、

学生主动学习、学科主动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高效、优质、和谐的课堂教学生

态，让师生真正做到减负增效、少教多学；让教学真正成为师生生成智慧、体验

情感、激发活力的过程。 

二、项目内容 

构建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我们主要从目标引领、优化结构、合作学习、优

质提问、动态生成、探究过程等六方面入手： 

1.设置适切学生实际的“素养目标”引领课堂教学全过程。目标是学习的

方向，更是预期的学习结果。学习目标规定了学生到底学什么，采用怎样的方法

学，以及学到什么程度等重要问题。因此能否设置适切学生实际的“素养”学习

目标，决定着教学的整体效果。教师在开展教学设计时，要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研究学生的已有基础和可能达到的水平，确定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精心

提炼和设置每一学习阶段、每一学习单元和每一堂课的学习目标和任务，并用明

确的行为动词如“识记”“理解”“运用”“分析”等表述学习目标，以此来引领

各项教学和学习活动。学习目标的设置不能单一、笼统，要实现“素养目标”的

和谐统一。 

2. 建立“先学、再练、后教”的主体探究性课堂教学结构。结构决定性质，

结构改变，事物的性质也随之而改变。目前大多数课堂呈现出教师讲学生听，教

师问学生答、教师写学生记的“先教——后学——再练”的被动灌输式的教学结

构。教师要激活课堂，触发学生思维，让课堂迸发生命活力，就必须革新先教后

学的陈旧的课堂结构，建立“先学——再练——后教”的主体探究性课堂教学结

构。教师根据学生预学中存在的重点问题，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有针对性地设

置递进式问题，引导学生开展独立思考、提问质疑、对话交流、合作讨论、展示

评析等主动探究活动，聚焦重点，突破难点，化解疑点。 



3.开展基于学习共同体的合作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所开展的学习

活动不是单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合作性活动。所谓合作学习，

是指课堂教学以小组学习为主要组织形式，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开展共同学习，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并以小组总体表现为主要奖励依据的一种教学策略。合作学

习的前提是以“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围绕共同

的学习任务，在个人独学的基础上开展组内互学活动，即学生以“兵教兵”的方

式主动“学”，而不是教师直接来“教”。各小组选派代表在全班展示小组学习的

成果，其他组的成员进行评析，教师适时引导、点评，这就是在小组合作学习的

基础上的班级共学活动。师生根据小组展评情况灵活采用多种方式给予必要的奖

励。 

4.指导学生学会主动提问质疑。问题是学习的起点。当一个学生开始就学习

内容提出问题时，他就积极地参与到意义建构中来，学生把新知识和旧知识联系

起来，将学习变成体验和理解知识、发展能力、提升觉悟的过程。教学生怎样提

出问题，这是“教学生学”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动机和能

力。教会学生主动提问质疑有多种策略。学生在预习新课的过程中把遇到的问题

写在学案上，教师在检查预习作业时挑选出有价值的问题在课堂上探讨。教师可

以让某个学生进行教师角色扮演，以老师的身份向全班同学提问，让学生解答，

而教师则退居台后，成为学生提问答疑的辅助人员。教师可以把学生分成若干个

学习小组，每组安排一个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讲解分析，而其他同学在听讲理解

的过程中向讲解的同学提问。在课堂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随时提问；也可以在

课首、课中和课尾等某个特定的时段，让学生集中提问，然后选择比较典型的问

题开展课堂讨论。 

5. 变教师预设的课堂为动态生成的课堂。人是一种开放的、生成性的存在，

人的发展具有无限的空间和丰富的可能性。而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更是被教师

和学生实实在在地体验到、感悟到、领悟到、思考到的课程。这就是生成的课程。

首先, 要尊重学生的学习权和创造性，让课堂由“预设”走向“生成”,让学生

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学习由从外界拿来知识走向自己完成意义构建。这就

需要师生注意课堂教学的开放性, 通过变革教学过程,使课堂教学更适合学生的

实际与需要, 把教学过程变为动态的、发展的和生成的过程。其次, 要减少对学

生的约束, 尤其是对学生思维的约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有充足而善良的

理由, 对学生实施“统一约束和整齐划一”,导致学生形成“千人一面”的状态, 

这样很容易桎梏学生的思维。最后,教师要转变角色和教学行为，成为课堂生成

的引领者和“助产士”,捕捉课堂的有效信息,因势利导, 帮助学生进行课堂生成

的抉择, 让课堂的生成更有价值。 



6.构建“六步学习法”引领学生主动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构建并实施“目标导航—课前预学—情境创设 —合作

交流—课堂检测—反馈总结”的六步学习法，引领学生主动学习。“六步学习法”

的基本要领是：目标导航：依据课标学情，设置素养目标，导航学习过程。课前

预学：以学案为载体，提供预学方案，开展课前探究。情境创设：围绕学习目标，

创设真实情境，开展课堂探究。合作交流：建立学习小组，开展合作学习，教师

参与讨论。课堂检测：设置检测项目，当堂限时训练，即时激励提高。反馈总结：

对话交流提问，引导归纳整理，进行总结反思。 

三、主要特色 

本研究项目的主要特色是： 

1.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课堂教学中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要关注学生当下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过程，关

注学生主体的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激发生命活力、培养创新精

神；教学的目的就是促成学生的自我发展。 

2.凸显学习方式的灵活多样。以“学历案”为载体，引领学生围绕学习目标

和教学内容开展课前预学，侧重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自主、合作、质疑、

对话、展评等方式开展课堂探究，侧重引导学生实现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反思

总结、作业练习等环节着重培养学生知识的综合运用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 

3.体现教与学的有机融合。构建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丝毫没有忽视教师在教

学中的主导作用，全程导学的理念和行动贯穿于课堂教学全过程。学生在课堂上

的学习，始终没有脱离教师的引领和指导，始终围绕学习目标有序展开。 

四、取得成效 

1.实现了“低进高出”的培养目标，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本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业水平的提高，教学质量也得到相

应的提高。学生参加区级以上作文、英语、文体等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在全区高中教学调研测试中，我校语数外等学科各项指标有明显的进步。

特别是在高三毕业班复习教学中，我们强力推进“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教学策

略，2014 年以来高考成绩连续创新高，超额完成本科奋斗目标，有相当一部分

中考录取分数比较低的同学，在高考中考上本一、本二高校，例如 2018 届的杨

华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我校的本科率从 2013 年的 30%左右，提

升到 2019 年的 90%以上。学生以较低的中考分数进入我校，通过三年的努力，

以比较高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进入高校就读，实现了“低进高出，全

面发展”培养目标。 

2.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 



本项目组组长尹建文老师撰写的论文《构建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一文（共

计 6700 多字），作为本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全文发表在《江苏教育研究》

2015年第 6A版；本项目的核心研究成果之二《基于优质提问促进深度学习的思

考和实践》论文发表于国家级刊物《中小学教材教学》2016 年第 7 期；本项目

的核心成果之三《怀特海过程思想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价值引领性》论文发表于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6年第 10期；本项目核心成果之四

《学生主体性教学巧实施》论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思想政治课教学》2019

年第 7期上。此外，本课题的其他研究成果《实施以质疑为导向的优质提问策略》

发表于《江苏教育》中学教学版 2015 年第 7 期。全校老师在各级各类杂志上发

表与本项目有关的论文 50 多篇。近三年来，尹庆丰、丁晓春等 5 位学科老师被

评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常州市骨干教师；有近 20 多位老师被评为常州市教坛

新秀、教学能手，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马继宗、戈玉燕、王丽琴、等 6

位老师在省、市基本功竞赛、优质课评比中获一、二等奖。学校高中教学质量连

续三年获区一等奖；2017 年以来初中部连续两次获得素质教育质量评估二等奖

以上奖项。 

当下，通过我校的不断实践和探索，教育追求虽然实现了自我超越，但理想

课堂与现实课堂之间的“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分数至上的思想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消除。教学中重知识轻能力、重技能轻素养的现象依然可见，教师有时仍然

只关注“怎么教”，而忽视了学生学的过程。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

既要立足当下，又要放眼未来，既要对学生现在负责，又要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

基。教育变革永远在路上，让我们携手共进，为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