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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的建议》有关教学方法问题的读后感

石卫国

《给教师的建议》是前苏联 B.A.苏霍姆林斯基所著，是本

教育经典书。我们把所有的教学方法归为两类：一类是使学生除

此感知知识和技能的方法；另一类是使知识得到进一步理解、发

展和深化的方法。至于的成效取决于对各种教学方法的创造性的

运用，取决于许多细节的灵活变换，而这些细节则受着具体环境

的制约，无法在教学论理实现加以规定的。实践之所以是理论的

取之不竭的源泉，正是因为在实践里才能展示出理论的全面的多

面性。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决定了学生接受知识的质

量。完备的备课对于调高课堂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在课前，明确

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环节，提高课堂质量。同时，

在课后，要针对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改正，在同样的

下一节课中，就要极力避免相同问题的发生。在教学过程中，发

挥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展现的多面性，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完善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学方法、课的结构以及

课的所有的组织因素和教育因素，都应当与教材的教学目的和教

育目的相适应，与学生的全面发展的任务相适应。人掌握知识的

目的，就是在于把知识通过某种形式在生活中加以运用，并在他



2

与人们的道德的、劳动的、社会的、审美的相互关系中，并在教

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信念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正是在这一点上，

即在运用知识的性质上，体现出道德发展和智育发展相统一的真

正本质。有经验的教师在备课的时候，总是要周密地考虑，他所

讲授的知识将在学生的头脑里得到怎样的理解，并根据这一点来

挑选教学方法。

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每个层次的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接

受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在这学期的教学过程中，我出现过设计的

教学环节难度过大的问题，学生对知识不理解，完成不了预设的

教学目标。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数在于，我常常这样认为，就一个

知识点，自己觉得学生“应该”会了，原因可能是我已经讲或者

这个知识点我已经讲过了。但是这样就存在不确定性，比较优秀

的学生会了，但是其他学生其实是有问题的。在对旧知识不熟悉

的前提下，接受新知非常困难。语言学习需要不断的重复出现和

练习，所以长期复现一个知识点对于每个学生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都是对知识的巩固。所以在设计教学环节的过程中，就可以为学

习困难的学生多铺一层台阶，降低知识难度，帮助他们学习。

我们在语言课上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考虑到学生理解语

法规则的长期性和渐进性，使学生对规则的思考跟做练习、独立

地解释活的语言事实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解释事实和

现象”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之一。

在这个年龄阶段，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向师性，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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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给的越多越详细，学生就会越懒得动脑子，

学习主动性降低，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中，产生过于依赖教师的

现象。在这个学期的期中考试过后，阅卷时我发现，有不少的学

生是因为不会读题和读题不清出的错。通过反思我发现在，课堂

做习题时，我都在学生没做题之前，因为害怕学生因为读不懂题

做错题，就叫学生来说题意，但是叫起来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达

不到人人动脑、人人都读题的目的。导致不少学生不会读题这一

问题。在之后，我改变了之一错误的做法，让学生独立读题，在

做完题之后，再来说题目要求。让学生先有一个自己动脑读题的

过程，一段时间下来，学生的在读题审题方面有所提高，期末考

试中，只有一个学生因为对错题的原因被扣分。同时学生的学习

习惯和行为习惯的培养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循序渐进的进行培养，

不能一蹴而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