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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设计”一词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现代汉语词典》明确了设
计的含义：“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预
先制定方法、图样等。”任何工作，无论是建房、架桥，还是制造
飞机、发射宇宙飞船……都离不开预先科学的设计。教学是由教师
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
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和
掌握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促进学生多方面素质全面提
高，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教学活动要顺利进行，离不开教
和学的 “设计安排”。语文教学作为重要的教学活动，要想取得预
期的成功，当然也必须进行一番精心的设计。

第一节　语文教学设计的内涵

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特别是在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设计，最大程度上
摆脱了传统教学思想的束缚，遵循学习的内在规律，强调学生的主
体地位，以学生的 “学”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笔者介绍的教学设
计仅涉及中小学教学的领域，是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的理论
和方法。

（一）教学设计的定义
关于教学设计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的概念，加涅认为：

“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化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规划教学系统的过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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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本身是对资源和程序作出有利于学习的安排。任何组织机构，

如果其目的旨在开发人的才能，均可以被包括在教学系统中。”①

梅里尔认为：“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教学设计是建立在这一科学基
础上的技术，因而教学设计也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型的技术。”② 乌
美娜认为：“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
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
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它以优化教学效果为目的，以学习理
论、教学理论和传播学为理论基础。”③ 麦克尼尔等学者认为：“教
学设计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科学，因为它的主要意图是规定最
佳教学方法，因此，教学设计主要是关于提出最优教学方法的处方
的一门科学，是对如何更好地帮助人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清晰指南的
一种理论。”④ 笔者以为，教学设计是以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为出
发点，在教学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指导下，协调教学系统内部各
要素，对整个教学程序、具体环节进行有效规划的教学活动。

（二）教学设计的特征
１．教学设计的系统性
教学设计首先是把教育、教学本身作为整体系统来考察，并运

用系统方法来设计、开发、运行和管理，即把教学系统作为一个整
体来进行设计、实施和评价，使之成为具有最优功能的系统。

教学设计过程的系统性决定了教学设计要从教学系统的整体功
能出发，综合考虑教师、学生、教材、教学环境等各个要素在教学
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利用系统分析技术 （学习需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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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Ｒ．Ｍ．加涅，Ｌ．Ｊ．布里格斯，Ｗ．Ｗ．韦杰著，皮连生，庞维国等译：
《教学设计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页。

转引自盛群力，李志强：《现代教学设计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３页。

乌美娜：《教学设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页。
〔美〕约翰·Ｄ．麦克尼尔著，徐斌艳，陈家刚主译：《课程：教师的创新》（第

三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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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学习内容分析、学习者分析）形成制定、选择策略的基
础；通过解决问题的策略优化技术 （教学策略的制定、教学媒体的
选择）以及评价调控技术 （试验、形成性评价、修改和总结性评
价），形成最优的教学方案，并在实施中取得最好的效果。

２．教学设计的科学性
设计活动是一种理论的应用活动，这就决定了教学设计必须在

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是对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等理论的综合运
用。这些教学基本原理、基本规律都是前人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总
结出来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于指导教学设计能够保证
它的科学性。

３．教学设计的预先性
教学设计是教学工作中的起始环节，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其

设计对象由教学目标、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
法、教学媒体等构成，工作内容是对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
用给出符合教学目标的安排。其研究方法是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的基础理论应用于解决实际教学问题。作为一种应用技术，教学设
计是连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 “纽带”。

４．教学设计的灵活性
教学设计过程具有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往往用流程图的线性

程序来表现，需要按照既定的环节流程来进行教学设计。但是，这
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例如教
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习者的特征来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和结果评价
方法，同样，教学策略的实施效果评价反过来又促使教师调整教学
目标和策略。因此，在实践中要综合考虑各个环节，有时甚至要根
据需要调整分析与设计的环节，要在参考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
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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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文教学设计

（一）语文教学设计的内涵
语文教学设计隶属于教学设计，属于教学设计中的学科教学设

计。有人认为：“语文教学设计既有应用理论的成分，又有技术操
作的成分，它需要运用语文教学论的应用理论去进行语文教学设计
的技术操作，所以，它属于一种临界科学，我们把它叫做语文教育
应用技术学。”① 有人认为，语文教学设计就是关于语文教学的设
想和计划，即在教学工作开始之前对教学的预谋和策划。它是探讨
最优的语文教学途径，以促使学生的语文认知结构和语文行为技能
产生预期变化的系统工程。要想教学取得预期的成功，必须对教学
进行一番精心的设计。语文教学设计是语文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
它对语文课堂教学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力求发现客观存
在的尚不为人知的教学规律，而是运用已知的教学规律和教学原理
去指导具体的语文教学环节，去创造性地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语文
教学设计就是运用已有的教学规律、教育原理，在具体教学目标指
导下，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对于语文教学的整个程序及其
具体环节、总体结构及相关层面进行最初的行之有效的规划。有效
的教学设计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语文教学设计是语文教
师教育思想、思维流程和教学艺术的物化体现，因此必须是在正确
的教育原理、教育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以保证设计的科学性；二是
语文教学的预先设想和计划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在具体的教学目标
指引下进行的，以此保证设计的高效；三是语文教学设计包括 “教
的设计”和 “学的设计”两个方面，即教学设计既要考虑教师的教
的资源和教的过程的设计，也要考虑学生的学的资源和学的过程的
设计；四是语文教学设计是对语文教学整个程序的规划，涉及教
师、学生、教学目标、教材、教学环境、教学反馈、教学方法等教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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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中的众多要素，这些教学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情况错
综复杂，只有协调好教学诸要素，才能保证教学设计的顺利进行。

总之，语文教学设计为教学活动制定了蓝图。通过教学设计，
教师可以对教学活动的基本过程有个整体的把握，可以有效地掌握
学生学习的初始状态和学习后的状态，好的教学设计可以为教学活
动提供科学的行为纲领，为下一阶段的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语文教学设计的发展轨迹
教学设计研究，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西方的教学设计研究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步，至８０年代，以加涅为代表的 “第一代教学
设计理论”基本成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情境教学、
建构主义心理学与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 “第二代教学设计理
论”开始崛起。在我国，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语文教学设计才开始
兴起，现在仍然方兴未艾。笔者将分三个阶段来探索语文教学设计
的发展轨迹。

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语文教学设计的兴起
历史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文化大

革命”结束之后，语文教育界拨乱反正，努力重新整合被打碎的传
统。这次革新是从有限地恢复传统开始的。这种恢复有三种表现。
一是重提语文的工具性。在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及策略方法上回归
从前，强化工具论。强调语言文字运用、文章作法，强调语文的阅
读能力、写作能力、听说能力等基本能力的形成。二是强调语文的
思想性。强调语文教学除了要教给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
还应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
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三是重提
文学教育。经过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两年多时间的恢复和准备，人们
形成了统一的认识：语文教学必须从极 “左”的政治路线和形而上
学的思想方法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必须破除 “长官意志”，教材要
搞 “文选”，不能搞 “人选”；教法要根据语文教学自身的规律定，
不能随 “风”倒；注重调查研究，从语文教学实践出发，探索语文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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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科学规律，这才是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
思想的解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探究语文教育的

热情，掀起了语文教学改革的热潮，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形成了
以魏书生、于漪、钱梦龙、宁鸿彬为代表的四大语文教育流派 （管
理派、情感派、导读派、思维派）。他们推出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式
的八字教学法、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八步教读法、六步教学法、
五环节教学法等一大批教改成果。他们探究语文教学的目标确立、

精选语文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极大地推动了语文教育的发
展。他们的成果、风格无不反映出语文教学设计的匠心，反映出语
文教学设计的实践和理论具有行之有效的应用价值，具有推行全国
的普遍意义。

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语文教学设计的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和反思８０年代的语文

教学改革，总结经验和教训，推动语文教学的继续发展。正如全国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刘国正先生在研究会第五次年会上说：
“回顾十多年中，开头一段时间，新观念、新方案、新方法层出不
穷，语文教坛热气腾腾。随后的几年，新的东西没那么多了，似乎
有些低沉了。从总体来看，这不是低沉，是进入了冷静的思考，对
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新事物加以分析品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有
所吸收有所扬弃，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是改革的深化所需要
的。”① 如果说８０年代，人们对语文教学设计的关注更多地放在实
践层面，放在对已有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梳理上。那么，９０年代人
们更多地关照理论层面，用理性的眼光认真审视语文教学设计的种
种表象，将一系列丰富生动的语文教学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从
中抽象出语文教学设计的原理原则，勾勒出语文教学设计的大致轮
廓来。

６００

① 刘国正： 《深化改革，探索规律———在全国中语会第五次年会上的讲话》，载
《天津教育》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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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９０年代，共发表了与语文教学设计有关的论文２３４９篇，
有关语文教学设计的专著也很多，其中尤以１９９６年广西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周庆元先生的专著 《语文教学设计论》最具代表性。首
先，全书在整理８０年代教改以来语文教学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基
础上，构建语文教学设计的科学框架，概说语文教学设计的内涵、
依据和要求；然后，依次论述语文教案设计、语文教学过程设计、
语文教学方法设计和语文课堂调控设计，以语文教学进程的逻辑发
展为序，论述了语文教学设计的全局性问题；最后，阐释阅读教学
设计、作文教学设计、听说教学设计以及语文课外活动设计，从不
同视角，并列分说语文教学设计的几个主要侧面，由此构成此书
“导言—总论—分说”三个层级的内在结构。可以说此书既系统又
全面，基本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和谐统一。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第一，对语文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语文教学目标的确
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评价的构建、语文选修课的设计、语文
综合性学习的设计等方面没有涉及；第二，对阅读教学中具体文本
的探究过于笼统；第三，本书出版于１９９６年，有些观点已不符合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但是瑕不掩瑜，这不能抹杀此书对推动
语文教学设计系统化、科学化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实践层面，经过８０年代的快速发展，到９０年代慢慢出现了
语文教学模式化、程式化倾向，终于引发了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不
满。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北京文学》以 “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连
续三天发表署名文章，展开对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产生了强烈的社
会反响，一时间对语文教育的责难铺天盖地，语文教学设计作为语
文教学的预先规划和蓝图，也遭到人们的质疑，跌入低谷。

３．新世纪———语文教学设计的振兴
为了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中发 〔１９９９〕９号）、《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１〕２１号）的精神，坚持教育创新，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我国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在２００１年拉开了序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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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课程改革，调整了课程内容和目标，变革了学习方式和评价方
式，努力建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期望为社会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人才；强调语文课程价值从单纯的社会顺应转向兼顾学习
者个体的充分发展，全面关注学生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发展，确立了
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统一的课程目
标；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忽视学生认知规律的现状，
设立综合性学习专题，分设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构建均衡性、综
合性和选择性相结合的课程结构；改变课程内容 “难、繁、偏、
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及现代
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
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改变过分注重书本知识、死记硬背、机
械训练的现状，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
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让学生在广泛的语文实践中学语文、用
语文；注意评价功能的扩展，不只注重考试、筛选、甄别，而且重
视教育促进的功能，注重过程性评价，关注综合素质。

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优秀语文教育工作
者，韩军、赵谦翔、窦桂梅、程翔、余映潮、王崧舟、孙双全、郑
晓龙、邓彤、李镇西、王君、范锦荣、严寅贤、翟小宁……他们摆
脱语文教学设计程式化的影响，力图将新课程的新理念与语文教育
结合起来，构建符合时代特色的语文教学设计，提高语文教学的效
率。清华大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韩军，首先在语文教育界提出了
“人文精神”的概念，引起了语文教育界 “工具性”和 “人文性”
的大讨论，创立了 “三环节教学”。余映潮老师不仅对数百节课进
行了研究与评析，而且还对所提炼出来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教学实
践，提出语文阅读课堂教学具有 “诵读、品析、运用、积累”四要
素，总结出了语文阅读教学 “目标明确、课型新颖、思路清晰、提
问精粹、品读细腻、活动充分、评点精美、积累丰富”的３２字口
诀，推介 “一词经纬式、一线串珠式、选点突破式、多角反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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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并列式、美文助读式、读写结合式、一次多篇式”等８种教学
设计思路，提出教材处理 “简化、优化、美化”３种基本手法，主
张 “课堂教学的高层次境界是学生活动充分”等等。余映潮老师的
线条简单、明晰生动、大众化的带有一定艺术性的先进教学设计理
念，能够为广大教师接受和运用。赵谦翔老师提出了 “绿色语文”
的概念，指出语文要远离唯考是图、急功近利的灰色阅读，用 “绿
色语文”救治 “文字恐惧症”，并指出语文教师的教学设计要讲究
“集中技巧”和 “导航艺术”。窦桂梅老师的教学理念主要分为 “三
个超越” （超越教师、超越课堂、超越教材）、 “文本文学阅读教
学”和 “主题教学”三个方面。还有李镇西的 “民主语文”、王崧
舟的 “诗意语文”、孙双全的 “情致语文”、王君的 “青春语
文”……

在语文教育专家、学者、特级教师的引领下，广大语文教育工
作者遵循语文新课标的新理念，对语文教学的探索仍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学设计的内容，推动着语文教学设计
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第二节　语文教学设计的特征

特征是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也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语文教
学设计是对语文课堂教学的预先规划，与其他教学活动相比，笔者
认为语文教学设计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语文教学设计是语文教师教育思想、思维流程和教学艺术的具
体体现。它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

所谓科学，一是要求正确运用教育思想和语文教育原理，能够
反映语文知识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二是要求这种思维流程顺
畅、清晰，具有条理性和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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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语文教学设计是教学艺术物化的表
现。如果语文教学设计只是具有科学性，虽然能保证教学的准确和
严密，但还不足以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
效率，语文教学设计应该具有艺术性。所谓艺术性，一是教学设计
要精巧。精巧就是精致巧妙，力求想人之所未想，发人之所未发，
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二是教学设计要有个性，要有创新。语
文教学设计是创造性的劳动，既要努力体现教师自身的优势和独特
的个性色彩，同时还要体现教师的创造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才
干。每一份设计，都要结合具体教学实际，有新的内容、新的方
法、新的角度、新的程序。在借鉴教参或别人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要融入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不假思索的照搬照抄。例如，对于
《再别康桥》的设计，一般的教师从诗歌的特点出发，明确诗歌教
学目标为体会诗中健康美好的感情，鉴赏其意象所营造的空灵的意
境和清新飘逸的风格之后，就从创作背景入手，经过解题、整体感
知、理解分析，完成对诗歌的解读。当然，这样教学确实也完成了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但是总感觉缺少点什么，那就是教学的艺术。
同样是教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邬建芳老师的设计就很有新意。

片段一
师：同学们，来自荷藕之乡的同学们 （授课地点———江苏扬州

宝应———素有 “全国荷藕之乡”的美誉），大家好！今天邬老师将
和大家一起驾一叶扁舟，在芬芳袭人的阵阵荷香里，在初夏习习清
风的吹拂下，沿岁月的河流漫溯而上，在大洋彼岸康河的柔波里，
追寻千古诗人徐志摩的萍踪倩影，重温他的康桥之梦。

（在柔和舒缓而又充满怀旧情调的轻音乐中，教者声情并茂地
吟诵起了 《再别康桥》。全场鸦雀无声，所有学生及台下近千名听
课老师沉浸在教者深情吟诵的美好氛围中，沉浸在诗歌美好的意境
里。）

师：同学们，邬老师当年和大家一样，也是在这个青春与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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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的花季里接触了这首诗歌，当语文老师第一次把这首诗带给我
们时，我惊呆了。人世间原来竟有这么美好的乐章。诗歌是用文字
记谱的流动音乐———这就是邬老师中学时代对诗歌最初的认识和理
解。

师：后来啊，读了大学，邬老师明白了以吟诵拥有诗歌，以情
感走近诗歌，还仅仅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表层感知层面，学习诗歌
还必须要经过鉴赏评点去体会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
美、人文的美等等。诗歌是美的精灵、美的使者、美的化身。参加
工作以后，邬老师更热爱诗歌了，还尝试着开始创作，下面这两首
小诗就是我从 《再别康桥》中遴选了 “云彩”、“金柳”两个景物再
创作的，想听吗？写得不好，还请同学们多指教，谢谢！

（教者在缠绵悱恻的怀旧旋律中深情依依地吟诵起了自己的诗
作）

云彩

多少个黄昏，

你总是缓缓步入
我温柔的视野，履约一般，

让我每日的期待
都结出一枚甜润的夕阳。

你说，你就要离开？

瞬间我只想化作雨泪，

沾湿你轻轻挥起的衣袖，

随你四处云游；

可又不忍
沉重了你离别的步伐。

金柳

我已经在这河畔，

驻守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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