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公报 
课题名称：小学“少教多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课题批准号：DBB11051 

课题类别：一般课题  

研究领域：基础教育 

课题负责人：郝朝阳  副高级 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主要成员：张万俊  田凤艳  杜秀玲  海兴俊  齐红芳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内容 

1. 进行小学生“少教多学” 教学策略的原则和特点研究。本课题在实践研

究的基础上重点遵循 6个原则，即：教学主体性原则、个性发展性原则、学习自

主性原则、能力迁移性原则、教学感悟性原则、课堂有效性原则。通过课题研究，

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不断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深入钻研教材内容，总结与梳理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少教”、什么情况下进

行“多学”的教学内容研究。 

 3.进行普适性小学生“少教多学”一般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和进行“20+20”和 

“30+10”的课堂教学结构改革，优化教学过程，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

学习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方法 

 1．文献法：运用于研究准备阶段及整个研究过程中。搜集、整理和分析国内

外有关“少教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把握课题研究现状、最新动态，为课题研

究提供参考、借鉴和启示。 

 2．调查法：主要运用于课题研究初期和后期。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教师的教

学现状，从中分析、找出不足和存在的问题，为课题的有效实施提供依据。 

 3．行动研究法：运用于课题的整个实践研究过程之中。课题组按照研究计划，

在尝试与探索的过程中，边实践边研究，不断调整研究实施的方法与进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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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下教师有效的教学方式。 

二、结论与对策 

为了准确、科学、有效地实现研究目标，学校采取了“理论引领——实践研

究—理论提升—实践研究”这一路径，并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果。 

（一）调查研究 

1.问卷调查：2012 年 3 月学校课题组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教学现状。

调查显示，学生的质疑习惯、教师指导下的合作与探究性学习、开放性作业设计、

教师的教学策略使用率低于 60%，教师常用的讲授法达到 80.2%。大多数学生喜

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的教学方法和多样的教学策略，喜欢活动性、开

放性、动手实验性和趣味性的作业。（图 1） 

 

 

 2.课堂教学调研 

   学校组织听、评课调研，并与评优课、推门课进行了对比。调查显示，教师

的常态课教学质量 A课低于评优课 A课的 44.6%，低于推门课 A课的 41.2%。主

要问题是教师的教学设计缺乏层次性与梯度，课堂的开放度低，学生参与合作学

习的效率低，教师组织的探究性学习目的不强，耗时多，不能解决学生的真问题。

（图 2） 

 

  

（二）建立专家团队 

1.全国名家，高端引领：邱学华、吴正宪、华应龙、刘松、徐斌、徐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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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清、周益民、王文丽、张立军等名家到校给教师上示范课，并做学术引领。 

2.市区专家，深入指导：区教研室小学各学科教研员都深入参与到学校“少教

多学”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中，市教科院基础教研中心各学科教研员经常到学校

指导工作。 

3.驻校专家，贴身帮助：我校各址均有驻校专家，随时贴身帮助教师解决“少

教多学”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学校先后建立了“吴正宪、薛晓光、张国珍”等 6

个特级教师工作室。 

（三）形成骨干团队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学校成立了由教学干部、骨干教师牵头的 9个学科研

究小组。在课题组长的带领下，先依据 “少教多学”的教育理念，对于不同学

科、不同学段的教材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然后在课上教与学环节中提炼出我

校普适性的“少教多学”课堂教学的总策略、分策略和具体实施策略。 

（四）总策略研究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发现、思考、探究、应答、质疑

等学习能力，学校提出了“少教多学”总策略，即“问题激趣——合作探究——

内化提升”。其主要思路是从学生的学情出发、问题出发而设计教学活动，让学

生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通过自主合作学习与探究性学习使之掌握一定的学科知

识和学习方法，内化成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在总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学校以学科教研活动为抓手，聚焦课堂，引导教师

运用“课堂教学观察量表”（见附件 1）进行课堂教学记录，针对同一教学内容

和不同教学内容开展“少教”与“多学”的探索，构建了“三点一线”的校本研

究方式，把科研与教研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研中学——研中思——研中总。 

1.预设环节——体现问题激趣 

课堂结构是指课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进行的顺序和时间分配。我校针对过去

课堂教学中教师讲的多，学生活动少问题，提出“20+20”和“30+10”的课堂教

学结构，重在研究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与深度参与。要求教师在预设时要从教材、学情、教学目标、教法、学法、教

学过程的设计、习题的练习等方面思考，重点思考教学设计中哪些内容应该多讲、

哪些内容应该少讲、如何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以及习题的设计等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例如：语文、英语学科提出课堂动笔书写不少于 10 分钟，音乐

课提出每节课学会一首歌曲，美术学科提出每节课出一幅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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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过程——体现合作探究 

学校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设计观察量表，记录所观察学生的行

为发生时间、出现的频率、师生非有效地活动内容及形式、自主与合作探究的效

果等，便于教师课后评课与研讨。这一观察量表的出台，引导教师反思自己的课

堂教学，做到“三思而后行”。三思　即：一思：教学导入环节如何激趣、省时

和高效。二思：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做到精讲多练和体现学生的自主与合作探究。

三思：师生能力的提升点。“后行”主要是指：总结别人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联

系自己的课堂教学加强反思，做到取长补短。 

3.课后评议——体现内化提升 

课堂评议的一般过程：①授课教师自我反思；②评课教师的定量或定性分析；

③思考与对话；④建议与对策。这四步骤是教研组研讨时的主要过程，其主要目

的：一是引导授课教师现场进行反思；二是聚焦课堂教学问题，在教师们相互研

讨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改进措施，有待于在下一次研究课中加以解决教学问

题。 

4.“一线”——落实校本教研 

在说课、观课、评课的实践中，重点关注和研究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方

式转变，师生能力提升是否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例如：每双周三，学校都要组

织全体英语教师集中听课 2节和开展评课活动。在听课的过程中引导教师使用观

察量表。评课过程中先让授课教师说教学思路，然后大家互评，并提出改进建议。 

 “三点一线”的科研管理模式，改变了教师研究、备课、上课的方式，改变

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得教师带着教学问题走进课堂，走进学生，使得课堂教学

发生了由教师研究“教”向研究“学”的转变。 

（五）分策略研究 

为了使学生掌握和有效运用学习策略，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学校在“少教

多学”总策略的基础上又梳理出了 9个学科的分策略。即语文学科：多读自悟—

—合作解疑——个性表达；数学学科：提出问题——合作探究——巩固提升；英

语学科：创设情境——合作体验——拓展语用；体育学科：激情引趣——学练运

用——提升体质；科学学科：关注学情——合作探究——应用拓展；综实学科：

主题质疑——合作研学——实践推广；美术学科：感悟联想——创意表达——呈

现自我；音乐学科：聆听感受——鉴赏体验——丰富表现；品德学科：生活引疑

——共学解疑——以学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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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9个学科的分策略，引发各科教师深入思考为什么要教、教给学生什么，

以及怎样来教，达到怎样的教学目标？ 

例如：语文学科“多读自悟——合作解疑——个性表达”分策略，是对教学

总策略的落实，是体现语文学科教学普适性的教学策略。学校在语文教学总环节

中提出三段式：第一阶段课前预习环节阶段：主要是引导教师从我会写、我理解、

我概括、列举事例、我质疑等五个方面设计预习单，让学生通过自读自悟，初步

掌握每一篇文章已有基础知识，从而发现学生在预习中出现不懂的问题；第二阶

段上课教与学环节：组织学生质疑，解疑，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课外阅读方面知

识的引入解决学生在阅读中的问题；第三阶段课后评价环节：通过口语交际、人

物评价、课堂小练笔等教学内容的设计，达到学习致用和促进学生个性表达。 

  总之，学校 9个学科的分策略，主要是从学生的需求出发，为学生设计教学，

通过不同学科的教学策略研究，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

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让学生学会发现、学会合作、学

会探究，进而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 

在 9个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学校通过召开不同学科的市级现场会活动形式来

展示在“少教多学”这一教学理念指导下，使得课堂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9个学科的分策略是对于学校总策略的一种延伸、拓展和丰富，更加凸显学生的

主体地位、主动参与意识、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六）重点学科实施策略研究 

《北京市基础教育部分学科教学改革意见》〔2014〕22 号文件指出：要加强

学科教学内容与社会、自然的联系，让学生学习鲜活的知识和技能。要采用多样

化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教学的实现形式，倡导“玩中学”、“做中学”，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体验、合作、探究类的学习活动。为了落实学科教学改革意见，提高课

堂教学的实效性，落实“少教多学”课堂教学策略，发挥学科教学的辐射作用。

我校在 2013 年 9月至 2014 年 12月期间在教研组里展开大量的课堂教学实验活

动，就不同教学策略开展了具体的实施策略。学校以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

为主，开展了具体的实施策略实践。通过备课、说课、上课、评课、教学反思、

课例研究等形式不断加以实施和提炼 

具体的学科实施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学校印制了“少教多学的探路者”手册

三本，做到人手一册，在学习与研究中不断改进与完善。其主要策略如下： 

1.语文学科：以读促认——以读促说——以读促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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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语文学科教研组以“多读自悟——合作解疑——个性表达”为指导思路，

又提出“以读促认、以读促说、以读促写”的具体教学实施策略，将“读”作为

主线，运用任务单、学习秩序、评价前置的学习方法，将低、中、高学段的识字

教学、阅读教学和习作教学贯穿起来，教师可以依据不同课型进行单独或整合运

用。通过这种学习方法和教学策略相结合的实践研究，引导学生走向深度学习、

积极学习和独立学习。 

2.数学学科：动中索知——感中悟本——辩中启思 

　　学校数学学科教研组以“提出问题、合作探究、巩固提升”为总方针的数学

课堂教学策略，致力于对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真正能够达到在新课

改形势下对学生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数学活动经验、基本数学思想的

要求，培养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与创造者，提高他们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秉承对学校数学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与解读，并结合具

体的数学课堂教学实践，我们总结、归纳出　动中索知、感中悟本、辩中启思　

的具体课堂教学策略，并实施于常态教学之中。在具体的数学课堂教学中，针对

不同内容、课型，可通过任务单、学习秩序及评价前置三种学习形式，使学生真

正学会知识、掌握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 

3.英语学科：听中感知——说中内化——读中建构——用中生成 

学校英语学科教研组以“创设情境——合作体验——拓展语用”为总方针的

英语课堂教学策略并结合具体的英语课堂教学实践，总结、归纳出“听中感悟，

读中建构，说中内化，用中生成”的课堂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英语课堂教学中，

从听、说、读、用四个技能，将语音、词汇、会话、篇章和写作教学内容贯穿起

来，提出了不同的学段的学习重点，使学生真正理解语言，形成语言能力，达到

语言真实交际的目的。 

（七） 研究出“少教多学”课堂教学评价量表  

“少教多学”课堂教学评价量表：确定为“三重点两关注”，即：以少教多学、

教材分析、学习习惯为重点，关注读写三个一，关注多媒体使用时间。（见附件

2）学校采取预约课和推门课相结合方式推进常态课课堂教学质量和落实“少教

多学”。 

三、成果与影响 

在“少教多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的过程中，我校做到全员参与、覆盖全学

科。在历经了四年多的教学实践，使得学校的课堂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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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

质量得到了稳步、持续的提高。在专家的指导下、骨干教师的带动下、全体教

师的共同努力下，使得学校在这一课题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成果如下： 

（一） 研发了“少教多学”课堂教学总策略——分策略——具体实施策略 

首先，在“少教多学”课堂教学实践中，学校从教师的教学设计抓起，引导

教师从课前预习环节、课上教与学环节、课后评价环节进行教学设计。并在课堂

教学实践中，围绕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等方面，在课上教与学环节中提炼出了我校普适性的“少教多学”课堂

教学的总策略，即：问题激趣——合作探究——内化提升。 

其次，依据学科自身特点、学科素养培养，进一步细化了 9 大学科的课堂教

学分策略。 

这是对我校总策略的一种延伸，更加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参与意识，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最后，在已有 9大学科分策略的基础上，以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为主，

又研制了具体的实施策略，即：语文学科：以读促认-—以读促说—-以读促写；

数学学科：动中索知——感中悟本——辩中启思；英语学科：听中感知——说中

内化——读中建构——用中生成。实施策略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针对性，使得学

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体现学法多样。 

(二)研制了课堂教学结构改革观察量表    

    主要从导入环节观察点、教学过程观察点、教学效果观察点、教学感悟四个

方面设计教学观察表，有助于教师的导入环节做到激趣、省时和高效；有助于教

师在教学过程的设计中做到精讲、多练，凸显活动的有效性和教学效率高；有助

于教师加强教学反思，促进师生共同成长。 

（三）研制了“少教多学”课堂教学评价量表 

为了进一步提高常态课的教学质量，学校自主研究了各个学科《常态课课堂

教学评价表》。即 “三重点两关注”：以少教多学、教材分析、学习习惯为重点，

关注读写三个一，关注多媒体使用时间。学校行政干部、教研组长和学科组长在

常态课、评优课、师带徒等听课活动中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评价表进行评价与互动

交流。常态课课堂教学评价表的使用，促进了各个学科课堂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充分调动了全体教师主动参与课题的意识，做到了教研、科研一体化。 

四、成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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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教多学”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促进了学生进步，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

量。近两年，学校在朝阳区三、六年级“3+1”能力监测中，由以往的中等水平

已跃居全区前列并在 2016 年获得了朝阳区教育教学优秀奖。 

2.“少教多学”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促进了教师成长。学校在 2015 年年底，

朝阳区新一轮骨干教师评选中，有 76 人次获得朝阳区不同级别的骨干教师称号；

学校有 500 多人次教师在市区级各类征文比赛中获奖；200 多位教师做市级展示

课；19 位教师获得朝阳区基本功大赛录像课一等奖；29 位教师获得高级教师职

称。95%的全面督导 A 课率。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少教多学”这

一课题成果推广中出版了 7本书。 

四、改进与完善 

“少教多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经历了四年多的教学实践，虽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是课题研究成果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与总结总策略——分策略——

具体实施策略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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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细目 

研究成果统计表 

序

号 

第一 

作者 
成果形式 成  果  名  称 字数 

出版单位/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出版(发表)

时间    

获奖或转载情

况 

决策 

采纳 

1 

郝朝阳 张万俊 专著 《少教多学提升素养----

课题研究成果报告专辑》 

90 千字 光明日报出

版社 

ISBN978-7-5

194-1510-5 

2016年 9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2 

田凤艳 

海兴俊 

典型课示

例专辑 

《少教多学提升素养----

典型课示例专辑》 

170 千字 光明日报出

版社 

ISBN978-7-5

194-1510-5 

2016年 9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3 

王茜 

杜秀玲 

教与学反

思专辑

（一） 

《少教多学提升素养----

教与学反思专辑（一）》 

185 千字 光明日报出

版社 

ISBN978-7-5

194-1510-5 

2016年 9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4 

赵海东 

齐红芳 

教与学反

思专辑

（二） 

《少教多学提升素养----

教与学反思专辑（二）》 

165 千字 光明日报出

版社 

ISBN978-7-5

194-1510-5 

2016 年 

9 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5 

张万俊 

田凤艳 

经典案例

评析专辑

（一） 

《少教多学提升素养----

经典案例评析专辑（一）》 

170 千字 光明日报出

版社 

ISBN978-7-5

194-1510-5 

2016 年 

9 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6 

郝朝阳 

宋海云 

经典案例

评析专辑

（二） 

《少教多学提升素养----

经典案例评析专辑（二）》 

210 千字 光明日报出

版社 

ISBN978-7-5

194-1510-5 

2016 年 

9 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7 

郝朝阳张万俊 

王立民 

 

论文集 

《少教多学体质减负—少

教多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论文集》 

180 千字 中国文联出

版社 

ISBN978-7-5

059-8757-9 

2014 年 

6 月 

面向全国发行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8 

张万俊 课题中期

总结 

小学“少教多学”课堂教学

策略研究 

5248 朝阳教育研

究  

区级 
2013 总 第

77 期《朝阳

教育研究》

面向朝阳区发

行 

采纳 

9 

郝朝阳 

田凤艳 

论文 由“以文定学”到“少教多

学” 

5321 北京教育教

学研究 

市级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223

期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0 

吴淑玲 教学反思 课堂——学生学习的乐园 2038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1 

宋菊 教学反思 把课堂还给孩子-《巨人的

花园》 

170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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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连双 教学反思 《我选我》教学反思 20165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3 

宋爽 教学反思 《从花钟》得到的启示 217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4 

张万俊 教学反思 《教给学生找水的方法—

—让学生在课堂摔跟头》 

4325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15 

沈静 教学反思 《扎扎实实上好每一节常

态课》 

2056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6 

杜秀玲 教学反思 营造简约而不简单的课堂 1536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7 

崔学红 教学反思 孩子，你到底要什么 1774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18 

吴广娜 教学反思 创设真实情境关注人文情

感 

1344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19 

马万慧 教学反思 精心设计问题，提高课堂教

学实效性 

1088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0 

刘娜 教学反思 落实性课标提高小学英语

学习的交际性 

1856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21 

路大红 教学反思 调整课堂教学节奏，关注学

生学习过程 

1344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2 

齐红芳 教学反思 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落

实新课标提高实效性 

1856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3 

王宏伟 教学反思 聚焦课堂减负体质对小学

英语会话教学几点思考 

145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24 

梁晨 教学反思 “少教多学“在课堂实践中

的反思 

144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5 

张艳婷 教学反思 《30 米快速跑》 128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6 

赵海东 教学反思 《跪跳起》 112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27 

李小男 教学反思 《精细的描写》 640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8 

张俐 教学反思 《半包围结构——上包下》 864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29 

李辉东 教学反思 《彩绳装饰瓶》 1024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30 

郑远 教学反思 《给学生想象的舞台》 1088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31 

马恩华 教学反思 抓住前概念制订有效的教

学活动 

1856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32 

李迎美 教学反思 在改进《冰》的实验装置过

程中我得到的启示 

1856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33 

尹启霞 教学反思 《远离近视健康成长——

你的视力还好吗？》 

1344 教师反思录

（下）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市级 2014 年 

3 月 

面向北京市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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