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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尝试教学法的产生与发展

作者１６岁开始当农村小学代课教师，后做过教导主任、校长。有一个问题我始终
想不通：“为什么教师辛辛苦苦，而教学质量不高？有没有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
快，质量又很高的教学方法？”当时，我只是一个高一辍学生，基础差，解决不了问题。我
决定报考大学，目标很明确，就是寻找和研究理想教学方法，所以三个志愿都填上教育
系，结果被华东师大教育系录取。

我是带着问题进大学的，如饥如渴地努力学习，几年来把图书馆中有关小学教育的
书都看遍了。发现古今中外的教育家虽各有主张，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相信学生、尊重
学生，让学生自己学”。这一观点影响了我一生。特别是捷克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的
一段话：“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一直
在我脑海中盘旋，我就是要寻找这种方法。这是我的教育梦。

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攻小学数学教学法。为了深入教改，寻找理想的教学法，我主
动请求到华东师大附小搞教育实验，由于大学上课时数不多，我干脆把铺盖搬到附小宿
舍。一边在大学上课，一边在附小搞教改。调查研究中发现，学生“主”不起来的病根出
在“先讲后练”的传统教学模式上，因此萌发出反其道而行之的“先练后讲”的教法，让
学生先做题，教师再讲。初试后，发现效果好，后因文革而中断。

文革中，为了照顾家庭，我毅然离开上海，调到江苏溧阳县农村当中学数学教师。
其实我的数学水平只是一个初中生。我就一边自学一边教。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既
然我能用自学方法都学会了，何不把自学的方法教给学生呢。我先让学生做题，不会就
去自学课本，题目做出来了，让大家讨论，最后教师再讲解。其实这就是尝试教学法的
雏形了。结果，我这个不合格的数学教师所教班级的数学成绩居然在全县领先。

文革后，我回到家乡常州，在常州师范学校培训小学数学骨干教师。“追寻理想的
教学法”这个教育梦又在我脑海中浮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我决定开展
“先练后讲”教法的实验，我依靠培训班的学员开展系统的教学实验。一年后，实验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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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能力和学习成绩大幅度提高。在一次三步应用题测试中，学生自学课本后做尝试
题的正确率，实验班达８８． ２％，而普通班只有５４％。期末考试成绩，实验班９６． ５分，而
普通班只有８０． ６分。实验取得了成功，实验证明：“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原来的大胆
设想，已成为现实。

我的第一篇论文：《尝试教学法的实践和理论》在《福建教育》（１９８２． １１）发表，在国
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新观点震动了大家。各地教育杂志相继
转载，各地教师纷纷开展试验。随着实验研究的深入，我继续写出《再谈尝试教学法》
《三谈尝试教学法》，后又出版专著《尝试教学法》（该书再版重印１０多次，发行１０多万
册，后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

尝试教学法普适性强，数学能尝试，语文也能尝试；小学生能尝试，中学生更能尝
试。因而尝试教学法适用范围逐步扩展到中小学各科，急需在理论上提高。全国各地
的尝试教学实验普遍开展起来，急需我去指导。当时，我是常州师范学校校长，行政工
作十分繁忙，时间矛盾非常突出。为了专心搞实验研究，我决定向组织请求，辞去校长
职务，又婉拒当所长，在常州市教科所当一名普通教研人员，后来市委组织部把我作为
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典型。

调到教科所使我赢得了时间，更忙碌于奔走全国各地，并开启“八五规划”全国教育
科学重点课题《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这是一项系统研究工程，组织了
１０６所实验学校（单位）承担子课题研究，历经５年时间，到１９９６年结题。由全国教育规
划办金宝成主任亲自主持，带领以查有梁、朱永新为组长的专家组到湖北十堰市参加全
国第八届尝试教学学术年会。采用现场结题方式，先听中小学观摩课，各地代表的经验
交流，然后再审读结题材料。他们对研究成果给予较高的评价，专家鉴定意见中有两条
主要结论是：
１． 尝试教学理论，主要是在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升华出的现代教学理

论。
２． 尝试教学理论，从实践到理论已经历了１５年的实验检验。尝试教学法普适性

强，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值得推广。
这项课题通过专家鉴定，标志着尝试教学法已升华到尝试教学理论。这就为尝试

教学法构建了更为科学、扎实的理论基础，为尝试教学法更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创设了条
件。
１９９６年，我按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人虽在单位上是退休了，但在尝试教学实验更在

时间和空间上加大了力度。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尝试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与时俱进，同素质教育、创新

教育、新课程改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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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启动编写《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丛书》，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历经８年时
间，一套８本全部出齐。这套丛书得到教育部国家总督学柳斌先生的支持，亲自题词：
“深化教改实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体系。”

目前，尝试教学研究还在行进中，继续深入研究“尝试教育思想”，尝试不仅是一种
教学方法，尝试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克服中
国人身上的胆小怕事、唯书唯上，不敢冒险的弊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虽已
是近８０岁的老人，但仍继续走上新的征途。

　 　 二、尝试教学法的理论架构

在长期尝试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学生能在尝试中学
习，在尝试中成功，在尝试中创新。

根据这个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尝试教学理论体系。这一教
学理论可架构为：
１． 以“先让学生试一试”为指导思想；
２． 以“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为理论核心；
３． 以中华教育思想的精华为理论支撑；
４． 以“先练后讲，先学后教”为操作模式；
５． 以全国范围３０００万学生为实验基础；
６． 以长达３０多年的教学实验为实践检验。

　 　 （一）尝试教学的实质
“尝试”两字似乎是很普通的字眼，但它却蕴含着博大精深、不可估量的内涵和价

值。它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透发出无穷无尽的教育价值。尝试是一种教育理念，是
一种教学方式，是一种精神。

尝试教学的实质可表述为：
尝试教学的实质是让学生在尝试中学习，在尝试中成功。它改变了传统的“先讲后

练”“先教后学”教学模式，不是先由教师讲解，把什么都讲清楚了，学生再做练习。而是
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在旧知识的基础上，自学课本和互相讨论，依靠自己的努力，通
过尝试练习去初步解决问题。最后教师根据学生尝试练习中的难点和教材的重点，有
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只要创设一定的教学条件，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
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争取学生的尝试活动获得成功。

对于尝试，邓小平高度概括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摸着石头过河”，意思是，要知道
河的深浅，不要站在岸上看，要亲自去尝试，摸着石头过河。他带领全国人民走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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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伟大的尝试。
　 　 （二）尝试活动的界定

人的尝试活动至少应由三个要素构成：
１． 尝试活动的主体，指进行尝试活动的人，这是首要的条件；
２． 尝试问题，既然尝试是一种针对性的活动，必须明确去尝试什么，解决什么问题；
３． 探测活动，它是联系主体和问题的纽带，也就是尝试主体解决问题的过程。
学校教育中的尝试是一种特殊的尝试活动，它既是尝试活动，又是教育活动。这种

尝试活动具有三个特点。
１． 通过学生的尝试活动达到学校教育中的一定目标，尝试问题非常明确；
２． 学生是在班级授课制环境下的尝试，有教师的指导和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它是

一种有指导的尝试；
３． 尝试形式主要是解决教师根据教育教学的目标所提出的尝试问题，任务比较明

确和单一，又可发挥教科书的示范作用，能够使学生的尝试争取成功。
　 　 （三）尝试教学的特征

尝试教学活动有其鲜明的特征，归纳成两句话：
先练后讲　 先学后教

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先由学生尝试练习，后有教师指导讲解。
传统教学的特征一般是“先教后学，先讲后练”，尝试教学同传统教学截然相反是

“先学后教，先练后讲”。
从“先讲后练”到“先练后讲”，从“先教后学”到“先学后教”会引起教学过程中的深

刻变化。
１． 学生的地位变了，从被动地位转化为主体地位；
２． 教师的角色变了，从主宰者转化为引导者；
３． 课本的作用变了，从习题集转化为自学本；
４． 学生之间的关系变了，从各听各的转化为合作交流。
虽只是前后位置的变动，恰能引起课堂教学一系列的根本变化，而这些变化，不需

要教师刻意去做，是“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尝试教学模式本身所决定的。

　 　 三、尝试教学操作模式体系

尝试教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根据各种不同教学情况变化的要求，在长期教学实
践中已形成一套操作模式体系。它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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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基本模式
分七步进行：准备练习—＞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学生讨

论—＞教师讲解—＞第二次尝试练习
　 　 第二类：灵活模式

包括：①增添式（增加一步、两步）②结合式（如把自学课本与尝试练习结合起来、把
学生讨论与教师讲解结合起来）③调换式（如把自学课本和尝试练习可以调换）④超前
预习式（把前面三步：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放在课前预习进行）
　 　 第三类：整合模式（把尝试教学模式同其他教学模式整合）

我历来主张提倡一种教学法，并不意味着排斥另外一种教学法，它们之间不应该是
对立的，而应该相互融洽，综合应用。实际上一堂课不可能只用一种教学方法，而是“一
法为主，多法配合”。

尝试教学法有很大的兼容性，可以吸纳很多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如目标教学、情
境教学、合作教学、愉快教学、分层教学、结构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因而各地学校
可以产生各具特色的尝试教学模式，为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留有巨大的空间。

尝试教学操作模式的建立，做到既有可操作的各类模式，又不模式化。正如我的导
师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刘佛年题词中指出：“它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实践方法又
简便易行，几乎每个小学教师都能掌握，每个学生都能适应；它虽有一个大致模式，但又
反对机械搬用，强调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它在实践中已显示了巨大的效果，但又实事
求是地指出自己的局限性，承认它不是万应如意的灵药。这就使这种教学法具有观点
比较全面，实践方法比较灵活的特点，因此也就给它带来了较强的生命力。”

　 　 四、尝试教学法的实践效果

１． 有利于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民族素质
３０多年来有十多万份的实验报告和论文表明，运用“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尝试

教学法，都能取得积极的效果反应，不管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沿海还是边疆都能促使教
学质量得到大面积提高。特别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效果更为显著。西藏自治区拉萨
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等地的教育实践已经得
到证明。内蒙阿盟左旗一所简易小学（塔尔岭小学），小学数学连续１１年达到高质量，
不是全盟第一，就是全县第一。河北永年县中小学各科全面大面积提高质量。
２． 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促进智力发展
教师不先讲，为什么学生能做尝试题，靠的就是让学生自学课本，从课本中找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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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线索。因而学生的自学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促进了智力发展。
教学实践证明，一般经过一个学期的应用和培养，学生自学课本后，解答尝试题的

成功率可达８０％以上。一所薄弱中学的初二数学课，学习因式分解，先让学生自学课本
１０分钟，然后做１０道因式分解题，结果全班平均成绩达９３． ２７％。

３．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运用尝试教学法的着眼点，是培养学生敢于“试一试”的精神。学生天天要上课，课

堂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强大的，使学生从小就知道：“做到做不到，试一试就知道”，“试一
试，就有５０％的成功机会”，而尝试是创造的前提，不去尝试，何来创新。四川省眉山师
范附小李志军讲了一个案例，当年他教的小学生竟能做出半道数学高考题，后来这个学
生考取了清华大学。这个案例非常说明问题，尝试教学模式应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
４． 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课外作业负担
尝试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向学生提出尝试题，让学生自学课本后先尝试练习，然后教

师再有针对性讲解。这样可以留有充裕时间让学生在当堂完成作业，许多实验学校做
到小学不布置家庭作业，中学的家庭作业的时间控制在一小时左右，而且大都是预习明
天的功课。上面提到的李志军老师１６年无家庭作业并达到高质量的经验应引起大家
的关注。
５． 有利于教师参与基础教育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尝试教学法的应用，必然会促进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推动教师投身于基础教育改

革。所以，许多地区教育部门提出：“以尝试教学法为抓手，推动教学改革”的策略。正
如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周卫主任指出：尝试教学法在我区推广与应用，其意
义远远超过其方法的本身，它有力地促进教师的教育思想的转变，使全区小学数学教学
研究出现新局面。”尝试教学法的应用，提高了教师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促进教师专业
化成长。据不完全统计，实验报告和研究文章有１０多万篇，公开发表的约７千篇。在
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立项的课题有３８５２个，已通过专家鉴定结题的有３６５个。许多农
村、山区、边疆的学校也能搞课题研究，实现零的突破。实验研究中已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实验教师，有的已评为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坛新秀，云南省玉溪市在尝试教学实
验研究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教师有近１００人。

　 　 五、尝试教学法的推广应用

一项教育科研成果，关键在于推广应用，要使广大教师乐于接受和应用，才能转化
成生产力。但在中国推广一项教育科研成果是极其艰难的，尤其在起始阶段，因此许多
教改实验大都遭到大起大落的厄运。

作者的优势是出身小学数学教师，又掌握小学数学教学法。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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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大约花五、六年时间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站住脚。再顺势迁移到小学语文、常识各
科，又花五、六年时间在小学各科中站住脚。再从小学发展到初中，大约花了十年时间。
从新世纪开始再从初中发展到高中，高中课改是最困难的，目前还在行进中。作者不急
于求成，扎扎实实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终于历经３０多年，能够在全国（包括港
澳台）中小学得到广泛应用。反过来，尝试教学法的应用，又推动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新课改的实施，为它们服务，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

作者能够亲自为中小学生上课，成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边做讲座，一边上示范
课，很受教师欢迎。许多教师反映，听完报告还模模糊糊，听了邱老师的课才真正明白
了。特别是当地教育局领导听了课，觉得尝试教学法操作简便，切实可行，他就会下决
心在当地推广，这比说什么都好。我上的小学数学课特别好，大家都把我当成小学数学
特级教师，各地搞小学数学教学研讨会或观摩会，要我做报告和上示范课，我正好趁此
机会推介尝试教学法。作者跑遍全国各地，到过云南省所有地州，十多次到北大荒农
场，几十次到湖南湘西自治州，两上雪域拉萨，山东、浙江、江苏以及两广去了不知其数，
作报告９００多场，听众八九十万。

推广工作不能停留在实践层面上，必须及时上升到理论，要著书立说，并且要与时
俱进，不断有新思想、新方法，广大教师才会追随你一起发展。写的书是给教师看的，力
求明白清楚，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这样教师才喜欢看您的书。编写有关著作６０多本，
总发行１２０多万册。

在推广宣传中不能忽视媒体作用，要争取各种媒体的支持。每一份报刊都有几万
到几十万读者。《中国教育报》４次整版介绍，《人民教育》６次刊载文章并推出整本的
“尝试教学专辑”，《福建教育》追踪报道３０年，刊登了１００多篇文章，《人民日报》《中国
教师报》《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学会刊》等几十种报刊都刊登文章和报道。
现在广大教师都熟知尝试教学法，各种媒体功不可没。

为什么尝试教学法经久不衰，主要是依靠各地教育局和教研室（教科所）领导的支
持。没有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是做不到的。云南有玉溪市从１９８５年引进尝试教学法，
仅用５年时间全市２９４所小学的数学教师几乎都在应用尝试教学法，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把
尝试教学法应用到中小学各科。“如今无论在山区，还是在坝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
村，全市９０％的学校都在运用尝试教学法”。３０年来，玉溪市教育局和教科所领导换了
几任，都能坚持尝试教学研究。湖南湘西自治州泸溪县是一个国扶和移民库区贫困县，
从１９８３年起引进尝试教学法，由于领导重视，教师青睐，学生喜欢，历经３０年从一个教
学班到全县推广，使用教师有１５００多人，受教学生２３８００多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教
育局，在全区整体推广尝试教学法，把所有学校放在同一起跑线上，把工作重点从向薄
弱学校“输血”，改为尽快提升薄弱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全面提高了全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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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走出一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路子。
推广应用工作十分复杂，必须要建立一个组织把大家凝聚起来。１９８４年，由２４个

单位联合成立协作研究组，１９９３年后，在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下成立了
“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统一协调全国研究工作，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平时举行
研讨会、观摩会，课堂教学大赛以培训教师，促进大家互相交流。研究和推广的队伍由
三方面人员组成：１、高等院校的教授、学者；２、教育局和教研室行政人员；３、中小学校长
和教师。所以尝试教学法的产生发展和推广应用，是集体的智慧，凝聚了千万人的心
血。

一项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必须坚持公益性、服务性。研究会设立实验学校不
收会员费、加盟费、挂牌费，研究课题立项不收课题费、立项费。参加研究会各项活动坚
持自愿原则。另外，把推广工作同教育扶贫结合起来，贫困地区教师参加教研活动，免
交会务费，其中优秀教师还可申请补助差旅费。组织沿海实验学校同贫困山区实验学
校结对扶贫。由于退休后仍坚持为基础教育工作，２００７年被省教育厅评为“中小学荣誉
教授”，颁发５万元资金，全部捐献给湖南省吉首市作为职校生扶贫基金。为了在边远
山区推广，要先创建一所示范学校，我亲自到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小街中学，担任不
拿报酬的义务名誉校长，每年去４次，每次一周。坚持三年，把一所少数民族山区中学
打造课改示范学校，研究成果获玉溪市一等奖。当时，我已７０多岁了。一次在湖南吉
首举行尝试教学法研讨会，做报告的专家、上观摩课的名师全部义务讲学，并在会场上
募捐，筹集了５万多元，为山区一所苗族小学购买课桌椅。苗族山寨在晚上举行篝火联
欢会，感谢与会代表，此情此景很难在其他研讨会上找到。

尝试教学法的研究与推广，国家没有专门拨发研究经费，也没有发过红头文件。而
是靠自下而上的方式，依靠各地教育局的力量，依靠广大一线教师的支持，扎扎实实工
作，得以做到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正如专家鉴定意见中指出：“这就为教育科研成果
的推广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被许多学者誉为“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成功范
例”。

　 　 六、尝试教学法具有中国特色，逐步走向世界

尝试教学法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又有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检
验，在中国已形成有影响尝试教学流派，已得到大家公认。６０年前，我当农村小学教师
时要寻找理想的教学方法，我的教育梦终于实现了。

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提“尝试”切合中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比欧美提“发现，探索”
更有效。尝试有普遍性，抓住了学习的本质。课课能尝试，人人能尝试，但不可能课课
有发现，人人能发现。尝试教学法，植根于中华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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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创的，具有知识产权的，因此具有走向世界的条件。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我们
要改变照搬西方教育理论陋习，走自己的路。在教育理论上要树立大国风范，使中国在
国际教育理论界也有话语权。邱学华的尝试教学论文已译成日文、英文、德文、俄文在
国外发表。《人民日报（海外版）》２次刊登新华社记者撰写尝试教学实验的报道，向海
外宣传。“邱学华尝试教学在线”网站（ＴＲＹ － ＱＸＨ·ＣＮ）已有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登陆
访问，１９９２年在邱学华应邀到日本演讲，２０１０年在深圳举行尝试学习理论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３年在澳门大学举行尝试教学研究华人论坛，尝试教学法正在逐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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