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学案前提下的
集体备课和个人备课

——中学



集体备课的意义
v 1. 有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做到知识共享。

v 2.有助于精确把握教学重难点，提高学校整体教学

水平。

v 3. 增进所有教师成长，尤其是增进青年教师成长。

v 4.减轻教师备课反复，提高教学教研水平。

v 5.有助于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v 6.有助于培植一种交流、合作、研究的学术气氛。



集体备课必须坚持的原则

v1.统一性原则

v       集体备课的实质是同步教学，

详细实行中教学目的、教学进度、
作业训练、资料使用、检测评估等
必须统一。尤其是教学进度和目的
检测，一旦失去了统一，就不能在
集体讨论中获得对的的信息，及时
矫正教学实践。



v2. 超前性原则 

       分派撰写备课提纲的任务和提
供备课提纲要有一定的超前性，任

课教师的提纲准备任务在制定学期

教学计划时一并分派，便于教师早

作准备，搜集资料，钻研大纲和教

材。备课提纲的讨论一般要超前一

周。 



v3、完整性原则 

       划定备课任务应考虑到教材内

容的内在联络，保持其内容的完整

性。一般根据教材的单元或章节来

划分比较合适，切忌人为地将教材

割裂开来。 



     4.合作性原则

    5.实效性原则

    6.研究性原则

    7.创新性原则



v怎样进行集体备课

v集体备课是目前基础教育中提
高教师群体素质，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的有效途径。怎样发挥
教师团体合作精神，集思广益，
共同研究，真正、有效的进行
集体备课，是需要我们认真思
索的问题。 



v （一）明确集体备课的时间、地点和主备人

v 学校应当在学期初就确定本学期集体备课的时间、地点。主备人轮番
担任。这样就使集体备课从时间、地点和人员上得以保障。

v 一分派好任务：

v 二做好记录



（二）明确集体备课的内容、范
围和规定。 

v 1.集体备课的内容 

v           集体备课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总结上一

周教学的得失。有哪些成功之处，存在哪些教学上的
局限性，哪些必须在后来的教学中加以弥补和强化。
二是讨论下周教学的内容，教学重点、难点。教学目
的的定位，教学的方式和措施。



v2．集体备课的规定 

v（1）“四定”：
v     定期间、定地点、定内容、

定中心发言人。 

v（2）“七备”：
v   备思想、备教材、备教法、备

学生、备学法、备教学手段、备
教学过程。 



 （3）“六个统一”：
  既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教学目的、
统一教学重难点、统一每一节讲课
的共同内容、统一作业（课堂练习
题和课后作业题，作业难度分三个
层次）；统一阶段测试。倡导“六
统一”不是要“一刀切”，而是应根
据教学的详细状况，经集体分析，
作出合理安排。



3.集体备课的操作程序和基本流程

： 

v基本程序：

  个人初备、集体研讨、修正教案、

课后交流和反思。



集体备课的基本流程： 

v确立课题 —— 组内讨论 ——  确
定主备（讲）人（形成初案）——
  集体研讨（形成共案） —— 个
性化设计（形成个案）—— 教学实
践（跟踪） ——  课后交流、反思 
——（第二次）——  资料保留



4.个人初备

v基本规定 ：

v   脑中有标、腹中有书、目中有人、

心中有法、胸中有案。 



详细规定： 

1.备思想: 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的变

化是新课改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理念是什么？理念就是教学

指导思想。先进的课程理念，都来

自于成功的教学实践。理念指导实

践，实践孕育理念。 



2．备教材

   教师在第一次集体备课时，一定

要认真研究教材，对本学期的课程

进行整体规划，简要写出本学期的

教学计划，并制定好单元教学计划。

对教材要有宏观上的把握，做到心

中有数。同步更要从微观着手，脚

踏实地，力争实效。



“八点备课法”
v重点、难点、弱点、疑点、考点、

易错点、易混点和盲点。

v   （1）根据“全册备课—单元备课

—课时备课”的思绪，精确备出单

元、章节的重、难点以及处理重点

的措施，突破难点的手段。

（ ）深入研究教材，创新教学手段。



v（3）备出教参上没有的东西，变成自

己的财富（来于教参，又高于教参）。

（4）备出章节之间知识的过渡、衔接、

拓展和深化。

（5）备问题的预设及设计意图



v 3.备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学习，就必须
充足的“备学生”。要从学生的角度详细
分析学生实际，在哪些方面会存在问
题，怎样讲更易于学生理解、领悟和
应用。“爱好是最佳的老师”，要充足考
虑到学生的心理特点、爱好爱好，从
其感爱好的方式、措施入手，往往效
果更明显。 



v4.备教法、学法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法得
当，教学效果可以事半功倍。反之
，则事倍功半。集体备课时必须根
据各班学生的实际状况，结合不一
样的教学内容，采用合适的教学措
施。同步，对学生要进行学法指导
。预习法、指导法、设疑法等等。 



v5.备教学手段
要详细列出教学手段，包括课前准备，
课后巩固等。 

v6.备教学过程：
（1）导入      （2）教学环节      

v（3）问题的预设与生成的处理预案
（4）总结      （5）板书设计      

v（6）练习设计（课堂和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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