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双减”背景下高效课堂的实践研究

一、引言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我国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度的变革。这一政策的目标在于减轻学

生的课业负担，同时减少校外培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高效课堂，提高教学质量，

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报告旨在总结和分享我们在“双减”背景下，对高效课

堂实践研究的成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课堂观察和教师访谈等方法，对“双减”政策下的高效课堂进行了深

入探究。

三、研究发现

1. “双减”政策下，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改变：学生从过度依赖校外培训和题海战术

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2. 教师在课堂上更注重实效：教师减少了不必要的讲解，更多地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活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3. 高效课堂的特点：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减少低效学习；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有效的课堂管理和师生互动。

4. 以新课标改革为契机，改变评价体系，尝试教学评一体化评价体系，增强师生关系，

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向课堂要效率。对学生的评价要及时、科学、有效。

四、实践策略

1. 优化教学设计：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

教学目标，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2. 激发学生兴趣：教师应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

3. 强化师生互动：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鼓励学生提问和发表观点，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运用信息技术：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如多媒体、网络等，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和质量。

5. 完善评价机制：教师应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知识

的掌握，更应注重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升。

五、结论

在“双减”背景下，构建高效课堂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通过优化教学设计、激发学生兴

趣、强化师生互动、运用信息技术和完善评价机制等策略，我们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这不仅是“双减”政策的初衷，也是我们教育

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