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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一

本学期已经教过的内容有:

1、怎样提问题；

2、怎样把问题变成课题；

3、如何研究课题；

4、怎样查找资料；

5、教学评价；

有些教学内容在本学期教学中有涉及，但没有拿出课时讲授，
在下学期的教学中要作专门的讲解，如:调查与采访；课题研
究结果的呈现方式等。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基于自身兴趣，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
社会和学生自身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主动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

研究性学习强调:

2、增强学生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并经历科学研究的方法，



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4、使学生学会分享与合作，养成科学态度与科学道德。

从研究性学习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知道，研究性学习课程开设
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究意识、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收集信息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实践的能力、合作的能力。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
思维的训练过程，在思维训练中，首先就是训练善于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其次是思维的目的和方向；第三是开阔思路、
知识准备、选择方法。对学生的所有能力训练，都要在学生
参与的活动中进行，教师起一个引导和指导的作用。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二

本学期已经教过的内容有：

1、怎样提问题；

2、怎样把问题变成课题；

3、如何研究课题；

4、怎样查找资料；

5、教学评价；

有些教学内容在本学期教学中有涉及，但没有拿出课时讲授，
在下学期的教学中要作专门的讲解，如：调查与采访；课题
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等。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基于自身兴趣，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
社会和学生自身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主动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



2、增强学生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并经历科学研究的方法，
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4、使学生学会分享与合作，养成科学态度与科学道德。

从研究性学习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知道，研究性学习课程开设
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究意识、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收集信息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实践的能力、合作的能力。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
思维的训练过程，在思维训练中，首先就是训练善于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其次是思维的目的和方向；第三是开阔思路、
知识准备、选择方法。对学生的所有能力训练，都要在学生
参与的活动中进行，教师起一个引导和指导的作用。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三

1、选题意义和背景。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模式，研究性学习能激发学生
对学科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能主动对所学内
容进行探索和研究。研究性学习不仅注重对学科知识的传授，
也致力于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协作能力、批判精神、严谨作
风来影响学生，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提高创新探索
能力。笔者进行了一些调查以了解目前研究性学习的现状。
调查表明，目前很多学校将研究性学习定位成学生做课题研
究。课题研究对培养学生的探究和科研能力当然有一定的好
处，但是，‘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探究，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
能力要求相当高，学生面对这个庞大的工程，常常感到力不
从心。另外，一个课题的完成，通常要耗费半个学期甚至一
个学期的时间，由于学生的常规学习任务的影响，这种单一
的长时间的课题研究，往往到最后就流于形式，草草收尾，
学生借助网络、书籍，上交一份不是自己研究的研究报告，
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学生无论上了多少
节研究性学习课，无论研究了多少个问题，书写了多少份调



查报告，最终都会成为“瞎子摸象”，偏离研究性学习的宗
旨。

针对目前的两大问题：数学课堂的40分钟，惜时如金，用于
深入探究的时间不够；研究性学习课题耗时长，学生完成困
难较大且收效甚微。于是，笔者考虑，能否将数学课堂教学
与研究性学习相整合，找到两者的结合的平衡点，让研究性
学习真正发挥其功效。

2、论文综述/研究基础。

2。1，国外研究性学习的发展与现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
统的以掌握文化知识为授课目的和以讲授式作。为主要教学
模式的教育体系已经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新型人才，
教育改革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

从十八世纪以来，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研究性学习浪潮。第
一次是在l8世纪末到l9世纪初的欧洲，在受“启蒙运动”的启
发之后，卢梭、福路贝尔、裴斯泰洛齐等人倡导“要理性思
维”的研究性学习浪潮。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
美国，这次倡导研究性学习主要是因为实验科学的迅猛发展，
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目的是培养出具有
适应及改造自然和社会能力的人才。第三次是在20世纪50年
代到70年代的欧美、亚洲等各国，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布鲁纳
等人，他们对“探究学习”、“发现学习”的合理性从理论
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与发达国家相比，研究性学习在我国的起步较晚，我们应该
多了解一些先进的理论，借鉴各国实践的成功经验，使我国
的课程改革得到更好发展。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杜
威提出围绕问题组织教学，形成了“问题教学法”。在问题
教学法中，教师设计问题必须考虑学生的情况、已掌握的知
识、直接经验，问题必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创设
符合生活实际的经验情境，引导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问题的答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动生成教学内容。“问
题教学法”强调的是在“做中学”，“做”即要求学生动手、
动脑，自己操作，在“做”的同时进行反思，最终获得新知
识。由此可见，“问题教学法”带着浓重的研究色彩，是让
学生在研究中主动构建和成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也
有与研究性教学相类似的主张，他认为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过
程就类似于科学家探求知识的过程，教学时应鼓励学生自己
去发现，提出疑问，然后自己解决自己的疑问。学生应在探
索中发现新知识，把握住学科的基本结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对高中生开设的社会研究课，说明
美国对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及其重视，而研究课最显着的特
点就是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日本的综合性学习课程，也有
其独特之处：

第一，学校根据其教学目标和办学理念自己j编写教材；第二，
综合活动课程注重操作性、体验性，是对分科学习内容的综
合应用；第三，综合活动课程的课时安排较灵活，可以根据
课程内容来安排上课时间，少则一节课，多则一天；第四，
综合活动课程的方式多样化，可以打破班级这一基本教学单
位，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分组；第五，综合活动课程不是由
固定的教师负责，而是由全校教师共同参与组织，还可以邀
请校外专家前来指导。

世界各国的研究性学习，其操作的方式方法虽然各不相同，
但是在学生培养的方向上是统一的，教育理念和出发点如出
一辙。

2。2我国数学研究性学习的发展与现状分析研究性学习的理
念在我国古代教育家们智慧的教学思想中早就有所体现，如
孔子推崇的“学、思、问”及启发式教学，孟子和朱熹所倡
导的批判、怀疑精神。

20xx年1月3l日，《全国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实验修订



稿）））中新增综合实践活动课，至20xx年4月，《普通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提出要通过自主探索，小组
合作，动手实践、自主阅读等不同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积极探索的学习能力，让学生经历数学探索、数学创造的过
程。笔者经过观察发现，目前高中的研究性学习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以笔者所在的无锡市第一中学为例，在高二安排了
每周一课时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学生一般会用半个学期（大
概10课时左右）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并提交一份研究性学习
报告。具体流程是：学生按兴趣自行分组，每组讨论自主选
择一个感兴趣的或者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确定了研究课题之
后，学生自行分配任务。由于论文完成的周期较长，小组课
题各不相同，再加上教师可能本身对学生所研究问题并不是
十—分熟悉，所以教师未必能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如果说传统教学是“灌输式”的，那目前这种研究性学习就是
“放羊式”的。作为一线的数学教师，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方
式，将学科教学和研究性学习有机整合起来，让学生在课堂
上高效掌握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优秀文化和规律
性知识，同时又能学以致用，通过实践研究积累经验。

3、参考文献。

[1]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解
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xx，04。

[2]李其龙，张可创。研究性学习国际视野[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xx。

[3]夏锦文，程晓樵。研究性教学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阴。
中国大学教学，20xx（12）：25—28。

[4]徐凤生。研究性教学的理论探讨与实践[j]。高等理科教
育，20xx，6）：44—48。



[5]史曼莉，姚利民，康雯，蒋家琼。研究性教学思想发展初
探[m]。大学教育科学20xx（6）：35—40。

[6]黄丽芳浅论高中数学研究性教学的内容选择与学生问题意
识的培养。新课程研究，20xx（6）：10—12。

[7]叶建华。数学课程中的研究性教学方式[j]。成都教育学院
学报，20xx（9）：66—67。

[8]刘伟忠。研究性教学中的难点与实施重点[j]。中国高等教
育，20xx（24）：42—43。

[9]张志亚。对结合各学科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几点思考[j]。教
育科学研究，20xx（6）：25—28。

[10]柴华芳。高中数学课中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j]。学周
刊，20xx（9）：181。

[12]李兵。学科教学与研究性学习[j]宁波大学学报。20xx（3）：
22—26。

[13]黄惠蓉。现代数学与研究型课程整合的探索与思考[j]。现
代中小学教育，20xx（4）：13一l5。

[14]刘兴华，周春荔。试论中学数学的研究性学习[j]。首都师
范大学学报，20xx（增刊）：106—110。

[15]杨红艳。浅谈数学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j]。科学教
育，20xx（2）：79。

[16]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一与课程实施者对话[j]。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66。



[17]李莹。高中数学教育中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初探[j]。赤
子20xx（12）：293。

[18]钟启泉，崔允都。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一一师范生读本
〔ml，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3。

[19]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一一教育智慧的意蕴cm。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xx，13。

[20]连文刚。高中生数学学习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中学教研，
20xx（6）：30。

[21]吕林海等。数学研究性学习的三种实施模式初探[j]。数学
教育学报，20xx（2）：85。

[22]马玉焕。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一一浅谈高中数
学的研究性学习[j]。教育实践与研究（中学版），20xx
（04）：4l—43。

[23]王爱芬。国外及我国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综述[j]。教育理论
与实践，20xx，04：48—5。

[24]叶纪林。20xx国外研究性学习的现状、特点及启示阴。天
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xx（02）：53—56。

[25]金鑫华。高中数学研究性学习的实践和认识[j]。上海中学
数学，20xx，o5：22—23。

[26]华志远。发掘教材引言中“引”的功能[j]。中学数
学，20xx，3：4—5。

[27]华志远。cal在圆锥曲线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j]。中学数学，
，03：25—27。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四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模式，研究性学习能激发学生
对学科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能主动对所学内
容进行探索和研究。研究性学习不仅注重对学科知识的传授，
也致力于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协作能力、批判精神、严谨作
风来影响学生，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提高创新探索
能力。笔者进行了一些调查以了解目前研究性学习的现状。
调查表明，目前很多学校将研究性学习定位成学生做课题研
究。课题研究对培养学生的探究和科研能力当然有一定的好
处，但是，‘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探究，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
能力要求相当高，学生面对这个庞大的工程，常常感到力不
从心。另外，一个课题的完成，通常要耗费半个学期甚至一
个学期的时间，由于学生的常规学习任务的影响，这种单一
的长时间的课题研究，往往到最后就流于形式，草草收尾，
学生借助网络、书籍，上交一份不是自己研究的研究报告，
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学生无论上了多少
节研究性学习课，无论研究了多少个问题，书写了多少份调
查报告，最终都会成为“瞎子摸象”，偏离研究性学习的宗
旨。

针对目前的两大问题：数学课堂的40分钟，惜时如金，用于
深入探究的时间不够；研究性学习课题耗时长，学生完成困
难较大且收效甚微。于是，笔者考虑，能否将数学课堂教学
与研究性学习相整合，找到两者的结合的平衡点，让研究性
学习真正发挥其功效。

2.1，国外研究性学习的发展与现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
的以掌握文化知识为授课目的和以讲授式作。为主要教学模
式的教育体系已经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新型人才，教
育改革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

从十八世纪以来，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研究性学习浪潮。第
一次是在l8世纪末到l9世纪初的欧洲，在受“启蒙运动”的启



发之后，卢梭、福路贝尔、裴斯泰洛齐等人倡导“要理性思
维”的研究性学习浪潮。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
美国，这次倡导研究性学习主要是因为实验科学的迅猛发展，
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目的是培养出具有
适应及改造自然和社会能力的人才。第三次是在20世纪50年
代到70年代的欧美、亚洲等各国，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布鲁纳
等人，他们对“探究学习”、“发现学习”的合理性从理论
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与发达国家相比，研究性学习在我国的起步较晚，我们应该
多了解一些先进的理论，借鉴各国实践的成功经验，使我国
的课程改革得到更好发展。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杜
威提出围绕问题组织教学，形成了“问题教学法”。在问题
教学法中，教师设计问题必须考虑学生的情况、已掌握的知
识、直接经验，问题必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创设
符合生活实际的经验情境，引导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问题的答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动生成教学内容。“问
题教学法”强调的是在“做中学”，“做”即要求学生动手、
动脑，自己操作，在“做”的同时进行反思，最终获得新知
识。由此可见，“问题教学法”带着浓重的研究色彩，是让
学生在研究中主动构建和成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也
有与研究性教学相类似的主张，他认为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过
程就类似于科学家探求知识的过程，教学时应鼓励学生自己
去发现，提出疑问，然后自己解决自己的疑问。学生应在探
索中发现新知识，把握住学科的基本结构框架。

第一，学校根据其教学目标和办学理念自己j编写教材；第二，
综合活动课程注重操作性、体验性，是对分科学习内容的综
合应用；第三，综合活动课程的课时安排较灵活，可以根据
课程内容来安排上课时间，少则一节课，多则一天；第四，
综合活动课程的方式多样化，可以打破班级这一基本教学单
位，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分组；第五，综合活动课程不是由
固定的教师负责，而是由全校教师共同参与组织，还可以邀
请校外专家前来指导。



2.2、我国数学研究性学习的发展与现状分析研究性学习的理
念在我国古代教育家们智慧的教学思想中早就有所体现，如
孔子推崇的“学、思、问”及启发式教学，孟子和朱熹所倡
导的批判、怀疑精神。

20xx年1月3l日，《全国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实验修订
稿）））中新增综合实践活动课，至20xx年4月，《普通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提出要通过自主探索，小组合
作，动手实践、自主阅读等不同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积极探索的学习能力，让学生经历数学探索、数学创造的过
程。笔者经过观察发现，目前高中的研究性学习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以笔者所在的无锡市第一中学为例，在高二安排了
每周一课时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学生一般会用半个学期（大
概10课时左右）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并提交一份研究性学习
报告。具体流程是：学生按兴趣自行分组，每组讨论自主选
择一个感兴趣的或者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确定了研究课题之
后，学生自行分配任务。由于论文完成的周期较长，小组课
题各不相同，再加上教师可能本身对学生所研究问题并不是
十—分熟悉，所以教师未必能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如果说传统教学是“灌输式”的，那目前这种研究性学习就是
“放羊式”的。作为一线的数学教师，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方
式，将学科教学和研究性学习有机整合起来，让学生在课堂
上高效掌握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优秀文化和规律
性知识，同时又能学以致用，通过实践研究积累经验。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把学习方式的转
变视为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研究性学习也应运而生，成为
教育领域的一个世界性课题。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是当前我国
基础教育课程深化的新尝试，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的重要举措。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一个独具特
色的课程领域，研究性学习走进我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已三



年，我们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就研究性学习进行了实践探
索，这些探索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思考：

第一，素质教育重要的着眼点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帮
助他们形成一种主动探求知识，并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
的学习方式，这是一种有利于终身学习、发展学习的方式。
为了倡导这种方式，我区在进行研究性学习实践的初期，较
多的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主题式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即让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地获取知
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从而使他们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和发展有了切实的落脚点。

第二，改变了学习方式，学生就有可能在新的层面上开展学
习，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记忆理解等层面学习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也不否定接受式学习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研
究性学习与其他类型的学习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以学生已有的
知识储存为基础，因此不同年级、不同经验背景的学生，其
主题研究学习在内容、形式和深度上应当有差异、分层次。

第三，研究性学习既是一种课程理念，又是一种多用途的教
学方法。它可以融合许多教育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
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是一种学生根据其自
身经验背景构建自己知识体系的理论，它关注的是学生积极
地从事“做”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研究
性学习就是一种创建学习环境，让学生在环境中构建个人知
识体系的方法。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了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智力类型，每个人都有不同智力强项和优势，学生通过运
用自身的智力优势来完成一个学习课题，就意味着他们要探
究的去解决问题，研究性学习帮助学生开发各种智能并注重
了学习与实际生活的整合，能帮助学生使学习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而不仅仅是为遥远的生活做准备，通过适当的培养和
不断积累学习经验，学生的每一种智能都可以得到提高。

第四，研究性学习活动应当全员参与，每个学生都是有充分



的学习潜能的。在符合他们身心特点和发展水平的探究活动
中，学生往往都情绪高涨，接受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的效率
也特别高，因此，尽管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参与研究
性学习并取得良好收获的可能性则是全体学生都具有的，所
以，我们强调研究性学习的全员参与性。通过以上思考，我
们进行了如下实践：

研究性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性、探索性学习，注重学习的过程
和学生的实践与体验。因此，结合我区实际，我们将研究性
学习的培养目标确定为：让学生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
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分工
与合作，并体验过程的快乐；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培
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各学校结合本校特点，
在总目标的指导下各有所侧重。

在实践中，我们更加认识到，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的角色
虽然发生了转变，但教师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首
先抓好教师的培训及研讨工作，重点学习了《普通高中“研
究性学习”实施指导（试行）》，区教研室专门就“高中研
究性学习策略”、“学科整合”、“指导方案设计”等方面
组织了十余次讲座和校际交流活动，并通过东丽教研网将教
师的优秀作品进行了展示和交流，使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指导
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能力都有了大大的提高；其次是通过
典型引路，确定研究性学习的样本校，要样本校率先拿出成
果。各校结合本校实际，都建立了相应的学习制度，为教师
提供学习资源，并切实为确有特长的研究性学习骨干教师提
供进一步的发展条件，注重调动教师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本区专门就研究性学习课程实施问题进行了研究，制定了
《东丽区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实施方案》，确保各校研究性
学习课表化。提出了以新课改理念学习为重点、教学设计为
突破、课例研讨为载体的教研工作思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
为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各校都能采



取因校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各校校内资源优势开展研究。
有条件的学校定时开放网络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为学
生查找资料提供便利条件。如一百中学结合本校实际把研究
过程确定为选题、开题、证题、结题四个阶段，将资料的收
集整理贯穿研究始终，还对研究过程中的小组创建进行了重
点研究，并承担了市级课题“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教学的实
践与思考”。钢管公司中学确立了主管校长、教务主任以及
年级主任组成的研究性学习管理小组和由各学科教研组长、
骨干教师组成的研究性学习指导小组，制定了研究性学习实
施方案和细则，并为学生编印了《研究性学习手册》（一个
学期一册），使研究性学习的各个实施环节从时间到人员有
计划、有系统。无论是设立专门研究性学习教师指导学生研
究还是与让研究性学习与学科课程相结合，我区的研究性学
习实践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中，回庆瑞老师组织学
生开展的“学生最喜爱的教师”研究专题获得了天津市首届
研究性学习成果二等奖，还有多位教师的研究性学习论文获
市区级奖项。

区教研室定期组织各校研学教师教研和下校观摩活动，就本
校实际进行研讨，共同探索研究性学习有效教学的途径。本
学期共组织全区观摩课四节，并在课后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一百中学高一学生亲子关系研究”
就高中生与父母关系的现状在本校范围内展开调查，使学生
不仅掌握了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获得了合作和探究的体验，
更是对高中生的亲子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促进学生
与家长形成良好的关系，增进了亲子感情；“一百中学高一
新生学习方法研究”关注新生入学后的学习不适感，并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通过情景
剧的形式展示研究成果，让人耳目一新；钢管公司中学
的“农民起义之作用专题研究”从历史角度，鼓励学生自己
发现问题并通过检阅收集资料解决问题，并通过课本剧的形
式汇报了研究成果；还有一百中学的“关注身边，热爱生
活”就学生身边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培养学生发现生活、
热爱生活的态度，这些专题研究活动都较好地实现了研究性



学习目标，使学生真正获得了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学
会了分享与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收集、分析、
利用信息的能力都有所提高，更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

几年来，我区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活动都是遵循着“学习-实
践-再学习-再实践”的方法踏踏实实开展起来的。随着“自
主学习，实践创新”的教研课题的深入研究，我们认识到研
究性课程教学不只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重要的是要教
会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认识到在“研究性学习”的实施中，
不仅要让教师和学生熟悉研究性学习的流程、内容，更要深
刻地转变自思想观念，改变教育教学行为和学习方式。通过
课题研究，我们要经历：从个体走向合作；从课堂走向实验
室；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走向教学资
源多元化的开拓；从填鸭式的单向传授走向双向点拨、启发
和探讨。由于师生同时启动研究课题，保证了"研究性学习"
课的顺利实施，使教师能自然地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与学
生打成一片，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指导效果。研究性学习作为
一种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的新型课程，不
仅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形态存在着，而且以非实体形态存在于
学校教育的一切活动过程之中，尤其是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之
中。并且教育实践也证明，在当前基础学科课程和课堂教学
占优势的情况下，学生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的培养仅靠每
周2-3个课时的专题研究课，是很难奏效的。因此，我们还应
进一步拓展理念，渗透扩张，着力构建以各科教学为基础，
以专题研究课程为核心的研究性学习课程体系。

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在我区还处在实践与探索阶段。今后，
我们还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方法，进一步推进我区教育
改革的深化开展。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六

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化学，现代公民与化学的
关系越来越密切。化学新课程以一种全新的教学目标来指导
化学教学，以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来指引每一位教师，在今
后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求教师必须学会用新的思想去解决遇
到的问题，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完成从教会学生知
识到教会学生学会学习的转变。20xx年09月02日拿到了新教材，
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看法。

一、新旧教材的对比

1、新旧教材的不同之处

传统教材：(1)过分强调化学学科的学术性、严密性、系统性
和独立性;

(3)突出化学学科特征，以实验为基础，强调化学实验对全面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增加了化学实验
设计的内容，介绍了现代化学实验技术，绿色化学的基本思
想，并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4)重视探究学习活动，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积极倡导
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在内容标准的“活动与探究建议”栏目
中设置了大量的探究课题，引导学生运用观察、实验、交流
讨论等多种途径获取信息，提出具有探究价值的问题，结合
有关的线索做出假设和猜想，自主设计实验和其他实践活动
方案，借助模型、图表、反应式和定量方法等描述化学变化
过程，使学生在探究实践中获得知识和技能，体验学习化学
的乐趣。

(5)深度不如老教材而广度大大超过，难点相对分散而知识点
相对集中，特别强调知识的学习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从必修到选修实际上是一个从知识储备到知识深化、从能力



培养到能力生成的过程。

2、新教材对教师教学的要求

经过这次培训，我收获很多，感触很多，教材在改变，课程
标准在变，教学理念也在变 ，教师的角色也在变，我有信心
教好学生。

高中学生研究性活动记录表篇七

通过五个月的研究学习，我有了一些心得：

我们研究了近五个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研究性学习的
初期阶段，我们组员都感到有点不耐烦，毕竟要做一个调查
报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时老师一直在我们身边鼓
励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调查什么内容，调
查的具体对象是谁，调查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想取得什么
样的调查结果，采用什么样的调查方式等等这些具体的事项，
才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调查研究。这令我们顿时恍然大
悟，于是收拾好心情，调整好心态，安下心来做准备。终于，
我们完成了，期间遇到的困难不少：调查的学校多，待分析
的内容多，分析的难度大。。。。。。困难重重，使人望而
生畏！但我们依然挺了过来！在这次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也
看到了合作的巨大力量。一开始大家都忙着各自分头寻找相
关资料，没有分配任务，开会讨论，等到组内开会召集时，
才发现，不是有的资料没找到，就是同样的资料找了好几份。
组员们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互相埋怨，而是赶快聚到一起开
会商议补救之策。我们将任务分割成几份，派给组员，大家
同时工作，比如这个组去这几个学校，那几人去那个学校，
等等。如果有的组员提前完成任务，也会热心主动的帮助别
的组员。正是因为大家共同合作，互相帮助，以集体的利益
为主。在四个人之间，合作的关系依然紧密，如果查找到与
其它组员要找的有关的资料，大家都会拿出来共享，正是由



于这样，虽然研究任务很重，我们却也没有耽误很多学习时
间。团队的精神在每个人心中，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

我觉得这课程的开设培养了我们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往的学习，偏重于对概念或理论的字面理解，而缺
深一层次的疑问。通俗点说就只为了应试，而忽略了能力的
培养，而这一门课程恰恰是填补了我的这一不足之处。研究
性学习必须包含对资料的搜集、编辑与整理，还包括实验的
没计，数据的记录等等。使我们必需要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久而久之，这种能力被训练出来了。其次，这一课程的开设，
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研究性学习的每一项学习内容，方式，
都要求有自己来解决。而当我对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进
行研究时，不管是记录数据；或是做一个有关这一课题的模
型时，都非常投入，无意识地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而一
个动手能力强的人是很容易立足于社会的，我们这一代的青
少年缺乏动手能力，我虽然没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习惯，但是，也接近于这一程度。研究性课程的开设是为了
我们能够很好地立足于社会打下了基础，最后，这一课程的
开设培养我的创新意识。以前的我，总是老师讲什么，我就
听什么，从来不会多想几个为什么，而上次研究课后，我渐
渐地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

在近一个学期的学习后，我们的研究性学习终于走到一个尽
头，在这个学期的研究性学习中，我虽然贡献不大，但在我
们这个小组组员的努力下，我们还是完成了这次学习。在这
期间我懂得了很多很多，学习了许多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因
此这次学习让我增添了政治的课外知识，激发了我对政治的
学习兴趣，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整个研究性学习中，
我经常要查阅一些相关资料，经常半天也得不出任何结果，
我几次想要放弃查阅，经常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少我
一个的资料也不要紧。但我想一想，应以大局为重，所以坚
持查阅了下来，最终查到自己想要查的东西，心里很激动，
时常大舒一口气，一阵莫名的书爽回荡在心中。从中我得到
了磨练，得到了“坚持就是胜利”“苦近甘来”这些道理。



它使我在日常生活中，在遇到困难时，我就敢于迎难而上，
并最终战胜困难。当然，在整个研究性学习中，我也得到了
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也做得有些不足，如我经常不做事，经
常把重的、难的工作交给别人做，而自己经常坐享其成，而
养成了不劳而获的习惯。因此，我知道了做事要认真、不能
马虎，要有耐心，这样才能把每件事做好。虽然研究性学习
结束了，但我还会应用研究性学习当中的经验，把它有用的
部分应有与我的学习当中，助我的学习更上一层楼。――谢
谢大家，谢谢我的团队。

在老师的指导和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尽量发挥每一个人的优
势，合理分工协作，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譬如在收集资料的
时候，我们尽量广泛地收集与中西方文化有关的任何信息，
然后共同精选与课题相关的素材。其中对电脑比较熟悉的，
我们就让他上网查找资料，做网络资料收集员；长于博览群
书、一目十行的，我们就让他担任图书资料收集员；而长于
文章辞句的，我们就让他作记录员和报告撰写执笔员。然后
再利用集体的智慧，将资料汇总、分析，讨论报告初案。每
一位成员在集体的熔炉中都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力量，都充
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培养了自己的能力。

在采访过程中，尽管我们参加人员比较多，但都有各自的分
工，有的扮演记者，有的摄像，有的记录，有的录音，有的
为采访过程做其它服务。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使我们最终形
成了这份理论性结题的报告，使我们的报告具有较强的真实
性和理论性。

课题研究的顺利结题，使我们每一位都很高兴，但我更高兴
的是：通过实践锻炼，使我更自信，更坚强。

通过这次的研究性学习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让我学会了组员
的团结的力量等。例如我们上街发调查问卷、采访时，遭到
了许多人的白眼与不理解，但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检讨了
自己的错误，选择更加合适的话语与人交流。当天下午就发



出了50到60份（三个人）。这次的活动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动
手能力，还锻炼了我们的口语交际能力。这次的时间较为紧
凑，使我们觉得课件还不够完美，我相信如果再有时间的话，
大家会完成的更好！

参加这个研究性调查小组我很荣幸，我们忙活了很久，选择
我们组的题目时就吵了好久，才将调查题目定下来，期间可
谓一波三折，一开始发调查问卷时，个个脸都特别红，特别
不好意思，发完并收完了之后，便长舒一口气，我和汤涵是
统计调查问卷的，我们两个搞了好几天，忙得升入天堂了，
忙完之后，手好酸，后背好疼，到了组长写调查报告时，总
是喜欢抱怨，她就是有点刀子嘴豆腐心，但还是把它写完了，
到了最关键的步骤时就要靠我们的老板――李真了，我们几
个也未能帮上大忙，但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更多
的是在心中为他们加油鼓劲，参加了这个组，让我体会到了
组内的团结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组长丁月和李真的带领下，
这个研究性调查小组更加好了，我们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收获了太多太多，使我们小组组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
收获了友谊。

对于这次研究性学习，我学会了付出，让我体验了一回真正
的成长历程，从最初的确定研究课题，到后来的发问卷调查，
统计结果，做课件，研究报告，我们在一步步的走来，我们
渐渐的体验自己的汗水播撒的种子种出的瓜果最甜。为此我
会更加的努力体验社会中必要的锻炼，从付出中快乐与收获。

通过这一次的研究性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本来害怕陌生人
的我，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改变了这个不太好的性格，另外
这次活动也让我从食品安全这一方面了解了社会的情况，我
和其他组员之间也加强了关系，使得友谊之花开得更加漂亮。

通过这一次的研究性学习，我知道了团结是一个组的必要条
件，正是因为团结，我们才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险阻，
所以这是一次终生受益的活动。



在这次的研究性调查学习活动，我们利用了课余时间，进行
了小规模的采访与发放收回调查问卷，这让我们了解了食品
安全问题的情况，通过这些方式，我们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实
践能力，还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既对生活中食品安全问
题方面有了初步了解拓宽了我们知识与视野又丰富了我们的
课外生活，这些成果使我们每一个组员都珍惜这一次锻炼的
机会，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互相帮助，积极进取，在任务分
工上分工明确，尽职尽责，在组长的带领下，我们组员都受
益匪浅。

另外，在课题上，我们通过调查的方式，知道了我国食品存
在巨大安全隐患的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踏入社会，去独立
的生活。

总之，这一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通过这次调研，让我学会了团结合作得到重要，我们利用假
期的休息时间一起搞调查，我们开始时还知道怎么搞，通过
一起讨论后正式开始了我们的调查。这次调研不仅让我们的
友谊得到加强，还让我们了结了现在社会的重大问题，锻炼
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

我们一起调查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相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
一定加入进来。

在开放的情境中主动探索，亲身体验，在愉快的心情中自主
学习，提高能力，我在研究性学习中不断收获，得到锻炼，
提升自我。这次研究性学习让我得到了锻炼，无论是社会交
往的能力，还是自身的学习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研究性学习是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形
成的创造性学习方式，是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
础，从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要
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通过亲自实践获取直接经验，养



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学习活动，素质教育是以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的教育，其重点是培养具有创新意
识、创新精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研究和实践证明，
研究性学习是满足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培养创造性人才
的创新教育模式中的学习活动。

随着素质教育的广泛开展和深入进行，研究性学习成为教育
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性学习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学习
方法的改变，而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科学素质提高的大问题。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教
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
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开展研究性学习是搞好基础教育的需要，是
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宏伟基业的需要。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开展好研究性学习工作。

其实，研究性学习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每天都在有意无意
地在做着研究性学习工作。比如：我校高一九班的王立国和
王金石同学进行培养胆矾晶体实验，他们经过找数据、列仪
器、制溶液、选晶种的活动，一天几遍地观察晶体生成情况，
精心操作，终于得到了标准的平行六面体晶体。作为化学教
师我及时指导，提供仪器药品，让他们科学操作、大胆实验，
使他们在实验成功的喜悦中大大激发了进一步研究的积极性，
同时也培养了学习化学的兴趣。不久，王立国同学又主动提
出做na2o2与水反应后溶液中化学成分分析实验，并顺利完
成。虽然这只是定性地完成化学反应，但毕竟是他自己提出
并在第一次实验后提出的实验要求，是今后不断探索的良好
开端。

我觉得，一名学生完成一两次实验很简单，难能可贵的是他
们主动实验，并在实践活动中找到了研究问题的乐趣，找到
了自信，激发学生不断探索，不断提出新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在后来的学习中同学们通过学习no分子对人体的影响，进行



了no分子对植物体影响的调查，经过查资料、访问专家学者、
实践操作、记录、总结的过程，写出了完整的调查报告。已
经具备了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在化学教学中我总是鼓励学生们大胆提出问题，并鼓励学生
科学实验，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学生在学习化学课中不断
地提出了很多问题。如：硝酸与铜反应只生成no的最大浓度
是多少？怎样才能制出n2o？n2o助燃吗？怎样验证？为什
么nan02会致癌？白磷为什么会有毒？有感于患者输液时看
护之苦，他们想设计自动止液，自动退针的装置。可以说，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有数不清的问题在激励他们，都需要
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任何理由去制止、扼杀、伤害学生
的探究积极性！

因此，为更好地开展研究性学习，我在完成教学进度的基础
上，适当地对相关知识进行拓展，为学生提供研究的空间，
鼓励学生多提问题，为学生提供研究的空间，尽一切为学生
提供研究的便利的条件，促使学生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提
高自身素质和学习成绩。

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学生的知识基础不同，学
习能力不同，兴趣、爱好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
提出的研究性课题也不一样。对此，我们要一视同仁，都要
满腔热忱地帮助，不要以学习成绩的好坏为理由剥夺学生进
行研究性学习的权利。要让学生都增强自信、挖掘学生的潜
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常常是跨学科进行的，有很多知识
是教师不能解决的，即使是本学科知识教师也有很多不知或
不懂的问题。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不必
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因此，研究性学习有利于教
学相长。

开展研究性学习，要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要让学生在研究



性学习中学会合作、学会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使学生在学
习的同时在知识上、心理上能够健康地成长。研究性学习与
我们正常的教学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促进我们的教学成绩不断提高，近几年，我所教的班级在研
究性学习气氛中，化学科成绩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我们要不断地扩大研究性学习的领域，从校内走向校外，从
课堂走向课外，从书本走向实践，从现在走向未来领域。通
过研究性学习，为国家培养未来的创造性人才。

刚进入高中，一门新课――研究性学习――使我感到有些新
鲜。所有新的事物刚接触起来一般都不会那么得心应手，因
此对于这门崭新的课程，学习了一年之后的我就有一番自己
的心得体会。

上课之前，我非常激动，刚听这门课的名字就很容易让人想
到这是一门让我们学生做自主调查研究的课程，我们得自己
动手、动脑，做调查时还得和陌生人说话询问……而后，我
还想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学这门课会发生的一切，以及今
后和老师同学之间和合作问题，自己心里也是阴晴不定的。

终于要上第一节课了。我所在的研究性学习小组一共有七名
成员：五个女同学和我们两个男同学。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我
们班数学老师，而我们最终确定下来的研究课题是：研究纸
张浪费情况。老师还给组长解释了我们这研究性学习的目的、
意义以及方法，组长也给我们小组的成员们各自安排了工作。
自此，我们为期一年的研究性学习正式拉开帷幕了。

接下来的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们七个小组成员各司其职，
但我们的研究进展却不是很理想。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都没干，
但是效率却极低，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干起活来自顾自的，
就连小组内部也是只有分工没有合作。很快一个学期过去了，
我们的研究成果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那样完善，就连
上半学年的报告也是大家临时想出来的。我们小组的人数在



年级段应该算是最多的了，人多效率低，这个问题很快就被
老师注意到了。

于是，高一的第二个学期又开始了，我们的辅导老师对我们
小组进行适当的改革，之后我们的研究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这学期，我们加强了组织内部的合作，美其名曰：“六帮
一”，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从原来的一个人
做一件事，到现在的七个人做七件事，同学们的友谊也有了
大大的提高。大家都忙的不亦乐乎，上学期没完成的任务，
这学期都很快的补了回来，到了期末，我还有大量的时间来
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来进行“深加工”，以使我们的报告做到
了尽善尽美。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敢说，我们没一个人都
没有留下一丝的遗憾。

通过我们这次的研究成果，足见社会和个人对节约环保的意
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通过这次的研究性学习，我所学到的
东西也远不止我一年前所想到的，这对于我是一段经历，一
段一定要经过自己身体力行之后才会得到的经历，我想这会
使我终身受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