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本文基于班级教学对象实情，依据李庾南“自学·议

论·引导”教学法思想，采取因地制宜的教学改革，结合本班学情，

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和特点进行分组，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

对不同学习层次上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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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庾南老师践行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构筑了真正

的教学过程，而且三者形成了积极的互动：以自学为主题，以

议论为重要方式，用引导串起教学。
我校组织数学教师深入学习“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通过培训和实践来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我也积极将李老师的教学思想和自己的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努力打造出既适合本班学情，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课堂文化，
推动了课堂教学改革的发展。

一、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特点对学生进行分层、分组

初一学生开课两周后，教师根据学生对知识地接受能力、
理解能力和实际学习能力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 将学生分为

较高能力组，中等能力组，较低能力组，然后按不同能力组有

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案、安排教学进度、设计训练

内容，真正实现不同能力组学生潜能的最大发挥。这种分层教

学方法正应对了李老师 “自学·议论·引导” 教学思想的出发

点，避免把学生当做“标准件”，整齐划一地进行教学。

二、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层次，重组教学内容

使用现行教材，对教学内容重新组合，实行单元教学。 通

过学习单元的划分，力求将学生带入智力最近发展区，建立与

学生知识体系相适应的知识结构。 教材单元重组要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接受能力，以设计有利于学生接受、理解和掌握

的教材单元重组方案。
怎样重组教学单元，核心应落在课型及教案设计上。在课

堂上对数学概念的教学，应设计一定的教学情境。 如教学“三

角形全等”概念时，我设计了多种途径，通过看、说、做等多种

途径，让学生去感悟三角形全等的概念。看———就是由生活中

的具有三角形状工具或图片，让学生观察、比较，对三角形全

等产生感性认识。说———就是让学生列举丰富的生活实例，进

一步感受全等，体现数学来源于生活。做———就是让学生探讨

用纸片折叠不同的全等三角形，再展示，并加以说明。 学生在

谈了生活中丰富的三角形现象后，再动手去做三角形全等，激

发了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做中进一步感悟三

角形全等，从而水到渠成地归纳出三角形全等的定义。

三、科学应用课堂授课类型，增强学习效果

根据“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要求，在讲授中要根据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科学灵活地运用自学、交流讨论、练习和

复习等基本课型。 根据李老师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思

想，我在给初一学生上课时，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科学设计不同

的课型，有时在一堂课中要同时用到两种课型。

四、“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实验检析

我们班经过一年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实验，教学

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首先， 学生的自学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到初一学年结束

时，有 90%以上的学生能用概括性的语言归纳出一些规律性

结论，并可以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些规律。 约 70%的同学

已不满足仅仅对题的看懂与会做， 他们还要探究每个例题的

目的和每一步的根据， 联想到相同类型的题并挖掘一些更深

的内容。其次，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得到更好掌握。实验

班和对照班入学成绩基本相同， 但比较他们在初一末考的成

绩，实验班占有明显优势。 最后，通过“自学·议论·引导”教学

法实践，学生数学的语言、抽象分析、运用、推理能力、辩证逻

辑思维能力得到较快提高和发展。

五、几点体会

1.“自学·讨论·引导” 教学法确实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方

法，通过“自学·讨论·引导”教学法的实践，使学生产生强烈的

情感体验，接受教师的教育，自动调节自己的学习行动，并在

行动上做出积极的反应。

2.实验学校要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增加教师的

责任感，通过各种方式的培训，将“自学·讨论·引导”教学法落

实到每一位数学教师身上，科学设计考核指标，使每个教师都

有责任并能心甘情愿应用这种教学法进行教学。

3.实行激励机制，使“自学·讨论·引导”教学法持久进行。
“自学·讨论·引导”教学是教学改革，必须制订出配套的激励

政策，让优秀教师和学生在精神和物质上获得鼓励，以便能更

好地使“自学·讨论·引导”教学法的改革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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