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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教学追求——最优化 

——读《教学过程最优化》有感 

徐晓军 

  “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提出的具有

较大影响的教育思想。在教学活动中，“最优化”应该成为我们

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用最适当的教学时间，最科学的教学方

法，取得尽可能大的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最优化原理抓住了教学论中的关键问题，即如何通

过合理地组织教学过程，既得到教学的最大可能效果，又不致造

成师生负担过重。巴班斯基认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标准有两个。

第一个准则是“每一个学生在教养、教育和发展三个方面都达到

他在该时期内实际可能达到的水平。”第二个准则是“学生和教

师都遵守有关课堂教学和家庭作业的时数规定。” 

    巴班斯基指出，教学过程的双边性决定了教授最优化方法与

学习最优化方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如果没有没有学生活

动的特定自我组织，教学最优化是不可思议的。其中包括：在教

师指导下，学生应当认清向他们提出的整个基本任务，把这些任

务作为行动的指南，不断地集中注意力于课题的主要问题上；设

法找出完成学习任务的最合理方案，通过及时的自我检查，力求

逐步调整自己的活动，扬长避短；在保证学习活动高质量的前提

下，合理使用时间并设法加快学习活动的速度；对工作效果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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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量做自我分析。在教师的妥善指导下，学生按照以上的要求

来组织学习活动，才符合学习最优化的准则。 

巴班斯基认为教学过程最优化包括了教学内容的最优化、教

学方法的最优化和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教学内容的最优化指教师在选择最优化的课堂教学内容应

该注意到一下几点：深入分析教科书的内容；从完整选择出来的

内容中找出最主要的、基本的、最本质的内容，以便在讲解、练

习时把注意力关注在这些内容上；进行科际协调时课堂教学内容

最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按照规定的教学时间安排课堂教学的内

容；保证以区别对待的办法来教育“优生”和“差生”，而且要

保证他们学习的教材不低于和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 

教学方法的最优化是指组织学习认知活动、激励学习认知活

动、检查学习认知活动效率等方法的最优化。而每一类教学方法，

都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教学方法组成。组织学习认知活动的方法：

口述法（讲述、讲演、谈话等）、直观法（演示仪器、指示图解

等）、实践法（练习、实验室实验、劳动活动等）。也可以分为

归纳法和演绎法以及问题探索法与复现法。激励学习认知活动的

方法：认知性游戏的方法、学习讨论法、鼓励的方法、创造学习

成功情境的方法、提出学习要求的方法等。检查学习认知活动效

率的方法：检查和自我检查可以通过口头检查、书面检查、实验

检查、个别检查、全班性检查等方法进行。 

巴班斯基强调要始终以完整辩证的观点对待教学过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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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际来选择教学方法。教师要掌握和选择适合于不同课型的

教学方法，就必须明确认识到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根据教学内容、

学生情况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为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创造良好

的条件。 

巴班斯基指出，“最优的”，就是“从一定标准来看是最好

的”。 对教学来说，需要的并不是大量的时间，而是合理地少

用时间。实践证明，那种只研究教材、不研究学情、生情的教学

往往是低效的，是衡南提高教学质量的。唯有两者紧密结合，才

能达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最优化教学，必定是教学相长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