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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例教学“三步曲”看教师的主导作用 ①

王慧珍
（忻州师范学院 政教部，山西 忻州０３４０００）

摘　要：案例教学因其优于传统教学的优势，在教学界颇受青睐和关注，对其进行的研究也不少。但在实际的教学
过程中，要使案例教学真正起到实效，我们在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其实教师的主导作用更重要。以《思修》课为

例，分析教师在案例教学实施三个阶段中主导作用的发挥，希望为本课程的案例教学实践尽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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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把它作为一种真正的教学方法，是由哈佛大学的克里斯托

弗·哥伦布·郎得尔提出并使用的［１］。它是教师利用案例引发学生思考，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思维，

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挖掘思想精华，提高学生判断能力、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实现知识内化，

达到教学目的，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一种教学方法。当前，此教学法已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普遍

认可。但是，由于课程性质的差异，在一些课程中案例教学只起到教学辅助作用，在部分课程中却是行

之有效的主要教学方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由于其课程性质的特殊性，

主要任务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针对道德教育，传统说教式教育所起到的效果远不及案例教学。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极大地提高了《思修》课教学的实效性，这在我国教育界也成为一种共识。

２００５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
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真探索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２］４１９与此同

时，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了解案例教学的真谛，错误使用该教学方法的情形，阻碍了教学的有效进

行［３］。实施案例教学，教师必须具备科学的教学理念，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除了对教学理

念和相关理论的熟知，案例教学对老师的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反应能力和

信息资源加工整合能力。所以，一定的教学素质和教学能力是实施案例教学的教师必备的。在整个案

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不管是学生主体地位的保障、案例的加工选择、问题的设置、组织和引导讨论，还

是最后的讨论总结，无一能离开教师的主导作用。

１　教学准备阶段教师的角色定位和主导作用
１．１　案例的加工选择

案例是案例教学所依托的基本素材，其选择合适与否直接关系着案例教学的成败。选择与教学相

匹配的、能够激发起学生讨论热情的案例是教学的良好开始，也意味着教学的一半成功。不合适的案例

选取导致的结果可能会是课上学生发言“红火热闹”，课下却“一无所知”。要么，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学

生发言没兴趣，更谈不上教学内容的内化。所谓合适的案例，首先就是要有有案例所具备的特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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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案例要适合教学内容，能够很好地为教学目标服务。最后，案例要符合受教育对象的认知特点，这样

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发言积极性。

１．１．１　明确认识案例的特点
“案例”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但都具有以下基本特点：客观真实性、典型

性、教育性。作为教师，必须了解案例特点，选取合适的案例。案例的客观性一方面是针对案例材料的

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包含有一定情节、经过、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其可以是书面材料，也可以是客

观纪实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就是纯粹的客观描述，不带感情色彩，必须给与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教

师在案例加工的过程中要删除编者的议论性语言。比如，在讲授社会公德时，选取了“内地幼童在港商

场内大便”具备一定情节的案例，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评价，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案例材料

中却不能展现。等学生发言完毕，可以拿来做观点共享。另外，选取的案例一定要有典型性，能够典型

说明教学内容。教师一定要明白案例的这些特点，才会选择适合教学的案例。

１．１．２　深刻把握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在明确案例特点的同时，案例还要与教学内容关联，为教学目标服务。教学准备阶段，起主导作用

的教师必须深刻理解本课程整体的教学目标和通过案例教学所要实现的分目标，明确知道通过教学让

学生学会什么，明白哪些道理。在进行案例选择的时候也要有的放矢，服务于教学目标。

１．１．３　对教学对象有良好认知
案例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在课堂上讨论、活跃的主体是学生。作为教师，在案例的选取和问题的设

计上，还有整个课堂教学的组织过程中，一定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整体认知水平，《思修》课面对的

教育对象主要是大一新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和期待，案例材料要尽可能在紧扣教

学目标的同时能贴近学生的生活，使他们易于接受和认同，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讨论热情。

１．２　问题的设定
实现案例教学的实效性，问题的设定也很关键。问题的设定在与案例材料密切关联的同时，还要激

发起学生的思考，唤起其发言积极性。故问题的设定要具有技巧，不要对案例材料中一些已知的客观事

实进行提问，要对可能引起看法差异和分歧的地方设问，一方面，利于引导学生思考。另一方面可以将

讨论推向深入，学生在据理力争自己观点的同时反思别人的思想，利于教学内容的把握。

１．３　课堂应急预设
教学准备阶段，教师要对教学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进行预设，包括一些突发情况，这样在课

堂上才能面对各种情形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首先，对学生发言内容的各种可能性要进行预设。

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思维特点，教师要提前预想到各种情形的应急方案，及时应对，给与学生正确的引

导和纠正。其次，争论激烈导致的其他情形，比如跑题，甚至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语言或者人身攻

击。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牢牢把握教学主题，及时制止并引导，最大效率带领学生回归课堂，使教学按

照预期的目标进行。

２　组织讨论阶段教师的角色定位和主导作用
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在此环节的主导作用就是让讨论朝着有益于教学目标实现

的方向进行，做好启发者、引导者。此环节教师最容易进入角色误区：或者课堂气氛过于活跃和宽松，学

生发言天南海北，偏离主题，教师成了真正的旁观者；或者过于严厉，学生发言谨慎小心，讨论时顾虑太

多，深怕说错；或者介入学生间的纷争；或者教师发表观点过于频繁，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师起着宏观调

控作用，是“导演”。要及时启发学生，引导他们沿正确的方向分析并讨论案例，同时还要掌控教学的进

度，把握合适的时机，把问题引向深入，在有争议性的讨论中激发辩论。切记不能代替学生去表演。

２．１　课堂氛围的营造和创设
在发言开始时，教师一定要给学生创造和谐、宽松的教学环境，做好氛围的营造者。这样，学生才能

展示真实的自我，才会对问题和案例做出最真实的评价，而不会为了迎合某种理论和教材做出违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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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思修》课上的一些道德问题很具现实性，比如“老人跌倒没人扶”事件，面对类似案例，教师设问

“你会去扶吗”，学生本来也想说不敢扶，可是我们一贯的教育理念教育我们要见义勇为，迫于权威，他

可能会说“帮助别人是应该的，我会毫不犹豫去扶”。但是如果教师提前告诉学生案例教学的规则，他

们的发言可以不考虑老师对大家的期望，只要最真实的表达。这样，发言的内容较之以前可能会完全不

同。学生的真情实感是案例教学的根本。讨论顺利进行，理论才能找到实践的土壤。

２．２　良好的引导和调控
在发言进行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发挥好引导和调控作用。讨论可能发生偏离主题的现象，教师一

定要及时引导和调控，使他们的讨论及时回到案例所设立的问题，使讨论紧紧围绕主题进行。

２．３　及时的启发和深入
当学生的发言进行到一定程度，没有新的观点出现，还在原地兜圈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及时把问题

引向深入，启发他们进行深入思考，同时针对发言内容形成对立面的同学，一定要让他们力证自己的观

点，表达得越充分越好，还要询问反方对对方的发言有什么看法。当辩论双方的立论、论证充分说明了

己方立场的时候，教师便可以明确表达，进入总结阶段。教师总结是建立在对学生发言记录和加工的基

础上的，所以这一阶段教师还要用脑力或者借助工具做好发言记录，同时快速进行思维加工，对发言进

行梳理，为最后的总结阶段做准备。

总之，此阶段教师要具备良好的引导、激发能力。与此同时，要善于营造师生人格平等的愉悦学习

氛围，尊重学生的人格，认真听取发言，激发不同观点的碰撞，坦诚向学生学习，实现教学相长。

３　讨论总结阶段教师的角色定位和主导作用
总结阶段是把讨论内容和教学内容连接起来的关键步骤。此阶段要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梳理、归类、

整理，需要教师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教师的主要作用是画龙点睛，将学生讨论

的内容和所学理论融会贯通。这一阶段与讨论阶段密切相连，其实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教师的知识梳

理工作已经开始。精确的表达和总结可以给学生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引导学生把发言内容与教学内

容紧密相联，同时回到教学目标，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良好结合。反之，如果总结不善，很容易发生发言内

容和教学内容“两层皮”的状态，各自停留在各自的层面上，案例教学的效果难以实现最大化。

这一阶段，首先要对发言内容进行分类、概括，尽可能做到全面、实事求是。总结完毕，还可以咨询

学生有无总结不到的方面，师生共同努力予以完善。然后，还要对发言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和提炼，密切

联系教学内容，内化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为了教学效果的有效提升，课后教师及时的教学反思也

是必须的。思考自己在整个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各环节中存在的不足，详细询问学生的心理感受，虚心

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教学，提升教学水平。

综合以上案例教学实施的“三步曲”，不管是案例的加工选择，还是讨论的组织实施和最后的总结

阶段，步步都离不开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教师既是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是引导者和调控者，是整个案

例教学的掌舵者，其主导作用发挥得好与否，直接关系着案例教学的成败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可以说，

没有良好的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就没有成功的案例教学。

参考文献：

［１］李月玲，张莉．案例教学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Ｊ］．黑龙江教育，２０１３（５）：３８－４０．
［２］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邓纯余．思想政治教育案例教学再认识［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０２）：６３－６５．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７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