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家教教学四点经验分享

从高考结束到现在读研究生，教的学生也快有一个小班的人数

了。我的身份从一名学生转换成一位老师，刚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点一滴地调整讲课方式，琢磨如何能和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今天想要分享地是在教学方面的四点经验。

第1、熟悉教材，分类归纳。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给每一个学生上课，我都是尽量先熟悉

一遍教材，都是把所教科目的目录找到，如果是复习，就要重新做

一个分类，方便把知识点顺联起来，比如初中的数学（因为每年都

会带初中毕业生），大概分为代数（如有理数、整式加减乘除、二

次根式等）和几何（如平行线、全等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两大部

分，函数(如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等）作为数形结合的桥

梁。这样先复习代数知识，再复习几何知识，最后是复习函数。如果

是帮助学生紧跟课堂老师讲授的内容，更要熟悉教材，要始终走在

学生的前面。

第2、熟悉考试题型，调整讲解重点。

尤其是每年的《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说明》，每年的要求都

会都多多少少的改变。

比如语文：

2019 年首次强调逻辑思维，强化知识的灵活运用，由静

态死记硬背的考查转为动态灵活运用的考查 ，在“古代诗文

阅读”这一考试内容中，新增了“表达应用”这个能力层级，



具体要求一是合理运用所积累的文言知识；二是灵活运用所积

累的诗文名句。与之对应的题型示例见（《考试说明》31-32

页）例 4和例 5。

比如数学：

2019 年综合与实践四个领域在试题中所占比重与去年一致。

知识目标要求与去年一致，但是容易题，中档题和难题的比由

原来的 7:2:1变为 6:3:1,显然减少了容易题，增加了中档题

的题量。

比如英语：

2019 年英语学业考试的难度系数仍为 0.65左右，在此基础

上听力测试部分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题量有微调，考试内容仍然

是情景反应和日常对话的理解和应用，注重学生基本听力能力的

测试，对大对话和独白理解这两个版块的信息量略有增加，信息

理解和处理的难度略有加大。

这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变化的考点

上，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讲授内容。

第3、取得支持，制定计划。

有些学生学习拖拉，学习习惯不好，这需要在根据学生的具

体情况，取得学生认可的前提下给学生制定一下学习计划，对一

些特殊的学生，甚至可以安排每一天的学习计划。

第4、严格检查，实行奖惩。

每一次的学习计划，具体作业都要检查，要做一个评价，



然后进行奖励或者惩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年

纪较小的小学生，要多用精神的鼓励，少用物质的奖励，并且要

解释清楚奖励的理由。对于初中生，可以精神物质奖励都要着重。

对于高中生，则要多精神鼓励，多讲一些大学的生活，激发学习

的动力。

这四点是要同时注意的，除了在教学方面要注意，在与学

生、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十分重要，我将再下一篇文章分享我

的经验。

谢谢你们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