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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基于新课程理念下的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研究 

课题批准号：ABB10027 

课题类别：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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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崔峰   中学高级教师  北京一零一中学 

主要成员：崔峰  张俊华  杨丽群  柳忠烈  于璐    陈争  王昱甥  

杨晶晶   白光耀  罗克梅  邹映波  黄木兰  郭富丽  

马翠杰  商晓芹  宿东飞  葛本红  周冬   刘军  肖岚  

王璠  赫丽萍  王曹送  康永明  曾璐等 

一、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1）新课程背景下，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学案导学”模式的构建 

包括新课程背景下“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学案”与导学、教

学模式有关概念的界定，教学模式的构建等。     

（2）新课程背景下，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学案导学”模式的设计原则 

包括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设计原则、设计方法与思路等。 

（3）新课程背景下，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学案导学”的设计思路     

包括“学案”的组成、类型，“学案”的内容，“学案”的编写程序等方面。 

（4）新课程背景下，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学案导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主要是新课程背景下“学案”的使用，课堂教学策略，课堂学生主体地位的

体现等方面。 

2.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行动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实验研究法、

观察法、访谈法、测验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其中以行动研究方

法为主，其它研究方法为辅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前期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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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教学实践，以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

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构建中学“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并对该模式的教学原则、

教学设计、教学程序、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主要采用调查法，对实施

“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效果，从学生自学能力、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学习习

惯、学习负担、学习方法、“学案”完成情况及教师的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调查，

通过“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实施与调查分析。    

二、结论与对策 

1.结论 

通过近五年来的“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研究、实施与调查分析，对于“学

案导学”教学模式，我们得出结论如下： 

（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 

这是因为：第一，该模式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来设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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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第二，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第三，学习目标的认定、学

习效果的评价也主要是由学生自主完成的。可见，此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了学习

活动的主动权。 

（2）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学案导学”教学模式通过以“学案”的形式，对知识点的问题化、层次化，

教法的讨论化、示范化，技能训练的方法化、自主化，对教学情境进行创造。让

学生参与到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使学生动口、动脑、动手、动眼、动情，从认知、

情感和行为上都积极投入到学习的全过程中，探索新知，获取方法，获得体验，

增长智慧，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学习方

法，调整和克服了学习中的不良心理，实现了“以导促学，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的教学目的。 

（3）有利于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利用“学案导学”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由于学生的学习活动是自主、分散的，

打破了以往整齐划一、齐步走的方式，就为分层教学因材施教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为发展学生个性、开发学生潜能创造了条件。 

（4）有利于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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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导学”教学模式，使教师由过去课堂教学的“主宰者”转变为学生的

“服务者”，有时又是与学生共同研讨的“参与者”。这样，为教学创造了良好的

课堂氛围。 

（5）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 

“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实施，必然会使教师教育思想进一步端正，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质量观；教师从新的理论角度进行教学设计、“学

案”的编写及实施教学，对教师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学案导学”

教学模式的实施，教师的业务能力、教学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2.对策 

（1）是不是所有学科、所有课堂、都要用学案？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要服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学案导学”要因学科而宜，

因内容而宜，因人而宜。新课程教科书很多部分与“学案”的编写方面是一致的，

所以在新授课中不一定每一节都要有学案。 

（2）“学案导学”是否加重了老师的负担？ 

要编写出一个得心应手的学案，需要教师先进行教学设计，在进行教学设计

的过程中教师要备课标、备考纲、备教材、备内容、备学情、备……，在这个过

程中就花去了老师大量的时间，这个老师们肯定都有体会。在教学设计完成以后，

开始编写学案，编写“学案”的过程，就是依据教学设计加工半成品的过程，老

师要考虑让学生怎么预习知识，预习规律，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训练和巩固所

学知识……怎么呈现这些目标？需要老师选题、设问等等，这样下来，又要耗去

老师大量的时间，这还不算打字、排版、送印、审批、签收、分发等用去的时间

和精力。 

对策：集体备课制度，可以解决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实施“学案”教学的

集体备课应划分为三个阶段：（1）骨干编制学案，集体研讨，适合实施的初级阶

段，这个阶段必须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2）轮流主备，集体研讨，适合实施的

中级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每个老师编制、使用“学案”的能力都比较成熟，可以

发挥所有教师的作用；（3）分工编制，集体运用，适合实施的高级阶段，这个阶

段由于每位老师的水平都很高，完全可以分工编制，共同使用，但仍然需要在集

体讨论适当修改。在集体备课时，任何时候都不会排除偷懒耍奸的教师个体，如

果某个老师总是不认真对待集体备课，大家会在他负责的“学案”编制加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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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修改。 

（3）“学案导学”是否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对策：“学案”与作业可以相互协调，确保学生的负担不会过重。比如这节

课布置了依据“学案”进行预习的任务，那么作业就可以适当减少；反之，如果

暂时没有预习新课的任务，下节课的任务主要是深入讲解、巩固提高的话，作业

量可适当增大，而“学案”可适当减少。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因为学生不适应这

种方式感到吃力费时，但从长远来看，学生逐步培养了自主学习的意识与技能，

学习效率会逐渐提高，用时会逐渐缩短。 

三、成果与影响 

自课题立项以来，本人带领课题组的老师，经过反复论证、实践，进一步完

善了课题研究方案；按照研究计划，以行动研究为主，将课题研究不断深入，取

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高中化学新学案》系列成果 

（1）必修 1  完成时间：2010 年 11 月     2012 年 8 月重新编写修订 

（2）必修 2  完成时间：2011 年 2 月      2013 年 2 月重新编写修订 

（3）选修 1  完成时间：2011 年 5 月      2013 年 5 月重新编写修订 

（3）选修 4  完成时间：2012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重新编写修订 

（4）选修 5  完成时间：2011 年 8 月      2013 年 8 月重新编写修订 

《高中化学新学案》是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成果是本人及我所领导的

团队根据我校学生实际水平及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对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化学 1》《化学 2》《选修 4》《选修 5》等国家课程二次

开发而成，供我校师生在教学中使用。从 2010 年至今，本成果已经过我校高一、

高二的两轮应用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我校高中化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经重新修订改进后 2013 年开始又进行了第二轮应用实践。 

《高中化学新学案》每节内容如下： 

[你能掌握的知识]是高中化学课标的具体解说，列出了应学习的知识点和该

知识点的认知层次，主要是明确本节的学习目标，在学习中不留下知识点和能力

的漏洞。要求如下： 

了解：对所学化学知识有初步认识，能够正确复述、再现、辨认或直接使用。 

理解：领会所学化学知识的含义及其适用条件，能够正确判断、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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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化学现象和问题，即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掌握：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必要的分析、类推或计算，解决一些具体的化

学问题。 

综合应用：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分析各

种化学现象和数据，通过推理、分析综合，得出正确结论并解答一些综合性的化

学问题。 

[问题引领和笔记]这是学案的核心部分。情景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学习

的路标，笔记是学习成果的记录。本部分引领同学们借肋问题，通过课前自学和

课上讨论，思考问题、解答问题，从而对所学知识进行思维加工，将所学新知识

同化到原有的知识结构，并顺应新知识，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提高学习质量。 

[你需要掌握的典型题型]题型是依据本节知识点，精心设计的，注重了实效

性、典型性和启发性。旨在通过典型题的解答，掌握思路和方法，提高知识的运

用能力。 

[你需要掌握的方法规律]方法和规律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能力。本部

分内容通过整理重点、难点，归纳总结规律，构建知识网络，拓展视野，以达到

促进学生表层知识向深层知识转化的目的。 

[你需要落实的基础知识]事实性知识和化学用语是学好化学的基石。本部分

内容主要是强化同学们对事实性知识和化学用语的落实和运用，防止部分同学在

学习中，不注重事实性知识的掌握和化学用语的练习的现象发生。 

2.优秀课堂实录和课件(教学案例) 

自课题立项以来，我们每学期举行研究课和公开课。我们先后举行北京市、

海淀区级公开课或研究课 15节（北京市公开课 10节和区级研究课 5节），在 2011

年至 2014 年“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成果评比活动”中，共获得全国特

等奖和一等奖教学案例 18 节。（见成果细目 2） 

3.优秀论文集 

自课题立项以来，发表和获奖论文 15 篇（见成果细目 3）。论文的写作和发

表提高了课题组成员的理论素养，固化了课题研究成果，扩大了课题在业界的影

响。 

4.优秀教学设计集 

在学案导学教学实践中，课题组教师设计的教学案例近百节，提高了教学设

计的实践能力，现将部分发表和获奖优秀教学设计编辑成集，固化成果，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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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见成果细目 4）。 

5.课题组获得集体的成果 

2011．4．4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第六届“全国实验区

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成果交流大会”上，本成果向来自全国的专家和学者作了成

果的经验介绍，受到好评，本课题组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先进

单位和优秀教学团队”，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2013 年 4 月在广西柳洲举行的中

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第八届“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成果评比活动”

中，课题组再次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学团

队”。2014 年 4 月 16 至 18 日在山东枣庄召开的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第九

届“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成果”交流大会上，课题组再次大会发言，再

次荣获“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先进单位”。 

四、改进与完善 

本研究我们历经四年多时间，试图从理论到实践对“学案导学”模式进行理

论建模、教学设计、“学案”编写、课堂实施和效果评价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虽然努力地攻克了一些理论难点，但是毕竟由于理论研究水平有限，在理论

设计、评价设计和数据分析上还有一些不够严谨、不够合理之处，同时对教学模

式本身的研究不够系统，还有很多研究空白，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进一步研究，

期待专家同行的指导和帮助，以帮助我们改进完善研究内容。 

五、成果细目 

1.《高中化学新学案》系列成果 

（1）《高中化学新学案》必修 1    

（2）《高中化学新学案》必修 2     

（3）《高中化学新学案》选修 1   

（4）《高中化学新学案》选修 4 

（5）《高中化学新学案》选修 5   

2.优秀课堂实录与课件（教学案例） 

序

号 
课题 执教人 等级 时间 级别 

1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主角——硅（第 1 课

时）》 
杨丽群

研究课
2010.11 区研究课

2 《氯气与水、碱溶液的反应》 崔峰 研究课 2010.11 区研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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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水的开发与利用》 陈争 一等奖 2011．04 全国 

4 《电解》 杨晶晶 一等奖 2011．04 全国 

5 《植物体中某些元素的检验》 崔峰 公开课 2012.03 北京市 

6 《有机合成的方法》 王昱甥 公开课 2012.03 北京市 

7 
《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存在、性质与相互转

化》 
黄木兰

公开课
2012.03 北京市 

8 《物质结构》 于璐 公开课 2012.03 北京市 

9 《金属矿物的开发与利用》 马翠杰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0 《中和滴定的类比与迁移》 白光耀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1 《盐类的水解》 罗克梅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2 《石油的综合利用》 张俊华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3 《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 邹映波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4 《海水的综合利用》 陈争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5 《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 崔峰 一等奖 2011.03 全国 

16 《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 崔峰 公开课 2012.05 海淀区 

17 《植物体中某些元素的检验》 崔峰 一等奖 2013.04 全国 

18 《探究水的组成》 陈争 一等奖 2013.04 全国 

19 《金属矿物的开发利用》 王昱甥 一等奖 2013.04 全国 

20 《氧化还原反应》 陈争 研究课 2013.10 海淀区 

21 《氧化剂和还原剂》 杨丽群 研究课 2013.10 海淀区 

22 
《“基于认识模型构建”金属及其化合物复

习》 
张俊华

公开课
2013.11 北京市 

23 
《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复习认识模型的构

建》 
商晓芹

公开课
2013.11 北京市 

24 
《“基于认识模型构建”有机化学基础复

习》 
崔峰 

公开课
2013.11 北京市 

25 
《有机化学复习――有机物认识模型的应

用》 
白光耀

公开课
2013.11 北京市 

26 
《基于化学键解决有机化学推断问题――

有机推断问题解决模型的建构》 
邹映波

公开课
2013.11 北京市 

27 
《基于化学键解决有机合成问题――有机

合成问题解决模型的建构》 
黄木兰

公开课
2013.11 北京市 

28 
《化学综合实验复习——对化学反应原理

的研究》 
于璐 

一等奖
2014.03 全国 

29 《化学综合实验复习——从现象看本质》 王昱甥 一等奖 2014.03 全国 

30 《氧化还原反应》 陈争 特等奖 2014.03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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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金属及其化合物复习》 商晓芹 特等奖 2014.03 全国 

32 《有机化学基础模块复习》 崔峰 特等奖 2014.03 全国 

33 
《基于认识模型构建金属及其化合物复

习》 
张俊华

特等奖
2014.03 全国 

3.获奖与发表论文 

序

号 
题目 获奖与发表 时间 作者 

1 

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化学

“学案导学”教学设计原则的研

究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5.06 崔峰 

2 高中化学“学案”编写研究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5.07 崔峰 

3 
基于建构主义的学案导学教学

模式研究 

收入《名师的智慧》一书，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2011.03 崔峰 

4 
“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中化学教

学的探索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5.02 崔峰 

5 
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中化学教学

的探索 

收入《名师的智慧》一书，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2011.03 崔峰 

6 
高中化学教学中进行科学素质

教育的认识和策略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3.12 崔峰 

7 
引导学生运用元素化合物认识

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研究
发表在《化学教育》杂志 2015.05 张俊华 

8 
元素化合物知识复习的有效探

究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2.02 黄木兰 

9 STSE教育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获“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

课程实施成果”一等奖 
2011．04 杨丽群 

11 单元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获“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

课程实施成果”一等奖 
2011．04 宿东飞 

12 
基于学生推理能力的培养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策略 

获“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

课程实施成果”一等奖 
2013.04 陈争 

13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的策略研

究 

“第六届北京市教育科学研

究成果奖”基础教育专项奖 
2013.02 陈争 

14 
在化学计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4.01 商晓芹 

15 
有机化合物性质核心概念教学

研究 
发表在《高中数理化》杂志 2014.12 商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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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获奖优秀教学设计 

序号 题目 获奖与发表 时间 作者 

1 
基于认识模型复习有机物和有机

反应的思路方法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二等奖 
2014.09 崔峰 

2 
基于校本选修《实验化学》物质

定性检验的教学资源选取和利用

获“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课程

实施成果”一等奖 
2011.04 崔峰 

3 氯气与水、碱的反应教学设计 
获“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课程

实施成果”一等奖 
2012.04 崔峰 

4 
有机化合物复习（二）——应用

有机物和有机反应的思路和方法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一等奖 
2014.09 白光耀

5 水中溶解氧的测定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二等奖 
2014.09 白光耀

6 水的电离和溶液酸碱性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二等奖 
2014.09 杨晶晶

7 弱电解质的电离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二等奖 
2014.09 罗克梅

8 
基于化学键解决有机推断问题—

应用信息反应解有机推断题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一等奖 
2014.09 邹映波

9 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

设计评比”中荣获二等奖 
2014.09 邹映波

10 石油的综合利用 
第六届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

课程实施成果教学类一等奖 
2011.4 张俊华

11 海水的开发和利用 
第六届全国实验区高中化学新

课程实施成果教学类一等奖 
2011.4 陈争 

12 
地球化学情境下的金属及其化合

物复习 

2012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二等奖 
2012.9 黄木兰

13 
基于化学键分析解决有机合成问

题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一等奖 
2014.09 黄木兰

14 
金属及其化合物复习（一） 

---认识模型的构建 

2014 年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评比一等奖 
2014.09 商晓芹

15 二氧化碳的研究 
2015 年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

程实施成果评选二等奖 
2015.4 康永明

16 
基于元素观的硫元素的转化 

 

2014 年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

程实施成果评选一等奖 
2014.4 康永明

17 盐类的水解 
2015 年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

程实施成果评选二等奖 
2015.4 郭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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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体成果 

集  体 奖  项  名  称 颁奖时间 颁 奖 单 位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

化学组 

2013年度全国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优秀

教学团队 

2014年5月 中国化学会化

学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 2013年度全国高中化学课程实施先进单

位 

2014年5月 中国化学会化

学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

化学组 

2012年度全国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优秀

教学团队 

2013年4月 中国化学会化

学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 2012年度全国高中化学课程实施先进单

位 

2013年4月 中国化学会化

学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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