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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启、时代初中课堂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变革的探究

一、背景价值

(一 )选题意义及研究理论依据

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多媒体技术的使用、网络平台的搭建、信息化的大数据、网

络支撑的交互性等等。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作为教育教学中最重要的两个范

畴,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课题研究目的是为了弄清初中教

学方式的现状、学生学习方式的现状、教师的教学方式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的学习方

式如何影响教师的教学方式,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对教师提出恰当的

建议,使教师采取适切的教学方式;为学生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 )国 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教学方式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人类的活动包括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 ,人们对每一种活动都会

表现出特定的方式去处理。教师的教学方式作为一种教学活动的方式,是一般的人类活动,是人

类众多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学者顾明远在 《教育大辞典》中对教学方式做了解释,他指出教学方式

是教学方法的活动细节,如讲授法中的讲解、讲述、讲演;练习法中的摹仿、示范等。国外学者库

伯将教师教学方式定义为教师为完成各种教学活动而采取的方式、方法。学者罗伯特·戴尔蒙德将

教学方式理解为 ,为教学要求相适应相匹配的有关方案的选择和研究。
Ⅱ
总结前人的概念定义 ,认

为教学方式应该是教师在课堂上所具有或偏爱的方式,即教师在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教学策略、

教学倾向、教学动机与教学行为的综合,它与学生学习方式是有所区别的,不可一概而论。

2.学习方式的相关研究

在国外,亨森和伯斯威克诚将教学方式分为任务取向类型、合作计划类型、学科中心类型、

学习中心类型、儿童中心类型和情感兴奋类这六大类型。恩兹、费曼和斯戴姆将教师的教学方式

分为三个类型:客观型、建构型、折衷型。史密斯和伦诸里将教学方式划分为独立学习、同伴互

助、小组探究、练习背诵、专题讨论、游戏教学、程序教学、讲授、模仿。在国内,教学方式主

要根据维度进行划分。到 目前为止,从划分维度上看,对于教学方式的分类,与教学方法的分类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如,按照活动任务形式划分为任务、游戏、竞赛、讨论、对话、交往。按照

学习者主客体对象参与情况划分自主、合作、互动、受授。按照综合程度划分理解教学、推理性

教学、深度教学、多元智能教学、情境教学等。

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三 )课题研究假设                       1

通过研究,丰富和充实了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师教学中的思维方式,为学生学习方式的研



究提供参考使学生从真正意义上成长起来。通过对国内外学习方式与学习理论的深入研究,加强

人们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认识,为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主题界定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教育增加了更多的新元素。信启、技术的加入使学生掌握以自主学习、

交流互动、随时学习为特征的新的学习方式,以便有效地发展 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

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离不开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学方式也应该适应学

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期望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构建一种 自主的、探究的、合作的、终身的学习模

式,这就要求教师要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观念转变和形式转变,要构建一种交往互动的师生关

系和教学关系。

三、对象选择

本课题研究对象依托于我校硬件环境下,对学生和教师平时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变革进行探

究。分学科、分年级进行探究,根据学生各个年龄层特点、综合不同学科的特点,总结出教学方

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

四、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的主要 目的是通过问卷的形式获取师生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数据 ,然后进行数据

分析,了解其现状。

2.行动研究法

课题研究员在研究过程中将 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课题形成文字性的报告材料,同时将资

料进行总结和整理;定期召开研讨会,探讨阶段性成果。

3.文献研究法

上网查阅课题相关资料,阅读相关书籍,借鉴其他的理论成果,丰富到自己的课题成

果中。

4.跨学科研究法。

跨科学研究法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

方法。

5.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 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

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五、程序措施                            {
(一 )研究目标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出信 J冒、时代 ,更适合初中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设计出几个重

点学科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形成模式,可供其他教师使用,为教师 日后的教学提供思路。可在

学校甚至全区范围内,形成一定的课题教学方式并推广,提升教学质量。在学生范围内探讨 ,信

息化条件下的相对于教师的教学方法,相应的学生的学习方法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可以推

广给更多的初中生使用。

(二 )研究内容

1.信 息时代对课堂教学带来了哪些改变

信息化的发展为教学硬件发展提供了基础。我区每个教室都能配备电子白板设备,每个学校

都配备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录播教室、机器人教室、大屏幕会议室等。

教师可以利用手里的移动设备,连接大屏幕,利用希沃软件实现实时的师生互动。教师利用

手中的硬件设备轻松的实现家校互动。在硬件基础下,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必定发生改变。其次 ,

软件的支撑。各种信息化教学软件出现 ,例如天津市基础教育资源公共平台、教师信息化教研平

台、家校互动平台、晒课平台等。课题从
“
这些软硬件条件为教学带来了哪些改变

”
,“有哪些积

极的改变
”
,“有哪些弊端

”
,“ 如何应对

”
几个方面探讨 ,从而进行适合的教学过程和学习方式的

研究。

⒓。探索适合于信息化发展的课堂教学方式

课题教学是学校知识教育的关键环节 ,国 内教学的研究热点也主要集中于课堂教学的教学模

式设计和策略探究两个方面。本课题从
“
信息化水平下教学方式的改变

”
,“ 不同学科的课堂教学

策略的区别
”
,“ 怎样高效利用信 J冒、化条件来实施教学

”
三个维度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具体研究

方向包括主要学科课堂教学模式、信息化水平条件下教学的具体改变等内容 ,注重课堂教学实际 ,

贴近教师的日常教学。

3.适合于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学生有哪些学习方式

教师探索出了适合的课堂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本课题从
“
为适应新

型课堂教学方式如何改变自己的学习模式
”

和
“
从单一教室学习转变为不受地点约束学习方式

”

来探究。

六、组织与保障

软件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均为中学中青年教师,教学理论和信息技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

丰富,具有较高的课题研究科研水平,部分教师在我校具有学科引领作用,全组成员的论文和研

究课多次获国家、市、区级奖项。

硬件方面:具备校园双控网络和宽带网络设施 ,并有大量的有关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书籍 ,

可随时获得最新的教研参考资源 ,学校具有较新的笱 台计算机的机房 ,课题组成员均为一线教师 ,

6



有充分的课堂教学方式探索的条件,为课题的推进提供的基础,多学科的参与也可为本课题的合

理性提供保障。

校方支持:我校校领导对教科研工作极为重视 ,己设立课题研究专项经费,研究过程中会聘

请专家给予指导,也会选派课题组成员参加培训学习。

七、进度与计划

1,准 备 阶 段 :(2⒆ 2年 1月
—

2022年 5月 )

(1)确 定课题研究的具体内容,收集相关资料,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和培训。

(2)确 定开题会议,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2.实 施 阶 段 :(2⒆ 2年 6月 一 ⒛ 23年 8月 )

(1)按照课题实施方案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做好课题研究分工。

(2)组织教师确定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班级教师。

(3)定期进行问卷调查等调研手段,形成能推广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基本模式。

(4)对课题结论进行总结,并论证其实际效果和推广意义。

(5)撰写研究论文、教学模式基本样例、研究随笔等。

3.结 题 阶 段 :(2m3年 9月
—

2024年 3月 )

(1)课题资料收集、整理、汇编。

(2)完成课题研究相关报告、总结。

(3)接受上级课题主管部门的评估鉴定。

八、预期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2022每三1月

-20” 年 7月
开题报告及项目实施方案设计

问卷和报告

2022每≡5丿目

—20” 年 7月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梁俊艳、陈静

分学科对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总

结

2o22每三8丿目

-2022年

12月



九、成员与分工

(一 )课题组成员参考文献

我课题组成员教育科研技术力量雄厚,且具有丰富的教育科研经验。成员多次承担十二五科

研课题、十三五科研课题并己结题,与其课题相关的论文、教学软件在一定学科领域都获得了推

广和好评。

主要参考文献 :

[1]王道俊.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 9。

囫 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7。

卩]王道俊。主体论教育[M]。 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2OO5。           ‘

凹 任长松。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习方式的变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信息时代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常2023每≡1月

—⒛23年 7月

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常规模式的

应用和反馈

2023每≡8丿目

—

2023年 12月

撰写结题报告
2024垄F1月

—

2024年 3月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分学科对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总结2022每≡12丿目

信J冒、时代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常规

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常规模式的应
2023每三12丿目

信启、时代初中课堂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变
2024每三3丿目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预期的主要成果

预期完成时间



囵 李志厚.变革课堂教学方式—建构主义学习理念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

社,⒛ 10.

囵 靳玉乐。新教学方式的实践艺术[M⒈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OO9。

[Tl施 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

囵 陆根书,刘朔,于德弘。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风格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gl佐藤正夫著,钟启泉译。教学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1Ol钟 启泉,崔允郗,吴刚平.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导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出版社,2OO3.

(二 )课题组成员

本课题组成员均为大学本科学历,专业水平较高,均从教在教学一线,部分教师为学科带头

人或骨干教师,所有课题组成员均参加过市区级课题研究,并独立撰写过多篇论文,参加过教育

教学比赛并获得国家、市、区级奖项,对于现代化教育技术与学科的融合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和理

论经验,均具有研究本课题的能力。

课题组负责人刘青青,校级学科带头人,天津市教育技术先进个人,参加东丽区科技计划项

目 《高效课堂综合教学模式的研究》、
“
十二五

”
课题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方法的

实验研究》、 “
十二五

”
课题 《信息技术课堂自主学习模式的研究》、 “

十三五
”
课题 《微课在初

中信息技术学科中的应用研究》,均己结题。指导学生参加
“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
获奖 ,指

导学生参加
“
第二十二届中小学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
获奖。多篇教科研论文获市区级奖项 ,

制作教学软件、教学设计获市级奖项。

成员高庆云对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有清晰的思路,曾有论文获奖,劳技课每节课能挖掘学生

的兴趣开展教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陈静长期从事信息技术教学一线,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专

业技术水平高,多篇论文获奖,参与课题并取得一定成果;梁俊艳从事音乐教学,专业技术能力

强,致力于现代化教育技术与学科融合,曾获教学设计案例奖项,多篇论文获奖,参与科研课题

并己结题;张洪胜具有扎实的美术教学经验 ,致力于信息技术与美术教学的学科整合并在课堂教

学中不断实践,多篇科研论文获奖;庞树军从事体育教学,多年来致力于学科整合与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研究,参与十二五课题并结题;王秀秀从事音乐教学,作为年轻教师给我校教学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创新与时俱进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我们,多次指导学生获文艺展演奖项,论文多次获

奖,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水平;杜洪霞长期从事体育教学,高级教师,曾担任

课题负责人,有丰富的课题研究经验。

具体分工 :

高庆云  劳技教师

陈静   信息教师

二级教师 主要负责工作:课题研究与实践

二级教师 主要负责工作:课题研究与实践
9



梁俊艳

庞树军

张洪胜

王秀秀

杜洪霞

音乐教师

体育教师

美术教师

音乐教师

体育教师

一级教师

一级教师

一级教师

一级教师

高级教师

主要负责工作 :

主要负责工作 :

主要负责工作 :

主要负责工作 :

主要负责工作 :

课题研究与实践

课题研究与实践

课题研究与实践

课题研究与实践

整理相关资料

课题负责人签名: 宓
丨
=〃瓴

氵V冫冫每亻明 g日

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证明课题研究队伍、研究条件、开题论证报告等内容是否属实)



课题研究成员均为本校教师,工作认真负责,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目前学校能为本课题研

究创造一定的条件支撑 ,开题论证报告等内容均属实。

缪

专家论证意见 :

1、 课题选题具有研究价值。课题立足学校实际,通过信息时代初中课堂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

变革的探究,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课题符合国家新课程改革所提倡的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教育教学的总要求,对推动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具有

重要的意义。课题的主导思想及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及推广意义。

2、 课题研究计划全面。按时间序列进行了详细的过程设计,并对实施阶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划分,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研究任务分工明确。建议为保证课题研究的落实,课题组应重点关

注
“
研讨充分

”
的保障条件,可定期召开课题研讨会,形成例会制度,并把课题研究和学校的教

研工作联系起来,列入学校的工作计划或行事历。

3、 课题研究预期成果要多样化。结合研究目标,建议教师多渠道收集、开发教育信息资源 ,

成果形式不限制在研究论文上,可酌情增加值得推广的策略或模式、评价标准、优秀课例等等并

注意成果的学术性和理论水平。

4、 课题研究内容具体。课题明确了信息时代初中课堂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变革的探究、学生

学习方式及教师指导方式为核心的研究内容,较为准确地把握了课题研究的方向,面向实际,有

较强的实用性。

专家组一致同意本课题按开题报告进行研究。

愀鹅膨 呖 叫确

加》年泅月男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