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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学方法集锦



实例导入法是一种以学生熟知的生活与实践中的素材作引子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够
使学生感知书本知识和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书本知识的兴趣。

定义和特点

提问目的不在于要求学生回答问题，而是要通过提问，激起学生对所讲内容的兴趣。诱发法
通过一个实验、一次演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等，阐发一个道理或结论，激起学生的求知
欲。发散法即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发问，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引申法设计系列
问题，这些问题按由易到难的原则排列，引导学生步步深入，破疑明理。联系法即用提问方
式启发学生，联系已学过的知识，联系生活实际，联系实践经验，以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

启发方式

实例导入法



所提问题要紧扣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要能触发学生的思维，忌搞“是不是”“对不对”式的
简单化提问。

目的

诱趣法这种提问目的不在于要求学生回答问题，而是要通过提问，激起学生对所讲内容的兴
趣。诱发法通过一个实验、一次演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等，阐发一个道理或结论，激起
学生的求知欲。发散法即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发问，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引申
法设计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按由易到难的原则排列，引导学生步步深入，破疑明理。联系法
即用提问方式启发学生，联系已学过的知识，联系生活实际，联系实践经验，以加深对新知
识的理解。

提问法

提问式导入法



提问是教学过程中一种常见的启发方法，通过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可以引导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而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提问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比
如开放式问题、探究性问题、情境性问题等。例如，在教授物理知识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
题：“如果一个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它会保持静止还是运动？”这样的提问可以
激发学生对物理规律的探究欲望。

通过提问来引发学生对所讲内容的兴趣

实验是物理教学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通过实验操作可以让学生直观地观察物理现象，加
深对物理原理的理解。教师可以设计有趣的实验，比如利用磁铁的吸引力和排斥力进行实验，
或者利用光的反射和折射进行实验。通过实验操作，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物理现象的魅力，
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物理学习中。

通过实验操作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引趣法



02 启发的方法



定义和特点
激疑启发的要点是在“无疑处生疑”，从而使一堂课沿着“无疑一一有疑一一无疑”这样一条“
波浪式”的思维路线前进。激疑启发适用于课题导入和讲课时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实施方式
教师可以有意设置一些悬念或者疑问，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疑问，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和求知欲。例如，在教授数学知识时，教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1+1等
于2吗？”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发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主动地去探索数学的奥秘。

激疑启发



定义
每节新课的教学内容都可以把知识分解为学生已知的、半知的和未知的三部分：己知的知识一一
由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半知的知识一一在教师的启发下让学生索求结论；未知的知识一一
由教师深入浅出地讲解清楚。分解启发适于讲授密集知识内容时。

实施步骤
教师需要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分解，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从而让学生更
容易理解和掌握。在分解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做到因材施教。

分解启发



根据教材的逻辑关系，可以把讲授内容组织成环环相扣、发人深省的“问题链条”，逐一提
出，让学生回答，从而不断地诱发学生思考。当学生把这一“问题链条”弄清搞懂了，也就
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知识。根据教学需要，有时这一连串的问题也可由教师自问自答，提出
问题只是为了向学生提供思维线索，指明思维方向。讲授逻辑性强且逐层加深的教材内容时，
适于用设问启发。

依据教材逻辑关系组织内容

对于学生反复出现的错误，教师可针对学生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肤浅性，有意识地让学生“跳
陷阱”，以在学生“碰壁”和“跌跤”后暴露问题。再用事实使他们恍然大悟，认识到自己
原来错了，错在哪里。该怎么纠正。纠正学生常犯的顽固性错误、澄清似是而非的问题，用
此法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反面启发纠正顽固性错误

设问启发



03 常用教学法介绍



什么是行动导向教学法？

行动导向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在实际工作情境中学习和实践。它通过让学生执行具
体的任务，培养他们的职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行动导向教学法的特点是什么？

行动导向教学法的特点是任务驱动、学生中心、实践导向和注重过程。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动手实践，并在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技能。

行动导向教学法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有何不同？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记忆，而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行动导向教学法则更加注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和参与性，强调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和成长。

行动导向教学法



师生通过对话交流
谈话教学法是一种教师和学生通过对话交
流的方式进行教学的方法。这种方法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而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和表达能力。

谈话教学法的优点
谈话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
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同时，它
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提高
他们的社交技能。

实施谈话教学法的注意事项
在实施谈话教学法时，教师需要营造一个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大胆发言。
同时，教师也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
需求，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谈话教学法



四阶段教学法

01 准备阶段：教师通过设置问题说明学习内容的意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02
示范阶段：教师不仅让学生获得感性知识加深理解，而且要让学生知道教师操作的程序，即“怎样做”，他们接着也要这
样做。

03 模仿阶段：挑选多个学生按示范步骤重复教师的操作，教师观察学生模仿过程，得到反馈信息。

04 练习总结阶段：教师布置练习任务让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在旁监督、观察整个练习过程，检查练习结果，纠正出现的错误。



04 其他教学法



六阶段教学法

• 激励：教师唤醒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讲明目标和学习任务。
• 遭遇困难：学生学习教学内容，了解学习中的困难，教师发现学
生错误。
•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找出或由教师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 试验：教师提出假设，让学生通过实验验证假设。
• 记忆与掌握：所学内容应被长期保留。
• 运用：学生把所学知识、技能或行动方式运用到日常的职业行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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