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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框架的课堂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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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大学的特点出发
,

指出课堂在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应起到框架作用
。

首先分析课程大纲
,

确定框架内容
,

再重点讲述
。

指出课堂内容的组织应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
,

注重培养兴趣和学习方法
。

本文提

出的方法在教学中得到实践
,

并获得较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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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大学教育中课堂是非常重要的
,

这是因为大学

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较少
,

主要集中在课堂上
。

课堂就是教师发挥作用的舞台
,

那么如何让课堂发

挥最大的作用就是教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

由于大学

生自学能力较强
,

课堂不应单纯传授知识
,

重要的

是要有激发学生兴趣
,

展示学科魅力和教会解决问

题的方法
。

课堂应高屋建瓶地搭建学科全貌
,

课堂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应起到框架作用
。

本文对课堂在

教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
,

指出目前面向书本的课

堂内容组织方法的缺点
,

提出课堂的框架地位
,

并

指出课程内容的组织应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
,

注重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

的自学就可比作添砖加瓦
,

未来的继续学习就象继

续增加建筑的高度
。

由此可见
,

采用框架结构有利

于充分发挥课堂的中流砒柱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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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内容的划分
二

、

课堂应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框架

作用

目前
,

课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传授知识的

过程
。

课堂的内容按照书本组织
。

这种方法忽视了

课堂对课外的指导作用
,

忽视了大学生是一个主观

能动性很强的对象
。

这种教学方法照本宜科
,

不能

充分发挥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
。

在教学过程中
,

学生是教学对象和目的
,

因此

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应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

那么
,

在学生学习课程的过程中
,

课堂怎样才能发挥最大

作用呢? 如果把课程比作一座建筑
,

那么课堂在建

筑中就应起到框架作用
。

在框架打好的基础上
,

再

添砖加瓦的工作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

并且还有利于

建筑向高处发展
。

课堂将课程的框架打好后
,

学生

采用框架结构后
,

课程的内容被分成框架内容

和非框架内容
。

课程内容主次分明
,

重点突出
,

有

利于学生把握重点
,

将基础打牢
。

避免了学生主次

不分
,

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盲目学习方法
。

三
、

如何构建课程的框架

将课堂定位为课程的框架后
,

首先遇到的问题

就是如何构建框架
,

就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
,

确

定属于重点教学的框架内容
。

在构建课程框架时
,

需遵循以下原则
:

(一 ) 新概念是框架的甚石

一门课程实质就是一些新概念和这些概念所引

伸的内容
。

新概念对于课程非常重要
,

是教学的主

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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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似都分取有代表性的内容作为框架

课程中总有部分内容有相似之处
,

学生若掌握了

一部分内容
,

再去学别的内容相对比较容易
。

因此
,

对

这些部分内容的处理方法就是取典型部分作为框架
。

‘三 )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框架的皿要内容

对于学生而言
,

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最重

要的
。

通过解决问题将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
、

融会

贯通
,

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框架的重要内容
。

【四) 应用实例反映了框架的全貌

课程内容往往是从实际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
,

而学习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要返回实际应用
。

应用实

例将提高学生兴趣
,

有利于学生了解框架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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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力电子与电机控制课程的框架结构

笔者多年从事
“

电力电子与电机控制
”

课程的

教学
。

课程内容较多
,

覆盖
“

电力电子
”

和
“

电机

控制
”

两部分的内容
。

由于学时相对有限
,

如何在

有限的学时内让学生抓住精髓
,

建立认识
,

为将来

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

是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
。

建立框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

在 2以万年春季学期对教学内容作了进一步归

纳
,

建立若干重要知识点
,

这些知识点是学生需要

重点掌握的内容
。

这些知识点构建成了课程的框

架
。

在课程内容中
,

选取功率二极管
、

桥式整流电

路
、

降压型斩波电路
、

直流电机和可编程序控制器

作为重要知识点
,

是框架的支柱
。

而直流调速系统

是一个综合内容
,

作为框架的横梁
。

在课程框架确定后
,

围绕这些框架内容
,

对课

程进行了重点建设
,

在时间上也充分保障
,

使学生

在重点内容上吃透
,

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

例如在

讲述直流斩波电路时
,

对降压型斩波电路进行重点

讲述
,

讲述了三种分析方法
,

而这些方法对于分析

其他的斩波电路也是适用的
,

因此学生掌握了分析

方法后
,

再学习其他电路就容易多了
。

四
、

如何打好框架

构建了课程的框架后
,

框架内容要作为教学重

点
,

要打好框架
,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

(一 ) 注1 新概念的引入

课程内容宽
,

概念多
。

许多概念都是学生第一

次接触
,

并且这些概念都是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
。

概念是一门学科的基础
,

是必须掌握的知识点
。

而

对于未人门者而言
,

概念是一个新鲜事物
,

又有着

丰富的内涵
。

因此学生对新概念都很好奇
,

在教学

中如果巧妙的利用这种好奇心
,

在讲述概念时作充

分准备
,

那么教学效果就可以事半功倍
。

在教学实践中注重新概念的引人
,

对于每一个

新概念
,

先介绍相关知识
,

使同学们对概念的背景

有充分的了解
。

再引人概念
,

对概念的内涵作充分

讲解
。

注重从多个角度对概念进行描述
,

如概念在

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

应用以及由概念而引发的

相关知识
。

如介绍电力电子器件时
,

则突出与以往

学过的电子元件的区别
,

分别从结构
、

原理
、

应用

三个角度进行讲述
,

并列举大量例子图片和实物
,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

在介绍电机时
,

则从电

梯
、

家用电器中引出电机的概念
,

并特别从本院科

研中阐述电机的作用
,

如在介绍机器人
、

磁悬浮列

车中学生理解了力矩电机和直线电机
。

‘二 ) 板书与课件相结合

在教学中如单纯依靠课件会有以下缺点
:

(l) 不好做笔记
,

因为学生难以把握重点 ;

(2) 没有思考时间
,

课件大大加快了授课节

奏
,

如学生一个间题没有弄清楚
,

他将没有时间深

人思考 ;

(3) 降低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

课件大大减少

了老师画图和书写的时间
,

如单纯利用课件
,

一堂

课的内容将大大增加
,

课件教学将演变成典型的填

鸭式教学或
“

看电影
” ,

学生易感觉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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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采用板书和课件相结合的方法
,

既重

视课件的优势
,

又结合传统板书的特点
。

具体方法

视课程内容而定
。

当讲述的内容偏于介绍性时
,

如

介绍各种器件
、

电器时
,

则充分利用课件信息大的

特点 ; 当讲述工作原理时
,

如电机工作原理
,

则利

用课件形象生动的特点
,

利用板书对课件内容小

结
。

对于公式推导
、

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
、

P扰 程

序设计等需要发动学生参与的内容均采用板书推

导
。

实践证明
,

板书可侧重推导过程
,

给学生更多

的思考时间
,

与教师的提问相结合
,

将更有利于学

生的消化吸收
。

(三 ) 充分利用动画演示手段

目前计算机广泛介人教学
,

给教学带来了深刻

的影响
。

教师通过利用多媒体软件
,

可方便地作出

生动形象的动画演示
。

这与以前单纯依靠黑板教学

相比
,

有了实质性的飞跃
。

在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

内容
,

通过动画可以大大降低理解的难度
,

同时图

文并茂的动画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

在制作动画演示时
,

需要注意思路的引导和连

续性
,

力求简洁
,

突出重点
。

避免将动画演示变成

看电影
,

教师需要主动介人
,

适时讲解并及时归

纳
。

课程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
“

电力电子变流电

路
” ,

该部分主要是介绍电路结构
,

讲解原理和定

量分析
。

从以往的教学来看
,

电路原理学生反映理

解的难度较大
。

因此在讲述电路工作原理上充分利

用动画演示
,

如在讲解整流电路时
,

当各相相电压

变化时
,

二极管的工作状况发生变化
。

因此在开关

状态组合变化时
,

利用
“

擦除
”

的动画效果形象地

表达了换流前后的过程
,

并配合板书和口头讲解
。

实践证明
,

动画让电路的原理不再深奥难懂
,

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理解深度
。

《四 )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

认真组织好每一堂课

在教学中始终要注意的是
,

我们的授课对象是

人
。

那么对于一个人而言
,

其思维有一个启发
、

活

跃再到高潮的过程
,

过于紧张和过于放松都是不可

取的
。

因此在教学中如以人的思维为本组织课堂内

容
,

则可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

降低学生上课时

的紧张感
,

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兴趣
。

在教学中注重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组织好每一堂

课的内容
,

一堂课虽然从内容上仅为教学内容的一

部分
,

是分散的
,

但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

每堂课应

是一个完整的
、

而又符合人性的思维过程
。

一堂课

上既要有繁琐的公式推导
,

又要有思维得到放松的

一刻 ; 既要有老师的讲述
,

也要有学生的参与
。

此外
,

在教学中注意设置一个小高潮让学生得

到放松
。

例如在学习交流电机时
,

在学习完交流电

机的原理后
,

学生们均感觉比较吃力
,

因为思维一

直比较紧张
。

这时我讲了大学生发明交流电机的故

事
,

使得课堂气氛得到了较好的放松
。

五
、

结论

由于大学教学的特点
,

课堂在学生课程学习的

过程中应起到什么作用
,

是每一个大学教师在教学

中应不断深思的问题
。

本文提出课堂在课程学习中

应起到框架作用
,

教师通过课堂为学生搭起了框

架
,

这将有利于明确课堂的指导作用
,

有利于充分

发挥教师的作用
,

也有利于学生未来的学习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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