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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的探究

许本庆
夏津县宋楼镇中心小学�山东�德州��253219

摘�要：随着我国科技迅速发展及社会对于复合性人才的需求，传统教学模式已很难满足教学要求，尤其是对于

乡镇初级中学基础教育，迫切需要我们对当前教学模式进行改进，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果，增强学生对于信息技术

的内化和运用能力。本文提出了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它是在传统案例教学基础上，学生能动地对案例进行深度

信息挖掘、独立分析、知识的内化与应用，达到培养综合素质的目的。并通过初中生课堂实践表明，该教学模式可以

充分发挥学生主观动能性，使学生对信息分析、处理和表述能力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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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教育阶段是学生知识架构重建的重要环

节。它虽有小学阶段已储备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针

对初中阶段心理特点而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性地知识内化

及运用能力，以适应信息及技术快速迭代发展的社会对

后续教育的素质需求。目前我国高校教学中广泛应用案

例式教学模式[1]，一些高中也在尝试案例教学，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在一定程序上得以调动。

结合初中阶段学生心理特点，本文提出了适用于初

中课程的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

1��案例教学模式的发展

1.1  案例教学的发展简述
该教学法源于上世纪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所提出。案例源于商业领域的
一些真实事件，通过场景模拟还原来与案例分析来引导

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并产生显著绩效[2]。到上世纪

80年代，才受到教育教学的重视，尤其是1986年美国卡
内基小组(Carnegie Task Force)提出 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lst Century的报告书中，特别推荐案例
教学法在教育教学中的价值，并将其视为一种较为有效

的教学模式[3]。国内教育界自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案例
教学法的研究与实施。

这是一种师生直接参与，共同对案例或疑难问题进

行讨论的教学方法。其过程为：（1）.确定题目，收集
信息；（2）.形成教学案例；（3）.小组讨论；（4）.小
组成员角色轮值；（5）.归纳总结小组意见。在讨论过
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提问，进而学习

到独立思考、沟通表述、解决不同意见、尊重他人等能

力。案例教学法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

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

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1.2  案例教学的不足
案例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事前准备案例教材，以

及花费时间较多，使该教学法受到一些应用上限制。教

师要深入教材，确定讨论题目，设计案例，将案例布

置给学生，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展开讨论，案例教学的成

功与否与效果很大程度上与教师的水平密切相关，需要

教师在其中做大量工作，虽然在讨论过程中调动了学生

积极性和思维的活跃性，但仍为“半填鸭”式教学：教

师把案例给学生，由学生自主理解。对于初中生来说，

使用案例教学方法可以提高课堂效率，但学生的信息获

取处理，及独立分析难以得到培养，思维缺少深度和广

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难以得到锻炼。

2��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

2.1  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的提出及特点
近代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新兴技术

的不断推出，无不与高素质人才持续创新密切关联。在

第三十九个教师节给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信中，习近平主

席强调 “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和“求是创新”，

从而推动教育事业为国家输出更多优质人才，进一步推

动科技进步。根据对优质的人才基础培养的目标，结合

初中生在成人初显期（表现为自我意识高涨、强烈的成

人感）和寻求认同感（从经验型向理论型过渡、辩证思

维萌发、开始形成更成熟的自我形象）的特点[4]，本文

提出的教学模式可以界定为学生发挥主体性，根据所学

内容挖掘实际应用案例，对其分析展示并研讨的教学过

程。“应用”在于使学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鉴前人

的知识、经验或成果，使自己能够快速学以致用；“研

讨”则在于通过激发学生“成人感”、“独立意识”与

其他学生的讨论获得作为主体的满足感，促使学生向平

衡状态（理论型、辩证思维）正向发展，从而得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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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润心”。这一过程，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使其有机

会来阐述自己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及应用，一改以往老师

“一言堂”的状态，在讨论中将知识点以多视角形式展

现出来。其特点是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自主选择应用案

例，通过分析讨论，将知识巩固内化。在其他人的阐述

展示过程中，学生相互间也会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对比，

高涨的自我意识心理会在自身与表现优异者之间定位差

距，并在意识层面地进行一系列地自我负反馈调整，缩

小与优异者之前的差距，从而在整体上会取得较好的课

堂学习效果。

2.2  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与传统的案例教学法不同
之处

传统案例教学法中教师是案例教学的组织者。教师

搜集资料，组织案例，并引导学生深入学习讨论；学生

根据老师布置的案例进行学习讨论，从而得出解决方

案。教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例教学实施的效

果。在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中，教师把学习主动权交给

学生，使每个学生都有亲自搜集信息，自选案例的机

会，展示分析并共同研讨，学生的努力程度及对知识的

掌握情况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便于教师对学生的知识

理解偏差或表述方式进行指导，其他学生的提问也会从

另一方面反映出该学生是否将知识理解得透彻。

2.3  应用研讨型案例式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
培养

目前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带来的信息体量巨

大，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是否有能力获取、筛选、将

有效部分为自己所用，而不在诸多繁杂信息中迷失，培

养有效信息获取的能力，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至关

重要。在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获取最新的科技前沿信息与科研成

果，充实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当中。初中教学是以多学科

的基础知识传播为主，教师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

学生对于知识点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支配权，注重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思辨方式和思

维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传授知识，应力图通过对新技术

原理中涉及到的基础学科知识进行剖析，创设有利于创

造性发挥的环境，使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向主动深入的

探索性学习，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

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

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3��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的课堂步骤

1、教师通过初步为学生搭建课程的基础知识平台，
让学生对课程有基本的了解，并将课程按教材内容的内

在联系性划分为若干模块，特别是与实际联系比较密切

的课程。

2、由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内
容模块。再根据模块内容，通过网络资源查找相关信息

资料，寻求实际应用中的案例，分析案例的解决方案，

并且要准备相应的基础知识。这个阶段是培养学生检索

搜集资料和分析思考能力的重要阶段。学生的知识内容

获得和技能、技巧的掌握都是在此过程中完成的。在对

应用案例的分析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自己理解与运用知

识之间的差距，这种感受将会激励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

涉猎范围，从而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再返回到应用案例

中进一步巩固知识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要考虑学生知识储备情况，教师与学生就

应用案例应有多次沟通，适当引导及裁剪，以便于知识

点的聚焦，但仍要尊重学生的选择。

3、学生在课堂上用多媒体或其他方式将案例进行
剖析讲解，阐述自己的分析思路和对知识的理解。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实际上更多地从讲台前站到了学生的背

后，这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可使学生有展示自己

能力的机会，对学生的表述能力和思维逻辑是非常好的

锻炼。

4、针对于该学生的剖析表述，教师及其他学生有可
以提出疑问或自己的观点，及时反馈信息，共同研讨，

相互启发。在思考问题、提问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研讨过

程中，学生激发了思维的活跃性，通过深入思考，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讨论中，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或解决问题

的更好方法。在研讨过程中，师生在思维层次上共同参

与，对问题深度分析，学生能够将知识巩固强化 [5]。通

过共同研讨，实现知识共享，经验共享，能力互补，教

学相长，更重要的是锻炼提高了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

创新思维。

5、教师针对学生对案例的分析研讨进行评判总结，
指出讨论中的错误之处及其原因，对不完整、不准确的

地方给予补充和更正，并对理论知识、前沿性成果进行

适当补充。案例中涉及的知识有可能比较零散，需要教

师对这些知识进行系统地阐述。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使学生亲身体会到理论知识在

现实中的应用，达到了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根据直接

或间接反应的问题，使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

做到教学重点得到巩固和强化，难点得到解决和突破[6]。

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向主动的探索性学习，进

而提高研究分析能力，学会处理反馈信息，注重研究过

程。而且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质疑解答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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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锻炼同学们的表达能力，如何组织语言，层层深入，

或旁征博引，用自己活跃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说服

他人，使大家能够非常透彻地理解案例的分析过程。通

过自己对案例的阐述及对其他同学的提问，来提高学生

的自信心，并将学生的才华展现出来，例如口才，思辨

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及思维严密性等。进一步使学生

充分深入自己感兴趣的前沿课题，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调动学生从事科研积极性。

学生成绩的评定是通过该学生对知识理解程度，表

述方式，表达技巧，以及其他学生对该学生讲授的综合

评价来确定的。这样由师生共同来评定学生的成绩，避

免了老师单独评价时主观因素的主导作用。因此，对学

生的成绩评定更客观，更全面，更合理。

4��应用研讨型教学模式的课堂实践

该教学模式的实施对象是山东省夏津县宋楼镇2020
级初中生，该级部有5个班，217名学生，教改组选择
2021学年第一、二学期、2022学年第一学期的物理课
程，开展该教学模式实践活动。

学生们从声学、光学、热学、力学、电磁学等子学

科或交叉学科的前沿创新事件或科技热点作为案例，挖

掘案例背后的物理学相关知识点，从基本概念，数学

模型公式的运用，到课件的制作，案例的展示、讲解与

研讨，对该教学模式进行课堂实践。期间涌现出多个优

秀案例，如：案例一，学生选择了2021年5月天问一号
探测器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着陆区的案例，涉及到了运

动和力、功和机械能、电磁学的相关知识点；优秀案例

二，学生选择了自供电软体机器人成功下潜马里亚纳海

沟的案例，覆盖了液体压强、浮力相关知识点；优秀案

例三，学生选择了一款激光武器的案例，对光现象、透

镜、内能、电功率知识点进行了详尽阐述与讨论。

教改组核心成员在课堂观摩期间，切身体会到了学

生们对于该教学模式的极大兴趣，课堂气氛较传统教学

模式明显活跃。从信息搜集到课堂的研讨，学生将知识

点融会贯通、充分内化与运用。

5��总结

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大大地缩短了课堂教学与

实际运用的差距。能体现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成果、

知识和技术，并将其回归充实到课堂教学活动中，这

样教学效果才能适应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

要。尤其对于紧密联系实际的学科，该模式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应试教学模式的不足，进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

平。通过初中课程“物理”的课堂实践证明，该应用研

讨型案例教学模式可以显著地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

果，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通过课程

结束后的调查，同学们反馈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该教学

模式不但启发和培养了同学们的信息获取和知识运用能

力，也提高了语言组织表述水平和逻辑沟通能力。

本文为完善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改进建议，同时也

使学生能够认识到现在教学模式不完善之处，注重自己

学习方式的改进，进而有针对性提高自己各方面水平。

但应用研讨型案例教学模式对教师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教师对于交叉学科的理论储备、知识运用和对

学生综评指导三方面要有较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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