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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学习目标、学习行为策略及学习成果等各方面进行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调

节、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转化的主动建构的学习过程 .“问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以建

构主义和系统科学等现代教学理论为基础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的教学手段 ,教师通过网络和多媒体技术

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产生求知的内驱力 ,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互动探

究 ,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自主与合作的协同推进中 ,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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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所谓自主学习是相对于被动、机械和他主的学习

而言的 ,强调学习者在学习目标、学习行为策略及学习

成果等各方面进行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

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转化的主动建构的学习过程 .

自主学习能激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进学生思维能

力的发展 ,优化学生的思维品质 ,形成终生学习能力 .

正因为如此 ,世界范围内的学校教学都把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 . 在我国最近颁布

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 ,自主学习是其倡导的三种主

要的学习方式之一. 因此 ,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 ,既是学生个体未来发展的需要 ,也是时代赋予教育

的一种责任 ,它应该而且应当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

自觉行动 .

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学实践的广泛的应用 ,

为教育工作者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 . 多媒体技术使计算机集成了文本、动

画与声像等多种信息形态 ,为学习者营造了形象生动

逼真 ,知识多元表征的丰富的虚拟真实情境 ;而网络技

术的发展 ,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网上空间 ,网络所拥

有的随机进入和人机互动的功能 ,为学习者营造了一

个交互开放的学习环境. 在教学实践中 ,笔者尝试以现

代信息技术为平台 ,以现代教学理论为指导 ,以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 ,逐步形

成了“问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 .

在这一模式的实施中 ,教师借助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创

设适宜的问题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产生求知的

内驱力 ,依靠课堂内外的有机结合 ,通过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间的互动探究 ,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自

主与合作的协同推进中 ,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

2 　“问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理论

思考

问题是学生认知的起点与达成学生有效学习的良

好平台 .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 ,教学过程是教师利用

创设的学习情境 ,通过合作、反馈、评价等组织方式 ,依

靠师生间交叉互动协作学习和学习者自身主动、积极

的学习 ,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 而问题情境既有利于激

发学生求知探究的兴趣 ,促使学生乐学、爱学 ,引导学

生进入创造性的思维状态中 ,同时使学生体验物理学

习的方法 .

教学过程应该是互动合作探究的过程 . 从系统论、

控制论的角度研究教学过程 ,对于教学过程这样一个

复杂的系统 ,只有通过信息的负反馈 ,才可能实现对系

统的有效控制 ,使系统向设定的目标发展 ,因此 ,教学

过程决不能只是老师向学生单向传授知识 ,而应该使

系统处于连续不断的反馈中 ,亦即使教学过程始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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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互动探究状态中 . 在和谐的多向互动中 ,借助情感反

馈帮助学生树立探究的信心 ,通过问题反馈引导学生

思索 ,调控教学进程 ,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热情 ,提高

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 那么 ,如何在课堂教学中 ,实施“问

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呢 ?

3 　模式的实施策略

3. 1 　营造适宜的心理环境

罗杰斯认为 ,一个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他感到“心理

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下 ,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表

现和发展 . 因此 ,要成功实施“问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

主学习”教学模式 ,必须营造宽松民主的人文环境 ,建

立和谐的 ,师生彼此接纳、相互欣赏的学习场所 ,使学

生体会到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当学生的身

心处于最佳的心理状态时 ,就会唤醒他们的精神状态 ,

促使学生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学习的潜能 ,建立起

师生互动探究、合作学习的良好心理平台 . 在适宜的问

题情境中 ,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积极状态 ,使学

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实现高效率的学

习.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创设师生

间良好的心理平台 ,生动有趣、富有情感的张力和穿透

力的语言是基本手段 ,还可以借助表情、体态、动作等

肢体语言来传递无声的信息 ,用肯定、赞许、欣赏的目

光调控学生的心理状态 ,教师根据获得的学生心理变

化的实时反馈信息 ,即时调整教学策略 ,修改教学进

程 ,引导师生互动的方向.

3. 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多向互动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问题情境 ,主要的形式包

括录音录像转换的视频资料等真实情境 ,以及利用多

媒体技术制作的虚拟的或模拟的物理情境. 创设的问

题情境既要力求生动直观 ,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 ;又要

使问题具有明确的探究指向性 ,学生容易把握探究的

方向 ,促使课堂教学发展过程逻辑关系清晰 ,层次分

明. 如在高中物理动量守恒定律的教学中 ,在课堂教学

的开始阶段 ,播放两个溜冰人之间相互碰撞 ,两个台球

的相互碰撞 ,飞船与轨道对接等录像和计算机模拟动

画 ,营造真实和近乎真实的问题情境 ,以此为基础 ,师

生一起互动探究物体间相互作用前后的动量关系 . 如

将学生物理实验过程应用摄像机将其记录下来 ,经过

多媒体技术的编辑处理后在课堂上播放 ,让学生指出

其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错误操作 ,师生一起讨论得出正

确的实验操作步骤和方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的问题情境 ,可以将有关

材料存放在专门的网站上 ,让学生在课外自主进入网

站学习 .

4 　“问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应用举

例

下面以高中物理机械波的教学为例说明该模式的

实施过程 .

第一阶段 :创设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

在专门的学习网站上 ,链接水波、绳波和音叉振动

产生声波的视频资料 ,链接横波和纵波形成 ,及其波长

波速与周期三者关系的动画. 学生自主制定学习的目

标 ,自主选择学习方式 ,自主选择学习时间 ,自主选择

家庭或学校的因特网上网学习 . 借助网络设置问题情

境 ,在任务驱动下 ,进行自主独立探究. 对于不具备网

络条件的学校 ,可以采取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内容的方

式来营造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合作探究 .

第二阶段 :师生、生生互动探究

上课开始时 ,先以学习小组 (一般四人为一组) 为

单位交流自主学习成果 ,讨论学习中产生的问题 ,再由

小组派代表汇报研究心得 ,其他同学可以随时向报告

人质询 ,形成相互讨论、争辩的课堂氛围 . 在教师的引

导和点拨下 ,经过互动讨论 ,领会波的形成条件 ,理解

波长、波速与周期等概念 ,掌握波长、波速与周期三者

关系的计算.

第三阶段 :自主学习 ,巩固提高

学生利用教师提供或自己拥有的学习材料 ,自主

选择巩固练习的内容、练习的量 ,自主确定练习的时间

和地点 ,自主反馈评价学习成果.

“问题导引 ,互动探究 ,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实

施 ,通过整合课堂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优势 ,为学生拓

展了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在师生、生生互动中 ,在

实现知识学习的同时 ,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切

实有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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