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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常言道：好的开头便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导入像磁石,能把学生分散的思维一下子聚拢

起来；好的导入又是思想的电光石火,能给学生以启迪,提高整个智慧活动的积极性。智慧导入，就是教

师在实施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之前，通过简单的语言、行为或方式，引导学生较迅速和积极地进入学习

状态的教学行为方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兴趣和期待，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望，使教与学活

动得以顺利地展开，以此激活思维开发学生的智慧，提高课堂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教学研究；导入策略；开发智慧 

 

智，每日求知为智；慧，心灵丰满为慧。智慧就是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

解决的能力，是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与技能体系、非智力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

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德国教育家斯多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呼唤、鼓励。”[1]智慧导入，就是教师在实

施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之前，通过简单的语言、行为或方式，引导学生较迅速和积极地进入

学习状态的教学行为方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兴趣和期待，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

望，使教与学活动得以顺利地展开，以此激活思维开发学生的智慧，提高课堂效率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一、智慧导入的常用方法 

一堂课如同一首优美的散文，开头便要漂亮，引人入胜；一堂课又恰似一支动人的乐曲，

开头就要定好基调，扣人心弦……，常言道：好的开头便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导入像磁石,

能把学生分散的思维一下子聚拢起来；好的导入又是思想的电光石火,能给学生以启迪,提高

整个智慧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就要创造科学有效的导入形式,就必须把握学科特点、教学内

容，根据学生认知规律,运用喜闻乐见的导入形式导入新课。 

（一）旧知导入法 

在教学中既要注重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又要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基

础。同时还要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持续发展。因此在教学中不管采用哪一种

导入设计，都要为全课的教学目的和教学重点服务，与讲课的内容紧密相联，自然衔接。孔

子云：“温故而知新。”因此复习知识也是导入新课的常用方法。它的设计思路：复习与新

知识(新课内容)相关的旧知识(学生己学过的知识)，分析新旧知识的联系点，围绕新课主题

设问，让学生思考，教师点题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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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悬念法 

古人云：“学贵于思，思源于疑”。根据学生爱追根求源的心理特点，一上课就给学生

创造矛盾，提出问题，设置悬念引起注意。有些问题，在学生看来已是显然的事实，但要追

根溯源，却说不清，道不明；有些问题，在学生看来，根本不可能，却又是正确的。用这样

的问题导入，必将引起学生强烈的认知冲突，极度的关注问题的进展，从而有效地调动学生

的兴趣和注意力。因此在课堂教学导入时，利用巧妙设问造成悬念，让学生处于一种“不愤

不启，不悱不发”的状态，促使学生在高昂的求知欲望中探求知识，引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

趣。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使学生明确探究目标，给思维以方向；同时也使学生产生强烈的

探究欲望，给思维以动力。[2] 

（三）创设情境法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

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为此选好素材很重要，教材中呈现的素材可以借鉴

和利用，通过具体形象的描述，声情并茂的表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创造性的

使用教材，联系学生生活现象，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或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学习材料，把学

生熟悉、感兴趣的实例作为认识的背景材料，创设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有效情境，激活学

生的智慧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探索知识之中。这样不仅使学生感到亲切、自然，可以强化视觉

形象，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物。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尽快唤起学生的认知

行为，促成学生主动思考，为课堂的后继实施作好心智准备。[3] 

（四）故事诱导法 

“故事是儿童的一大需要”，学习的最好刺激又乃是对所要学的教材的兴趣。兴趣可以

孕育愿望，可以滋生动力。在新课教学中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故事，激发他们求知的情趣，

引导他们在欢乐中进入学习状态。 

（五）名言引入法 

名言警句是人类思想、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教师通过引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名言作为

引言，引导学生进入探索新知的情感。引用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名言名句导入新课，既渲染了

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又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六）“开门见山”法 

开门见山式的直接导入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导入方式，教师用三言两语直接阐明对学

生的目的要求，简洁明快地讲述或设问，引起学生的有意注意，使学生心中有数，诱发探求

新知识的兴趣。 

总之，导入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但无论用何种形式和方法导入新课都为了激发

学生求知欲望的兴趣，达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实现高效课堂。我们要在瞄准教材的重点、

难点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与教学内容，灵活设计，巧妙运用，使导入——这个教

学的“第一锤”，就敲在学生心灵上，迸发出迷人的火花。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根据学科

的特点、内容及课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导入方法。事实上，各种导入方法并不相互排斥，有时

几种方法的融合会使教学更加自然、和谐，更能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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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导入注意的问题 

课堂教学的导入形式多种多样，但不管采用什么形式的导入，其关键是要根据学生的心

理特点、教材特点，创设最佳的课堂氛围和环境，最终目的是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因素，激

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激情，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因

此，智慧导入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服务于学习目标 

课堂导入，一定要根据既定的学习目标来精心设计，它必须服务于学习目标，有利于学

习目标的实现，它应当成为完成学习目标的一个必要而有机的部分。导入，切忌牵强附会。 

（二）服从于教学的内容 

课堂导入，是教学内容的必要知识准备和补充，或者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

是有利于教学内容的学习与理解内容。导入的设计必须服从于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的需要。

导入，切忌“大杂烩”。 

（三）符合于学生的实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效果的好坏，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来体现。因而导入的设计要从

学生的实际出发，既要考虑学生的年龄，性格特征，又要考虑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小学生

宜采用形象直观的、趣味性强的导入方式。总之，导入必须符合于学生实际。 

（四）受制于课型的需要 

不同的课型，其导入方式显然有所不同，新授课更多的是注重温故知新、架桥铺路，寻

求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练习课则偏重于知识的巩固、应用和拓展；复习课则注重分析比

较、归纳总结，形成知识系统，提炼思想方法，积累学习经验。不能用新授课的导入去讲复

习课，也不能用复习课的导入去应付新授课，否则就起不到导入应起的作用。因此，导入设

计必须因课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五）遵循简洁性和多样性 

导入设计，要简洁、短小精炼，一般是二分钟左右，时间过长就会喧宾夺主。如果导入

的时间过短，又会使课堂导入显得苍白无力，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效果。另外，要注意

多种导入方式的灵活运用和几种导入的配合使用。 

（六）注意方法的灵活性。 

课堂导入，“导”无定法，切忌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教师应针对不同的教材和教学内

容采用灵活多变的课堂导入方式；即便是同一教材、同一教学内容，课堂导入的方法也应因

时因地因对象而异，既要具有趣味性又要兼顾启发性。[4] 

新一轮课改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课堂导入的空间和平台，挑战

是我们一线的教师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和智慧去设计和构思更好更利于教与学的导入，以此增

强学生学习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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