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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本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郭守乐１，王君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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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目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以教员为中心、以讲为主、知识本位的倾向，从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的目标出发，提出了建立以学员为中心、以学为主、以培养能力为主、突出学员自主学习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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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从产生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各国各类院校的主要教学形式，是学生获取知识和能力的主要渠道。
而一谈到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各种实践活动和第二课堂，而忽视了课堂教学在实

施创新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应主动顺应现代教育形势发展，改变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员为中

心、以讲为主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以学员为中心、以学为主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更好地发挥课堂教学

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中的作用。
一、当前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模式陈旧　传统的教育过分强调了教员的作用，把教员这种主导地位变成了主宰地位，教员

成了教学中心，包办了教学的一切，某些程度上教员教学的主要方法则是单方面的“满堂灌”。而学员则始终

处于被动地位，成了毫无生气的知识接受器，因而缺乏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没有了学习的主动性、积极

性、参与性。这是窒息学员思维，禁锢学员创造力的致命枷锁，是学员综合素质不高的重要原因。
（二）教学方法以教为主　传统的课堂教学强调的是教员的教，以教为主，课堂就是“讲堂”。教员往往

以“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身份对学员实施“保姆”式教学，总期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将无穷的知识无一遗漏的

灌输给学员。而学员则是被动的听，至于听了没有、听进去了多少、听懂了多少，许多教员则不去管它。以致

学员中有的心不在焉、似听非听，有的干脆闭目养神、昏昏欲睡，等着教员来为自己解惑释疑，告诉现成的答

案。这样就使原本应该生动活泼的教与学的共同活动变成了教员个人的单打独斗，成了教员的“独角戏”“一
言堂”。

（三）教学内容重知识传授　传统的课堂教学注重知识的学习，教员的主要任务是将书本知识原原本本

地传授给学员，重知识学习轻能力培养，重求同再现，轻求异创新。包括许多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也花

大量的时间用极大的精力去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在一些细枝末叶、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反复地阐释，不

太注重学员智力开发、思维训练和能力的培养。这是目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造成学员高分低能

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构建以学为本教学模式的意义
（一）创新教育观　构建以学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关键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教员是教学的主导，肩负

着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其主导地位勿庸置疑。因此，
教员应努力学习现代教育理论，不断吸纳新的教育思想，敢于摒弃那些头脑中固有的僵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

观念，树立现代军事教育观念，突出培养学员的综合素质，构建新型课堂教学模式。转变粗放式教育观念，树
立素质教育观念；转变关门教学的观念，树立开放式教学观念，转变以分数评人才优劣的观念，树立创新教学

观念；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要善于冲破传统教学框框的束缚，正确认识和处理教学中讲与学、教员与学员、知
识与能力的关系，摆正位置，分清主次，真正把学员看成教育的主体，当作学习的主人，把学员自学作为主要

的学习形式，把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的根本任务，确立以学为本的创新思想，强化超前意识，用前瞻性的

战略眼光，紧紧跟踪新的教育动向。树立具有时代特征和武警院校特色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努力实现

思想观念的更新。
（二）创新学习观　要强化学员的教学“主体”地位，努力实现教员与学员的角色转换。在教学中，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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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肩梯”“向导”“指导”上，教员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对教学全局的谋划设计上，研究驾驭

教学全局的艺术，精心设计好一门课、一堂课或一个专题，将学员带进知识的海洋、送往思维的太空，引导学

员在“大海”中畅游，在“太空”中飞翔，培养学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而不需包办教学的全过程。在具体

组织教学时，教员不宜对教学内容完完全全、一字不漏的进行阐释，只需进行必要的讲解和提示，主要讲重

点、难点和疑点，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员，以学员自学为主，给学员以足够的时间去观察、思考和实践，让学

员运用已学的知识自己分析、自己概括、自己解答教学中的问题，允许回答有错、允许答案不完整，并引导学

员开展互议、互查、互评，检验自学效果。在方法上要力避教员单向灌输的弊端，积极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学
导式、讨论式、问题式等教学方法，多开展师生间、学员间的对话、辩论、研讨、交流等多边活动，给学员多参与

教学的机会，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变“独角戏”为“群英会”，使学员由被动听到主动学，由学习的“奴隶”成
为学习主人，使课堂由“讲堂”成为“学堂”。

（三）创新能力观　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必要条件，无知必然无能。然而知识不等于能力，创新人才是未

来军事指挥人才的第一素质。学员需要的是管用的方法，不是简单的知识，是能力，不是空谈，是“猎枪”，不

是“干粮”。因此，必须在讲授必要知识的前提下，着力培养学员的实际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要强化创造

性思维训练，下功夫培养学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创造性思想是一种求新、无序、立体的思维方式，是人

类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教员在教学中要善于把传授知识和创新思维方法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多设计一些

能激发学员创造性思维的情景和问题，开展讨论研究，进行探索，引导学员观察、发现、综合问题，鼓励学员大

胆质疑，勇于标新立异，敢持歧见，培养学员思维的多向性和批判性，使学员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获得创造性

认识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以学为本教学模式构建
（一）创新学员学习方法　加强对学员学习方法的指导，指导学员掌握阅读、自习、思考、研讨等基本技

能及其规律，指导学员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途径和规律，使学员学会学习，提高学员独立获取知识和自主学

习、自我发展的能力。
（二）善于创设“仿真”环境　制造“临战”气氛（尤其是运用电化手段）进行情境教学，如模拟战场、模拟

监所、模拟法庭、模拟中队等，让学员担任一定角色，身临其境，亲自布兵摆阵、“弄刀舞枪”、施展拳脚。有些

课程可以将课堂由室内搬到室外，实地实兵，实情实景的开展教学，提高学员谋划决策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
还有些课程可运用案例教学，通过已经发生的成功或失败的事例，引导学员去剖析事件的经过和原因，总结

事件的经验与教训，探究内在规律，找出解决办法，提高学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注重讲示结合　在向学员讲授已形成了的知识结论的同时，注意运用提示、暗示、故意出错、留下

漏洞等方法，有意识地引导学员发现问题，另辟蹊径，实现创新。如教员在解析某一问题过程中，可边思、边

讲、边写，适时改变思路，重想、重讲，不断有所改动，使学员亲眼看到教员创造性思维和想象活动的实际过

程，引导学员进行创新思维，也可以不把全部教学内容和盘托出，而是有意识地在内容上留出一定的空白地

带，让学员自己去分析判断可能的结论。
（四）重构教学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发挥学员主体作用、培养学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十分重要。

因此，要努力创设一个民主平等宽松和谐愉悦的课堂氛围，使学员有“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真正形成有

利学员能力培养的适宜的“气候”“土壤”。首先，要处理好严格管理与严谨治学、集中统一与自由开放的关

系，将严格管理与“管严、统死”区别开来。在严守纪律、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要给学员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
让学员有发现、思考、想象的余地，应允许学员张扬个性，自由发表意见，与教员共同探讨问题；自习的内容可

以由学员自定，地点不一定非得在教室，可以在图书馆或其它地方；讨论的形式可以两人一组、三人一群进行

自由式的讨论。但要有相应的措施，教员应加强管理，放得开、收得拢，做到严而不死，活而不乱。其次，教员

要有民主意识和作风，善于营造民主气氛，经常征询学员的意见，不断改进教学。要注意师生情感的和谐与

沟通，多一些师生间的合作探讨，让学员敢质疑、敢争辩、敢创新、敢对书本和教员说“不”，形成尊师不畏师，
重本不唯本，好问不耻问的良好风尚。最后，要善于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途径开展形式各异、生动有趣、
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寓教于乐，寓学于乐，使学员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创新。

参考文献：
［１］　朱如珂．现代军校教学论（第一版）［Ｍ］．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　袁健康．军校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一版）［Ｍ］．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　孙管柱．武警院校创新教育论（第一版）［Ｍ］．北京：海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８第４期 郭守乐，王君达：以学为本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