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如何恰当地选择教学方法 

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我听，我忘记；我看，我记得；我

做，我懂得”，这就说明，不同的教学方法，效果是不同的。教学方法是为

了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组织学生与教学内容（信息）互动方式的

总称。教学方法是否有效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选择要基于特定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媒体有时候更能使教学方法运用得更加有效，如以

某“人物”的事迹作为教学内容的一个案例，可以通过书面表达案例，通过音

频表述、视频播放，也可以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去采访本人。用视频呈现案

例或许会比书面表达获得更佳的效果。 

（1）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智力的方法。它

是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论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

律和公式，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 

讲授法的优点是教师容易控制教学进程，能够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

大量系统的科学知识，运用讲授法要重视启发性和语言艺术。但如果运用不

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易发挥，就会出现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

听的局面。 

（2）小组讨论法 

小组讨论法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就特定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

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达成共识。小组讨论中需要设

定主持人，主持人的职责是通过指导、提问，确保讨论紧扣主题，鼓励学员提

出问题并将重要的问题和意见整理成文。 

小组讨论最适用于分析或评价知识，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督促

全体学生的共同进步。小组讨论需要教师科学地根据教学目标设计讨论主题，

并做好主持与评价工作。小组讨论方法使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论主

题的设计与教师的主持技巧。 

（3）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指向学生提供一个有关教学内容的现实例子，案例可以来自

真实生活，也可以是为教学内容而专门设计的。通过案例分析，提出相关问题

的解决办法，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所要传达的知识点。案例教学旨在将抽象的

教学内容融入生动、通俗的真实情境中，帮助学生理解、学习相关知识。 

案例研究法适用于运用或分析诸如政策、模式或方法等方面的学习活动，

通过真实或设计的案例研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所要学习的教学内容中，帮助

学生充分理解、掌握与运用所学的知识。 

（4）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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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是学生通过情境表演学习内容。情境展示了学习目标拟定的问

题，学生通过自身的体验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其中；表演结束时，进行自我分析

或者其他角色扮演者和观察员进行他人分析。 

角色扮演能让学生身临其境、进入角色，通过自身的参与来学习知识，深

化对知识的掌握。适用于以运用信息和知识为目的、能够实现分角色的学习活

动，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技能，如顾客或客户关系、顾客服务、采访等互动

知识。 

（5）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是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或问题提出尽可能多的意见和解决办法。教

师提出议题或问题，主持头脑风暴，并指导其后的讨论，最后将学生提出的意

见整理成文，在头脑风暴课程结束时对它们进行评价。 

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认为头脑风暴等同于小组讨论，这种认识是片面

的，小组讨论总是围绕着实际的某一个教学主题展开的，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

是为了实现既定的主题理解，是以主题为“圆心”开展的；而头脑风暴让学习

者畅所欲言，使各种设想在相互碰撞中激起脑海的创造性风暴，是一种发散

式的民主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达到对一个

开放性问题的全面辩证认识。例如：“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

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就适合于小组讨论；而“如何看

待计算机网络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这个问题适合用头脑风暴。 

当学习目标定为快速提出新的意见或鼓励思想创新，激励学生提出意见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使用头脑风暴是有益的。并且使用此方法时教师要尽

量鼓励学生自由畅谈，延迟评判，禁止批评，保持一个自由民主的活跃的学

习氛围。 

（6）概念图 

概念图是一种用节点代表知识点概念，用连线表示知识点之间关系的图示

法，知识点是通过其连线上的文字来说明之间的关系。 

当教学内容是一个具有层级或交叉关系的概念时候，使用概念图是非常直

观和有效的。 

（7）任务驱动式教学 

任务驱动教学是通过“学习任务”来诱发、加强和维持学习者的成就动

机。学习任务作为学习的桥梁，学习者的成就动机作为学生完成任务的根本动

力，使学习者真正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完成了相关知识的学习，该教学方

法的终极目标是学习者成就动机的形成。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设计实践任务，提供案

例、研究工具和相关的学习资源，指导学生完成实践任务，形成设计作品，实

现在“做”中学的教学理念。 

除了上述教学方法外，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还有许多教学方法供在实

际教学中选择运用，诸如基于问题的学习、示范法、采访法、实地考察、专家组

教学、模拟法、测验法、阅读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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