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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钻研教材包括研究教学大纲、教科书和阅读有关教学参

考资料。钻研教学大纲，就是要了解教材体系和内容安排，

明确本学科教学目标要求、内容范围和教学方法上的要求。

钻研教科书是指教师要反复钻研、透彻地掌握教科书的全部

内容，包括教科书的编辑意图、组织结构、以及各章节的重

点、难点和关键。特别是要对教材进行深入发掘，融合贯通

，达到娴熟运用和溶化的境地。从要求上看，钻研教材要逐

步达到懂、透、化。懂，就是对教材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

、基本概念以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弄清楚。透，就是

对教材不仅懂得，而且很熟悉，能够运用自如。化，就是教

师的思想感情要和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溶合在一起。达到

了化的境界，才算是完全掌握了教材，精通了教材。对新教

师来说，要特别注意不能讲一节备一节。开学前至少要把一

本教科书读一遍，最好还要把前后两个年级的教材都看看。

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教过中学各年级教材后再教中学某一

年级，和只教中学某一年级是不一样的。他能够知道哪些知

识以前何时学过，是如何讲的，哪些知识是重点，后面要用

到。因此，作为新教师钻研教材，更要注意前后、上下贯通

，掌握教材体系的安排。教师在认真钻研教科书的基础上，

还应广泛阅读有关参考资料，并注意经常积累资料，以帮助

更好地吃透教材和补充教材。参阅有关教学资料和积累资料

贵在经常、持之以恒。教师平时要像蜜蜂采集百花花蜜一样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有意识地收集点滴教学资料，为上课

做准备。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不断汲取新知识，发

现新问题，学习新经验。教师钻研教材、积累资料，决不是

限于某一时期备课的要求，而是要精益求精地不断进行。有

经验的教师在自己的每节课的备课笔记后面留有空页，以便

上课以后及时记录课堂中所发现的、而在备课时未曾料到的

情况，包括教材阐释的精当、学生思想上的火花，或者思路

上的障碍等等。注意积累资料，有助于改进教学，使教学更

为丰富、精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教师上的每一节

课都可说是用终身的时间来准备的。二、了解学生要使备课

切合实际，有的放矢，教师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研究

学生，熟悉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心理特点，掌握学生一般的和

个别的各种情况。了解学生主要是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基础

、智力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和

学习习惯等。除一般了解外，还要根据每一课题（单元）的

具体备课情况，进行专门重点了解，研究学生在接受新课中

可能遇到哪些困难，会产生怎样的问题，会采取什么样的态

度，等等。这样，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切合实际。三、组织

教材、进行教学设计教师在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组织教材、设计教法。所谓组织教材，就是对教材作必要的

教学法上的加工，使它成为学生便于接受的东西。对教材的

加工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根据教材重点、难点、关键内容和

一般内容，确定讲解的详略，明确哪些材料要详讲，作必要

的补充，哪些可简单说明。②调整讲授次序，合理安排授课

内容的先后顺序。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有时可服从于学生

易于理解、教师易于讲解的需要，对教材阐述层次作必要的



调整。③理清教材知识结构，剖析教材层次及其内在逻辑联

系，考虑如何使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结构。④教材中的练习题

哪些可以用作讲解新教材的例题，哪些可以作课堂练习的题

目，哪些要作为课外作业来布置，要不要增加习题，有的习

题在形式或角度上要不要变换。在组织教材方面要注意防止

两种倾向：一是照本宣科，在教学中只是简单地复述教材内

容，既没有分析综合的讲解，又没有运用生动形象的事例加

以论述。另一种是完全把教材丢在一边，脱离教材内容的逻

辑结构，自己另组织一套内容体系，似乎要把自己学到的看

到的全部传给学生，以显得内容丰富；或是片面从高考、中

考出发，搞高难度的一套。对教材的正确处理应是，既紧扣

教材又不照本宣科，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把教材用准

、讲活。所谓教学设计，就是考虑如何组织教学活动，运用

恰当的方法，采取合理的进程，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具体

说来，教学设计就是要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确定课的类型

、结构、选择教学方法、规定教学进程等。教学设计的每个

方面，教师都要作多方面的周密细致的考虑，比如，以教法

设计来说，应考虑概念怎样引出，规律怎样得出；如何创设

情境，激起疑难，提出问题，启发思考，调动学习积极性；

如何从已知到未知，从旧知到新知，从感性和理性来帮助他

们接受和理解教材；如何通过剖析、解释、类比、辨异等方

法使学生化难为易，破难顺利，易于掌握；如何帮助学生形

成科学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如何设计练习，使学生学会运用

知识，培养能力等。四、制定三种教学实施计划（方案）教

师的备课在完成上述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制定三种

教学实施计划。1．学期（或学年）教学进度计划。这种计划



需在学年或学期开始前制订出来。制订教学进度计划，主要

是依据教学大纲关于授课时数的规定，从教材内容和学生的

实际出发，按照学期周数分配教学内容，安排一个学期的教

学进度，确定进度计划表，一般用表格来表示（见下表）。

学期教学进度计划 年 月 日科 目 班 级 任课教师 课本名称 编

辑者 出版处所 本学期教学目的要求 周次起讫月日教学时数教

材纲要作业及其他备 注1X XX X 2X XX X 3X XX X ⋯⋯⋯⋯

16X XX X 17X XX X 18X XX X 19X XX X 20X XX X 2．课题单元

计划。在学年或学期教学进度计划基础上，要就教科书中一

个单元或一个较大的课题，制定教学实施计划。这在强调单

元整体教学的要求下，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备课工作与下

一步的课时计划（教案设计）相比，有人称之为“粗备”。

课题计划的内容包括：课题名称，本课题的教学目的，本课

题的课时划分及各课时的主要内容，各课时的上课类型、教

学方法和教具的采用等。3．课时计划（教案）。编写每一课

时的教案，是备课工作中的“精备”、“细备”，是教学准

备中最为深入、具体、落实的一步。有了教案就好比生产施

工有了图纸，教师上课就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个完整的教

案应包括下列内容：上课班级、学科名称、授课时间、课题

、教学目的、课的类型、教学方法、教具、教学进程（步骤

）。其中，教学进程包括一堂课教学内容的详细安排、教学

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时间的分配，这是教案的主体部分。教案

有详略两种，主要区别在教学进程一栏写得详或略。一般说

来，新教师要写详细些，有经验的教师，对教材教法比较熟

悉，可以写得简略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