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教学模式是——没有模式

什么是教学模式？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但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固的教学程序及其

方法的策略体系，包括教学过程中诸要素的组合方式，教学程序及相应的策略。

教学过程中诸要素包括：教学思想、教学目标、教学程序和师生组合等。

教学思想是教学模式所赖以形成的基础，为教学模式提供理论渊源；

教学目标是教学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对其他因素起制约作用；

教学程序是指师生针对教学内容在时间序列上的实施；

师生组合是指教学模式中师生的地位、作用以及关系，师生组合主要分为三

种类型：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类型；教师启发，引导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去获取

知识的类型；以学生自学，自己活动为主，教师提供一些帮助和辅导的类型。明

星教师一般都会在各自的教学中构建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例如钱梦龙教师，在教学中尤其强调“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

线”的指导思想，并拟定了体现这一指导思想的新型教学模式：自读式、教读式，

作业式、复读式，简称为“三主”“四式”导读法。

再如魏书生老师，在教学中比较突出的思想是教学民主，为此他提出了“六

步教学法”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从定向、自学、讨论，到答疑、自测、自结，

每一步都闪烁着尊重学生的民主精神。

我们略感遗憾的是，这些著名的教学模式并没有大面积被推广应用，个中原

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可以说，某教学模式在此时此地面对某一班学生，可能是“妙手一着”；但

彼时彼地面对另一班学生，则可能变成“昏招一步”。

也就是说课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灵活的，变化莫测的，同样的教学模式

进入不同的班级、不同的教学内容会有不同的效果；



同样的班级、同样的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其效果或许会一样，或许会

不一样。由此可见，任何教学模式不是万能的，它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一、没有适合所有教师的教学模式

每位教师都有与众不同的师承、教育、个性、学识、习惯以及生活际遇等，

这种教师自身的独特性，就决定了每位教师在教学上的独特性。

例如有两位教师同教一篇诗情画意的课文。

教前，他们一起备课，一致认为教这篇课文必须在情感上使学生得到陶冶。

然而，一位教师善于朗诵，于是充分运用朗诵艺术，把学生领进课文所描绘

的诗情画意之中，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

可是另一位教师却不善于朗诵，他虽然惊服前者精湛的朗诵艺术，却不去“东

施效颦”，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找出了一条既能达到同一教学目的，又能使

自己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的蹊径：采取启发诱导、伴之以恰当的板书的做法。

如此这般，不仅使学生进入那个意境，收异曲同工之效，而且让学生体味出

作者遣词造句之精妙。

可见，只要各用所长，亦能殊途同归，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如果这两位教师运用的是同一种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的某一环节要求教师

朗诵，以便在情感上使学生得到陶冶，那么，前一位教师就有可能取得好的教学

效果，而后一位教师就可能无法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众所周知，不少教学模式具有僵化的特点，不仅规定了教学的程序、时间等，

还规定了对教材的处理方式和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而束缚了一些具有个性的教师

课堂教学才华的发挥。

一言以蔽之，有可能某种教学模式对甲教师的教学是如虎添翼，发挥了其特

长；而对乙教师的教学则可能是如鹰折翼，限制了其特长。

也就是说没有适合所有教师的教学模式。

二、没有适合每个学生的教学模式

学生也和教师一样，由于遗传素质、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努力等方

面的不同，导致学生在知识基础、个性习惯、意志品质、情感态度和学习能力及

方法上有着显著的差别。

我们教师面对这样一群各个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别的学生，用一个教学模式去



实施自己的教学计划，让每个学生都必须在这个教学模式下进行学习，显然是不

太可能顺利实现教师预期的教学目标的。

教学现实告诉我们：

以教师活动为主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模式，各有利弊，有的

学生比较适应或喜欢以教师活动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讲，

学生听；教师演示，学生观察；教师操作，学生模仿。

有的学生则比较适应或喜欢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主要

是融课堂讲授、问答、讨论、座谈为一体，教师以此引导学生逐步掌握知识和获

得能力。

教学现实还告诉我们：

有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善于归纳概括教学内容；有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长于

演绎分析教学内容；有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突出教学内容的感染性和鼓动性；有

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善于变零为整，总体把握教学内容；有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

长于化整为零，重点讲授教学内容……

这就导致有的学生比较适应或喜欢这种教学模式，而比较不适应或不喜欢另

一种教学模式！

由此可见，面对个体差异较大的学生，面对具有各种需求的学生，一种教学

模式是不能满足所有学生需求的。

也就是说没有适合所有学生的教学模式。

三、没有适合各门课程的教学模式

所有课程，皆有每门课程的特点，显然，用同一个教学模式去实施这些课程

是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

有的课文或许教师在语言表达上做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富于

论辩性和说服力，其效果会更好，而有的课文或许教师在语言表达上做到优美动

听、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其效果会更好。

可是，现在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有的教学模式不仅僵化到对教学程序、环

节的时间都限定死了，而且对教材的处理方式和语言的表达方式也都有严格的规

定，这不仅使很多教师不适应，更可怕的是使很多学生也不适应。

这些教学模式没有考虑到各门课程的特点，更没有考虑到各门课程具体内容



的特点……

事实上，这些教学模式也很难考虑各门课程的特点以及各门课程具体内容的

特点。

也就是说没有适合各门课程的教学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不仅没有适合所有教师的教学模式，也没有适合每个学生的教学模式，更没

有适合各门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不是万能的。

尽管教学模式不是万能的，它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教学模式

也有不少的优点。

例如，某些教学模式相对适应一部分学生和教材，运用这些教学模式时容易

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另外，对于新教师而言，了解和掌握一些教学模式，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和掌

握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事实上，一个新教师成长为杰出教师，首先就要掌握若干个教学模式，随后

再逐步掌握更多的教学模式，并融会贯通这些教学模式中诸要素的组合方式，教

学程序及相应的策略……

当该教师能够自如地根据自己教学的特点和风格，根据教育对象不同、教材

不同而灵活地运用这些教学模式以及能够摆脱教学模式的束缚时，他就已经是一

位教学能手了，甚至是一位杰出教师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好的教学模式是没有模式！

总之，在教学模式问题上，我们应该树立“百花齐放”的观念，也就是说在

教学中因为每个教师的思想、气质、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和教学能力不同。

在针对不同的教材和学生实际从事教学活动时，不仅可以自己选择和侧重某

些著名教师构建的教学模式，还可以自己构建使自己的教学得心应手的教学模

式，更可以摆脱教学模式机械呆板的套路去实施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