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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研究 · 

以学生为焦点加强课堂设计，按认知规律提升育人水平 

秦石乔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在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各种不足和问题，可以主要归根于课堂设计的问题。在深入调研课堂 

教学效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 了课堂设计的问题，结合对现代 学习理论与认知规律的研究，总结了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学习理论的特点和差异，指出了课堂设计与现代学习理论 中情景设计的密切相关性， 

并提出了按现代学习理论指导课堂设计的方法和要点，同时进一步提 出了不同类型层次人才培养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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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 Class Design Centering on the Students and Raise the 

Educat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Cognizance Law 

QIN Shi．．qiao 

(Co／te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The different short comings and proNems reflected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are mainly due to the 

problem of class design．Based on attending many classes an d investigating deeply the teaching effects，how to design a 

lesson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modern study theory and cogn izance law，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behaviorism．congnitivism and strnctivism are summarized．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design and scene design in 

the modern study theory are pointed out and the method and key point to instruct class design according to modern study 

theory are proposed．Furthermore，different maching strategies are give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evel of the talent 

culf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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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主席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质量 

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 ，是支撑国家人才战略工程的关键。 

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很多，人才的知识学习与能力成 

长是核心，课堂教学是制约批量人才培养效果和质量的关 

键。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是教育界、 

教师和管理者普遍关心的问题。结合本单位课堂教学实践 

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在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 

出从加强课堂设计人手，按照学习理论和认知规律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和育人水平。 

一

、 课堂教学现状剖析 

高等学校普遍采用课堂教学的评价，其 目的就是把握 

好课堂教学质量。我院2009年推行了教学要素为评价内涵 

的质量评价体系，从实践评价的效果来看，整体教学质量 

还是有保证的，但也反映出不少问题。具体结果为：教姿 

规范、按纲施教、精力投入等方面表现最好，表明广大教 

师教学态度端正，上课积极认真，规范施教；语速、准确 

性、熟练程度、内容主线、内容层次等方面表 现比较好； 

而表现力、思想性 、感染力等方面表现最差，说明围绕知 

识点的素材展现还不够生动有力，授课的深度还不够，从 

知识内涵外延拓展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程度还不够，讲授 

还比较平淡，给学生的冲击和感染还不够。另外，肢体语 

言、启发性、深入程度、重点难点、素材支撑、课堂气氛 

等方面表现还比较差。 

剖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作者认为可以归 

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教学基本功的问题，如表达、 

板书、课件制作等。教学基本功是视听觉直接可感的，比 

较容易甄别。教学基本功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影响是 

直接的，教学基本功不能满足课堂教学要求的老师，绝对 

不能安排到课堂教学岗位。另一方面是课堂设计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11-07-25 

[作者简介] 秦石乔 (1963一)，男，湖南宁乡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理学院院长、教授，物理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等理科教育分委员会常务理事。 



秦石乔 ：以学生为焦点加强课堂设计 ，按认知规律提升育人水平 51 

教学基本功之外的问题，作者认为都可以归结为课堂设计 

的问题。课堂设计是教学准备的集中体现，是教师教学水 

平的真实写照，是教学 内功的生动展现，也是教学精力投 

入程度的缩影。课堂设计不到位，课堂教学效果好是不可 

能的。教师在课堂设计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如电影制作中的 

导演，如何围绕教学内容体系组织好知识点切人转移、教 

学情景、支撑素材、鲜活案例等设计都与电影中导演的作 

用相同。如果每堂课都讲得 电影那么精彩，谁能说没有感 

染力呢?只有水平高、功底厚 、经验丰、把握认知规律的 

教师才能设计好一堂精彩的课。现在高校教师，普遍都是 

博士学位 ，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底一般都没问题 ，提高课堂 

设计水平的主要出路在加强精力投入，或者更深一点就是 

要解决好对教学的认识问题。 

二、学习理论与认知规律 

教学的任务 目标在于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于学生最 

大程度地掌握知识。在研究教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 

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研究探讨，只注重了教师应该如何教， 

而忽视了学生是怎么学 的，即知识从哪里来 以及人是如何 

学会知识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实施高水平教学，就非常 

有必要研究知识的学习理论与认知规律。运用好学习理论 

与认知规律指导课堂设计，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教学水平 

的关键。 

学习理论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因素影响 

学习、记忆的作用是什么、知识转移是如何发生的、最典 

型的学习类型等五个问题 j。古老的学习理论有两个对立 

的主张：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为 ，经验是知 

识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 ，人生来是无知的，任何知识都 

是来 自于它同环境的互动及联系，即 “人之初，性本善”。 

理性主义认为 ，知识来 自于推理，根本不需要借助于感觉。 

作者认为，经验主义对应于学习的初级阶段 ，当基础知识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飞跃到理性主义的学习阶段，通 

过感悟、推理提升知识。在古典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了三种现代学习理论：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 

义。 

行为主义诞生于上世纪初，是经验主义 的发展 ，以学 

生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为导向，认为学习源 自环境刺激 

与互动，知识转移来自于学生的概括总结，强调增强刺激、 

练习、实践、考核反馈等要素，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设计 

视听等感观刺激环境和教、练、考。行为主义中的所谓 

“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就是学生学习的结果，如对某 

个问题知不知道，会不会解题等。对行为结果的诊断，常 

用的方法就是提问、练习、考试，并以此为导向反馈于教 

学过程中，包括学生未掌握问题的重复讲解、练习。如果 

把教师、学生、情景当成一个教学系统，行为主义中，教 

师关注的是通过驾驭情景对学生的输入 (灌输)和学生的 

行为输出，而没有太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认知过程。因此， 

作者认为，行为主义是与常说的 “应试”教育相对应的一 

种学习理论。 

认知主义-l 诞生于上世纪 50年代后期。认知主义强 

调学习者的心理认知在学 习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学习是一 

种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 ，是获得知识时认知状态之间的离 

散变化，通过学习者对信息的接收、编码、组织、贮存、 

处理等实现知识的转移，强调环境刺激、记忆及学习者的 

思想态度在学习中的作用。学习的结果取决于知识是否在 

记忆中以一种精心组织和意义充分的方式贮存起来，理解 

被认为是拥有规则、概念和辨别等形式的知识。教学是操 

纵呈现材料的程序，引导学习者的认知加工与互动，教师 

的责任在于帮助学习者用最佳的方式来组织信息，突出有 

效的信息加工策略，讲解、示范、举例、练习都是指导学 

习的好方法。行为主义者重在设计环境 ，实现知识迁移，而 

认知主义者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突出有效的学习策略，关注 

通过鼓励学习者运用适当的学习策略来改变 自己。可见认 

知主义并不否定行为主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 

的知识学习规律和学习心理。 

建构主义【l 诞生于上世纪 90年代 ，是认知主义的一 

种发展，是当前教育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最先流行于职 

业培训领域。建构主义认为，世界及其内在规律是客观存 

在的，每个人都是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通过学习建构 自己 

的世界观，因而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世界观，学习的 目标 

是将自身的世界观不断与客观真实世界相匹配。学习看成 

是依据经验来创造意义，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互动来构建自 

身的解释。知识是学习者的经验与学习情境融合转移的结 

果，学习总是发生在情境之中，而知识镶嵌于情境之中， 

通过让学习者参与到一个有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任务，就 

能习得知识 ，习得的程度与个人经验与加工策略密切相关。 

因此，教学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调研对象经验并科学设计 

好任务情境 (也就是常说的案例)。认知主义认为，知识是 

独立于心灵的，将心灵看成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映射，而建 

构主义者则认为心灵是一个过滤器，将来自于真实世界的 

输入过滤后形成 自己独特的现实。这是认知主义与建构主 

义的本质差别 ，即认知主义认为，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教 

师的任务是按学生的认知规律将知识尽量不走样的映射到 

学生的脑子中；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的内在规律是客观 

存在的，而每个人对规律的认识所建构的知识因人而异。 

想一想，同一个概念、同一个公式，不同的学生就有不同 

的理解，有的只看到了表面，有的则感悟到了本质。典型 

的例子莫若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不同的学生就有各 

具特色的不同物理图像，其中不排除有学生理解比老师更 

深刻。 

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教学主体或者焦 

点从教师转移到学生 ，行为主义以教师为主体，认知主义 

和建构主义以学生为主体，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从指导 

教学的角度，三种学习理论是否有 “最好的”理论?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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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的结果 ，如果是入门阶段的学习，最好采用较 

为客观的行为主义和／或认知主义方式，而对于有一定基础 

的熟练阶段的知识学习，特别是对一个复杂的和非 良构的 

问题 J，建构主义最有效。作者认为，对知识型人才的培 

养，其培养目标是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行为主义教学方 

式在促进掌握知识方面是最有效的。对应用研究型人才的 

培养，其培养目标不仅是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还应知道 

怎样做，认知主义教学方式是最得心应手的。对创新型、 

专家型人才的培养，建构主义教学方式则有独特的优势， 

尤其在解决非良构问题方面。 

三、以学生为焦点加强课堂设计 

课堂设计，或者更广一点教学设计，就是根据教学任 

务与目标要求，遵循教学规律、学习理论与认知规律，科 

学分解教学 目标 ，拟定教学策略，设计教学情景，凝炼教 

学内容等。教学设计是以一门课为基础，而课堂设计是一 

堂课或一次讲座的设计。与教学设计相比，课堂设计更微 

观更具体。能设计好一堂课 ，就能设计好一门课。从课堂 

设计人手推进课堂教学，更能有效地提升教学水平。 

以学生为焦点就是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 ，其相匹配的 

教学方式是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教学方式。然而，行为 

主义的教学方式对初学者的知识掌握有独特 的优势，这一 

点在基础课教学 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毋庸置疑。作者认为， 

不同的教学对象要恰当地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以学生为 

焦点，既要突出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的优势，但同时不能 

忽视行为主义的特点。对大学本科基础课教学，其教学目 

标是以知识掌握为主，并为后续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应用打 

下基础，采用行为主义教学方式为主，认知主义教学方式 

为辅的教学方略是合适的。对大学本科专业课教学，其 目 

标是培养应用研究型人才，则应以认知主义教学方式为主， 

行为主义教学方式为辅。对研究生的教学，其 目标是培养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则应以建构主义教学方式为主，认知 

主义教学方式结合。教学策略要注重灵活运用 ，对新知识、 

新概念的教学，即使是研究生层次，采用行为主义教学方 

式也是合适的。对案例教学，即使是本科生的基础课，建 

构主义教学方式也是适用的。 

无论是行为主义、认知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教学情景 

都是学习和实现知识转移的必要条件，都强调教学情景设 

计，只是重点和方法不同而已。行为主义以情景刺激设计 

为重点，强调教、练、考；认知主义则突出情景中的信息 

加工策略，强调方法；建构主义则强调情景中的任务设计， 

也就是案例设计，突出教师 “导”的作用。课堂设计，就 

是针对具体教学对象，设计与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相对应的教学情景 ，也就是教学情景设计。行为主义 

教学方式的课堂设计 (情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难度也 

较小，而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教学方式的课堂设计相对而 

言难度较大。 

课堂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教学内容和知识点设 

计教学情景。教学情景就是感觉情景，对课堂教学，主要 

是视听觉情景。听觉情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主要 由教师 

的语言表达构成，如语音、语速、语调、严谨性等。视觉 

情景就 比较复杂，主要涉及教师、板书、多媒体、教具、 

环境等方面，除环境不可控外，其余四个方面都是视觉情 

景设计的内容。教师包括仪容、姿体语言等，板书和多媒 

体是视觉情景的核心内容，包括讲授、知识点的展现、素 

材支撑、内容主线 、内容层次 、重点难点、规整性、配色 

布局、板书与媒体的配合、问题设计与互动 、案例设计、 

课堂控制等等。在现有课堂教学设计中，要特别注意和加 

强知识点的设计，包括知识点的切入、有效支撑知识点并 

深刻展现其内涵的素材、展现方式、围绕知识点的鲜活案 

例、问题锚定、与学生思维的深度互动等方面的设计。要 

充分重视教具在课堂教学中的效果和作用，随着多媒体的 

广泛应用，教具被遗忘，需知最好的媒体展现也无法与教 

具的教学效果相比。课堂设计的效果与精力投入密切相关 ， 

课堂设计的最佳样本就是电影。想想电影是如何展现题材、 

人物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无疑对课堂情景设计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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