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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言

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

———泰戈尔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国明代学者陈献

章也指出:“学源于思，思起于疑。”如何从中小学课堂教学面临的众多问题中提炼出

对中小学教师有针对性、建设性和帮助性的，急需解决的真问题，是我们研究问题前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课堂教学百问实际上是 150 个问题。问题从哪里产生? 从一线教师的实践

中产生。2012 年，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对问题的征集和筛选。我们研究的问

题来源于三个渠道: 首先我们取得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以教研室的名义向所

属学校征集课堂教学疑难问题，各学校经过认真筛选，为我们提供了 512 个问题。第

二，我们通过网络广泛向全国的中小学教师征集，各地教师为我们提供了 165 个问

题。我们对这 677 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优化，合并了一些相近、相似的问题，

剔除了一些价值不大或与课堂教学关系不大的问题，补充了一些我们认为是当前课

堂教学的热点问题。最后，确定了最有代表性的 150 个问题。我们将这 150 个问题

分成教学理论与实践、教学设计与预习、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实施与评价、教学方式

与转变、作业布置与复习这六大模块进行研究，从而构成这本书的基本框架。

我们对这 150 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研究，并在实践中，比对现实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进行了再次思考和整合。2012 年 7 月开始本书的撰写。其中第一章《教学理

论与实践》主要是对中外重要教学理论及其基本思想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当代在教学

实践中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进行了介绍，由王慧杰、黄莺执笔。第二章《教学设计与

预习》主要对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基本环节与要素，学生预习策略、预习方法等问题

进行了回答，由韩方廷、刘江云执笔。第三章《教学组织与管理》主要对中小学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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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原理、法则、技巧和策略、课堂问题行为和课堂冲突的常见类型

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由游泓、廖海新执笔。第四章《教学实施与评价》回答了构建高效

课堂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尤其对课堂学习小组的建设和课堂评价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回答，由李忠华、皮琴静执笔。第五章《教学方式与转变》对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

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作了介绍，尤其是提供了课堂教与学方式转变常见问题

的解决方法和策略，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可以让一线教师借鉴、学习的课堂教学方法，

由白杨、韩方廷执笔。第六章《作业布置与复习》对作业与复习中教师经常遇到的问

题进行了整理与回答，由王芳、殷晓微执笔。我们对所有编入书中的问题和回答进行

了反复斟酌和修改。康黎、梁秋月、林志春、徐小勇、郭恒武、李铭勇等老师也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

这 150 个问题:短、精、真;这 150 个回答:简、明、实。一问一答，简明扼要; 视野

开阔，博而不杂;取材广泛，讲究实用;紧跟时代，不落俗套。对于中老年教师，本书的

大部分问题你都似曾相识，通过阅读本书，可以提升自己处理课堂教学问题的能力，

使自己的专业化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会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之感。初为人师者，本书会成为你的良师益友，缩短你的成长周期，是

牵着你迈向成功之路的温暖的手，你会有“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之感。

锦上添花，希望本书成为有经验教师走向成熟的助力器;雪中送炭，希望本书成

为青年教师加速成长的催化剂。为了莘莘学子有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本书愿陪伴

您更为睿智理性地在课堂教学改革这条道路上勇往直前。让我们集结共同的教育理

想，吹响教学改革的号角，与您的梦想并肩前行!

达完美而难得，臻至善为我求，恳请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不胜感谢!

编 者
2013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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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教学理论与实践

教学理论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教学的现象、问题，揭示教学的一般规
律，并且研究利用和遵循规律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方法策略和技术。它既是描述性
的理论，也是一种处方性和规范性的理论。教学理论来源于教学实践，又指导教学实
践，并到教学实践中去检验和完善。教学实践是教学理论应用于实际教学的行动，成
功的教学实践背后，都有一定的教学理论作为支撑。本章对中外重要教学理论及其
基本思想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当代在教学实践中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进行了介绍。

1. 最早的教学理论著作是什么? 其中提出了哪些教学思想?

《学记》出自儒家经典“三礼”之一的《礼记》，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
上最早的教育教学论著。写作时间大约在战国末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作者不详。
《学记》全文共 20 节，1229 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却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本
书涉及教育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各个领域，在总结和借鉴先秦教育教学经验的基
础上提炼出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更是《学记》的精华所在，影响深远。

该著作提出的教学思想主要有:
( 1) 教学相长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学
记》提倡教师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
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 同时，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
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这样才能促使自己自强
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
教育实践学习，后来也将其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
系，后人理解的“教学相长”常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与学相长。无论是本义，还是引
申义，提出“教学相长”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 2) 长善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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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
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生在学习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 或片面狭窄; 或避重就
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
的，即“心之莫同也”。作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
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这就是《学记》中的
“长善救失”原则。

( 3) 藏息相辅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学
记》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
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
主攻方向，学有所成( “脩”) ; 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
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最后达到离开老师朋友，也不会违背道义。

( 4) 启发诱导
“君子之教，喻也: 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 强而弗抑则

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学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启发诱导的
教学思想。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
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
但却容易达到目标; 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
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只有这
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
发展。

( 5) 豫时孙摩
豫、时、孙、摩，是使教学成功的四个基本原则，即预防性原则、及时施教原则、循

序渐进原则、学习观摩原则。“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预;当其可之谓时; 不凌节而
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 时过
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逊，则坏乱而不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
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豫”是预防，当学生的坏思想、坏
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采取预防措施，否则就会遭遇抵触而难有成效。“时”是及
时，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具体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青少年要适时
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 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
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
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则“勤苦而难成”。“孙”是循序，其主要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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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摩”是观摩，《学记》强调
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
同进步。但是观摩一定要正面示范，否则效果适得其反，即所谓“燕朋逆其师”、“燕
辟废其学”。

2. 哲学取向和科学取向的教学理论有什么区别?

教学理论的取向大致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据哲学和经验总结所提出的理论，
被称为哲学与经验取向的教学论;另一类是依据科学心理学，尤其是学习心理学和实
证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被称为科学与实证研究取向的教学论。从教学产生到 16 世
纪，指导教学实践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哲学与经验取向的。直到 17 世纪之后，科学与
实证研究取向的教学理论才逐渐出现。以 1806 年赫尔巴特( Herbart，1776 ～ 1841) 的
《普通教与学》的出版作为标志，教学理论迎来了科学与实证研究取向的蓬勃发展。

中国从孔子到陶行知的教学论都是哲学取向的教学论，国外苏格拉底( Socrates，
公元前 469 ～ 公元前 399 年 ) 、夸美纽斯 ( J. A. Comenius，1592 ～ 1670 ) 、凯洛夫
( N. A. Kaiipob，1893 ～ 1978) 等人的教学论也都是哲学取向。哲学取向教学理论认为
教学的目的是形成人的道德，而道德又是通过知识积累自然形成的。为了实现道德
目的，知识就成为教学的一切，由此便演绎出一种偏向于以知识传授为逻辑起点，在
目的和手段上进行展开的教学理论体系。

哲学取向的教学论之所以长期存在并处于统治地位，主要有如下三点理由: 第
一，它能对教育实践提供一般的原则性指导; 第二，其中的许多论述反映了教育与教
学规律;第三，能及时反映社会需要。同时，这类理论也有其局限性: 第一，它的许多
概念未经严格定义，由这些概念构成的原理也含糊不清，而且其中有些概念缺乏可操
作性，难以有效地具体指导教学实践; 第二，过于强调概念思辨和系统理论知识的学
习，忽视了学生情感的教育，容易压抑人的创造性，不利于人的均衡发展; 第三，传授
的知识往往是脱离学习者生活实际的，是间接的，缺少经验沉淀的知识，很难做到灵
活理解和运用;第四，用它去指导和培训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师往往只成为一个教书
匠，很难实现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感的发展。

科学取向的教学论以儿童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为基础，明确地回答了“怎样带领
学生到达目的地”，即教学方法的问题。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
斯( William James，1842 ～ 1910) 所说“心理学是科学，教学是艺术”。这一教学理论强
调在操作技术上严格规定一些环节，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例如斯
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 ～ 1990) 的“程序教学法”、布鲁纳( J·s·Bru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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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 ) 的“发现教学法”、奥苏伯尔( D·P·AuSubel，1918 ～ 2008) 的“先行组织者
策略”、罗杰斯( C·R·Rogers，1902 ～ 1987) 的“非指导性教学法”、加涅( Robert Mills
Gagne，1916 ～ 2002) 的“基于学习条件理论的教学设计原理以及具体操作技术”。

同哲学取向的教学论相比，科学取向的教学论有如下优点: 第一，它的概念一般
经过严格定义，由这些概念构成的原理含义清晰; 第二，科学取向的教学论会明确告
诉教师做什么和如何做，可操作性强。而科学取向的教学论也具有局限性，它虽然善
于将复杂能力进行分解并分别进行教学，但局部的能力如何形成综合能力? 其心理
过程又是怎样的? 由于心理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无重大突破，也导致教学理论在
这些方面存在缺陷。

教学理论从哲学取向走向科学取向并且逐步完善，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
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和有效学习，并最终实现教育的目标———人的“自
我实现”。

3. 什么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学习理论是揭示人们学习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解释和说明学习过程的心理机制，
从而有效地指导人们学习。学习理论研究是 20 世纪心理学界的重点领域之一，学习
理论的问世导致了教育心理学的诞生，不同的学习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和侧面揭
示了学习过程的一些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提出了一些有应用价值的学习方法和教
学方法。国内外理论界都倾向于将 20 世纪的学习理论概括为两大类或两大派，即行
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 John Broadus，1878 ～ 1958) 在 20 世纪初创立了行为
主义学习理论，经过长期发展，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桑代克( Thorndike，1874 ～ 1949 ) 的
学习即联结说、学生的学习即条件作用理论、斯金纳( Skinner，1904 ～ 1990 ) 的学习即
操作条件作用理论、班杜拉( A. Bandura，1925 ～ ) 的社会学习理论等。行为主义学
习理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斯金纳更是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推
向了高峰，他提出了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并对强化原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强化
理论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他根据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设计的教学机器和程序教学曾
经风靡世界。

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他们的基本假设是: 行为是学
习者对环境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他们把环境看成是刺激，把随之产生的有机体行为
看做是反应，认为所有行为都是习得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应用在学校教育实践上，
就是要求教师掌握塑造和矫正学生行为的方法，为学生创设一种环境，尽可能在最大
程度上强化学生的合适行为，消除不合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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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非常看重业绩的后果，他们坚持认为得到强化的反应在未来发生的
可能性就更大。行为主义不在乎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也不评估哪一种心理过程对学
习者运用知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遗忘被归因于长时间没有使用某一个反应。定期
练习和复习能够维持学习者对反应的准备。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中，迁移来自于概
括。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情境可以使得行为在共同要素中实现迁移。在具体应用到教
学实践时，行为主义理论将教师及其设计人员的角色看成是: ( 1 ) 确定哪一个线索能
够引发预期的反应。( 2) 安排与预期刺激相配的有提示的练习情境。( 3 ) 安排环境
条件以使得学习者能够依据预期的刺激做出正确的反应并且从反应中接受强化。

如何最有效的建立和增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行为主义者力图对此策略做
出规定，一般包括运用教学提示、练习和强化。这些策略或处方已被证明一般来说对
促进下列任务的学习是可信的和有效的，即:辨别( 回忆事实) 、概括( 下定义、举例说
明和理解概念) 、建立联系( 应用性外推) 和联索( 自动完成某一特定程序) 。然而，人
们一般也认为行为主义原理无法适当地解释如何获得高层次技能及理解深层次过程
( 例如语言发展、问题解决、做出推测和批判性思维) 。

4. 什么是认知学习理论? 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国内外理论界都倾向于将 20 世纪的学习理论概括为两大类或两大派，即行为主
义的学习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

认知心理学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发展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
向。不同于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研究高级的人类心理过程，包括注意、知觉、表象、
记忆、思维和语言等。

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包括格式塔心理学的学习顿悟说、托尔曼的认知期待说、
布鲁纳的认知结构说、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说、加涅的认知指导说、还有狭义的认知
心理学即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各种认知模型等。

认知理论强调知识获得的内部心理结构。学习是获得知识时状态之间的离散变
化，而不是反应概率的变化。认知理论致力于将学生学习的过程概念化，想要弄清楚
信息是如何接收、组织、贮存和提取的。学习过程中不是在乎学习者做了多少事情，
而是他们知道了什么和如何实现掌握的。知识获得被看成是一种心理活动，其中包
括了学习者的内在编码和组织工作。学习者被认为是学习过程中非常积极主动的
人。认知主义虽然也强调环境条件在促进学习中的作用，并承认教学讲解、示范、举
例及反例匹配等都是指导学习者学习的好办法，但认知理论聚焦于学习者的心理活
动，这些活动引导着学习者做出反应以及掌握有关心理计划、设立目标和组织策略等
过程。认知理论主张环境和教学成分不能单独解释学习中的所有方面，学习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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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想、态度、价值观等都会影响信息加工过程。认知理论真正关注的是通过鼓励
学习者运用适当的学习策略来改变他们自己。

如果说行为主义主张教师应安排环境条件，使得学习者能够对所呈现的刺激做
出适当的反应，那么认知理论则强调如何使得知识更有意义，以及帮助学习者组织新
信息并将它们与记忆中原有知识联系起来。教学必须基于学习者现有的心理结构或
图式，按照学习者能够将新信息同原有的知识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联系的思路来组
织信息。如此强调认知则意味着教师和设计人员的主要任务是:

( 1) 懂得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各种原有的经验来到特定的学习情境，这些原有经验
对学习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2) 确定组织和排序新信息的最佳方式，以填补学习者原有的知识、能力和经验
同新信息之间的差距。

( 3) 安排带有反馈的练习以使得新信息在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内能够有效地同化
或顺应。

5. 什么是掌握教学理论? 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本杰明·布鲁姆( Benjamin Bloom，1913 ～ 1999)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
育家。“掌握学习”的教学理论是布鲁姆的重要理论建树之一。

布鲁姆所追求的“掌握学习”是以“人人都能学习”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在传统
的教学班里，授课教师只希望 1 /3 的学生不及格或是刚刚越过及格线，有 1 /3 的学生
的学习成绩一般，而只有 1 /3 的学生完全掌握教师所教知识，并长期坚持使用这种正
态曲线模式来评价学生成绩，而“这种期望是当今教育体制中最浪费，最有破坏性的
一面。它压抑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破坏了相当数量的
学生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概念。”布鲁姆分析了学生的能倾分布:大约有 1% ～ 5%的学
生居于分布的上位;相反，大约有 5%以下的学生，由于有各种各样的缺陷，诸如有碍
于学习音乐的听觉缺陷，有碍于学习美术的色觉缺陷，以及不能很好地理解抽象的概
念等，成为跟不上学业的差生。但是，占 90%的大部分学生的能倾差异，不过是一种
学习的速度差异。只要根据每个儿童的能力和能倾，以及学习成就状况，有重点地给
予适当的学习课题，有适当的学习时间，改进教学法、学习方法等，那么所有儿童最终
都能达到确定的( 最低限度标准的) 全部教育目标。

在布鲁姆看来，决定教学效果主要有三个变量。第一，认知的前提能力。今后所
要学习的前提———基础知识，学习者已掌握了多少。这关系到学习该课题的已有知
识与已有的各种能力的量，它同稳定的、难以变化的一般智能和能倾是有区别的。第
二，情感的前提特性。学习者参与学习过程的动机作用的程度是受各种态度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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