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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理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

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

习。强调“知识是建构的而不是灌输的。” 



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 

一、改革前的动员及准备 

    利用寒假组建教学改革小组（成员为

六个学习小组组长）和学生一起探讨改革

方案。并陆续在班级群发布初步拟定的方

案，同时布置学生应提前阅读的书目，为

新学期的教学改革做好思想上准备。 



二、根据培养目标调整教学内容。 

    依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按照理论够用、强化能力的原则，

围绕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即“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文章阅读鉴

赏能力等”的培养，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删。对于古代文学发

展的历史演变、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理论性较强内容，根据理论

够用的原则，减少讲解课时。对于能在网上轻易查阅到的文学常识

如作家生平、思想等没有争议的基础知识点，由学生在课下自学完

成。教学以文学作品为本，重点进行作品解读和鉴赏，补充重点作

家作品研究现状、古代文学的新材料、新观点的介绍。 

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 



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 

三、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 

对于有一定难度的
教学内容，设计成
学习任务，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进行组
内研讨、查阅资料，
课上组内选取代表
进行专题发言。以
此增强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激发学生
潜能。 
 

教师通过网络平台
提前发布课程课件、
讲义、相关的网站
链接等教学资源，
督促学生进行预习，
课后根据学生留言
和反馈情况，对于
未能理解的内容，
采取一对一的沟通
方式，进行指导。
打造隐形课堂。 
 

对于唐诗宋词等
以抒情为主的教
学内容，让学生
大量诵读甚至背
诵作品。以此加
强学生对经典作
品的理解，培养
学生阅读鉴赏能
力。 

任务驱动法 新媒体辅助 诵读法 角色互换法 

对于学生有一定了
解基础的教学内容
如“四大名著”。
从中选取一部分内
容，让学生制作课
件，完成讲稿，在
课上充当教师的角
色进行讲解。以此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活跃课堂气氛。 
 
 



       所以，我在使用讲授法的时候注意把知识

调整到学生的认知水平来讲解。在运用“任

务驱动法”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时，

考虑我校学生学习基础稍弱，信息筛选能力

有待提高，学生独立完成任务的质量难以保

证等问题，重点在指导学生的课外学习方面

投入时间、精力，帮助学生搜集、整理资料、

指导学生修改课上发言讲稿等，这样，才能

使课堂达到预期的效果。 

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 

三、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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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整考核方式加强对学生过程性学习的监督。 



          所以我把学生各项平时任

务的分数评定，作为沟通的手段

而不仅是评价的手段，允许学生

在对自己平时成绩不满意时，课

下和教师沟通，并根据教师的反

馈意见，不断修正和改进作业，

教师予以重新打分，以此避免学

生消极应付的态度，达到促进学

生学习的目的。 

四.调整考核方式加强对学生过程性学习的监督。 



课程改革效果 

1 2 

学生参与课堂的
热情有所提高，
课后学习时间增
多。 

3 

学生文献查阅、
论文写作、口
才表达、课件
制作能力得到
了锻炼。 
 

从改革班期末
试卷解答情况
看，学生对知
识掌握更为扎
实。 

改革班 



   学生范怡辰：“阅读量明显增多，以前主要通过电视、电影等了解名著，
现在自己阅读文本，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对作品的理解更深了。” 

课程改革效果 

 学生姜秋雨：“课改后老师就在假期让我们背一些古诗词，开学后定期抽查，

算在平时成绩上。然后，把必看书给我们，让我们一个月选一本书写读书笔
记，也算在我们平时成绩里，每个月都检查。老师分小组，让学生讲课，学
生轮着讲，让学生出题，每个小组换着做。发现别的组同学的错误，提出来，
给学生打分，他们出错，给我们加分。用蓝墨云班手机软件测试，也算在平
时成绩上，留一些作业，下课预习。上课会提问，有很多的提高。”（座谈
会记录资料） 

 学生冯苹玉：“课后学习时间长了。因为要完成作业，要翻阅很多材料，这一
过程中收获很多，自己得到了锻炼，就是太累了。有时周末都在图书馆写作
业。” 



课程改革体会 

教师应当像蜜蜂一样，在教学的百花园中，到处采集于自

己有用的花粉，回来以后，酿造自己课堂教学的蜜。 

课程教学改革促进自己不断学习，接受新的教学理念，尝试使用不

同的教学方法。自己的教学思路得到拓展。 

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主动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我会发现学生很有潜

力，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了他们思考问题的积极性，

而且也使教师受益匪浅，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感谢大家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