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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学理探究、方法集萃、体悟反思、经典评介4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互动
教学的三种模式；浅谈互动式教学法的定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互动方式的理论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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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探索　　沈昊驹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在教学领域中被称为
‘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是指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教学案例为媒质，以个案分析为切入口，以学生
共同研究和观点碰撞为主要施教方式的一种教学方法，是被教育界公认为手段先进和效果显著的互动
教学方法。与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以案例为载体，通过师生的多维合作互
动，实现了教学模式由“授受型”向“研讨型”的转变，做到了“案例-理论一实践’’的有机结合，
培养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教学相长，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一种引导、启发式的教
学，是一种教学模式和方法上的创新。早在1870年前后，案例教学法就被用于哈佛大学法学教学，
到1910年，美国所有居于领先地位的法学院几乎都是采用案例方法教学，哈佛商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和之后又将该方法应用于商科的教学中。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案例方法在商科教育中已
经相当普遍。与此同时，美国大多数医学院也采用了案例教学法。但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案
例教学法才被逐渐运用到学科教育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案例教学的研究和应用再度进入兴盛时
期。　　一、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建构主义　　在过去的20年中，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类学习过程、
认知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种强调刺激、反应，把学习者看作是对外部刺激作出
被动反应的对象的理论，逐渐让位给认知学习理论--一种强调认知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并把学习者
看作是信息加工主体的理论。近年来，作为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也译作结构主义）学习理论在西方逐渐流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任何学习的发生都不是在白纸
上进行的，而是学习者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建立起联系，从内部通过创造、协调，对原有经验进行改
造和重组，对新知识进行意义建构。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是在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理论要点主要包括：建构主义知识观、学习观、课程观和教学观。建构主义知识
观主张创建一种开放的、浸润性的、积极互动的学习方式，以帮助学生克服知识的惰性，增强知识的
弹性，促进知识的迁移；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主张每个学习者都不应等待知识的传递，而应基于自己与
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赋予经验和意义，强调学习的积极性、建构性、积累性
、目标指导性、诊断与反思性、探究性、情境性、社会性以及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内
在驱动的学习；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用真实复杂的故事呈现问题，营造问题解决的氛围，以帮助学生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变事实性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启发学生的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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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习，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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