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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下，人们对教育

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考试的

题目越来越活，教师们觉得压

力越来越大，原来死记硬背、

强化训练的方法已经“不灵

了”，必须改变教学方法。继

2 月 25 日和 3 月 4 日，本报推

出“关注教与学”系列报道

《“学习理论”：教师提升教学

水平的必修课》《了解学习科

学研究成果 提高教学工作自

觉性》之后，今天继续推出第

三期。

面对日新月异浩瀚无边

的知识，哪些该教，哪些不用

教？有用的、核心的知识又该

如何教？如何举一反三实现

知识的迁移？诸如此类的问

题困扰着广大教师。为此，本

报约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

程与学习科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盛群力就教师关心的问

题作一解答——

﹃﹃﹃﹃﹃﹃﹃﹃﹃﹃﹃﹃﹃﹃﹃﹃﹃﹃﹃﹃﹃﹃﹃﹃﹃﹃﹃﹃﹃﹃﹃﹃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学
习
科
学
﹄﹄﹄﹄﹄﹄﹄﹄﹄﹄﹄﹄﹄﹄﹄﹄﹄﹄﹄﹄﹄﹄﹄﹄﹄﹄﹄﹄﹄﹄﹄﹄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赋
能
教
师
实
现
减
负
提
质

““““““““““““““““““““““““““““““““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关注教与学””””””””””””””””””””””””””””””””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系列报道之三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作者简介：

盛群力，浙江大学教育学

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持/主讲国家精

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教学理论与设计”和中国大学

慕课课程“掌握教学设计”，出

版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现

代教学设计论》和国家精品课程教材《教学设计》，主持

翻译了《首要教学原理》和《综合学习设计》等著作。曾

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如何提高教学效能？这是学习科学和教学设计要探讨的两

个基本问题。本文将介绍若干重要的研究结果与建议，供教师在实现减负提质的工作

中参考。

●学习是内化与外化的协调，

课堂教学要更多向外化倾斜。

学习是指在某个学习场所中

学习者个体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

情。学习是发生在学习者身上的

一种相对持久的心理变化。这样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学习者内部心理结构变化，二

是学习者外部行为表现。只有内

外协调一致，才能真正做到学有

所得和实现迁移。

内部心理结构变化是基础，

是根本；外部行为表现是目的，是

结果。准确或者辩证地说，我们

应该将两者看成是“以内养外，以

外表内，内外协调，表里贯通”的

关系。没有内部心理结构变化，

学习者不可能有外部行为表现；

没有外部行为表现，内部心理结

构变化就无法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和指向。

如果说教学是为了促进学

习，那么就要在课堂上完成内化

与外化的协调和循环。但是，现

在的课堂对学生来说很大程度上

是“内化课堂”，主要是学生听讲、

学生思考、学生想象、学生记忆、

学生分析和综合，等等，完成的是

心理内化工作。而学生回答问

题、开展讨论、动手操作、表现所

得，这些外化的工作在课堂上展

现时间不充分，尤其是覆盖面远

远未及全体。如果说智能时代课

堂将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回答应

是从单纯的内化或者内化为主的

课堂逐渐过渡到外化为主的课

堂。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转课

堂”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了预习单

和导学案的功能，让学生在课堂

上有更多讨论交流，从而实现了

以“外化课堂”为主。

●意义学习取决于选择、

组织和整合三个心理加工全部

到位，深度学习发生在新旧联

系中。

关于人是如何学习的（一般

的学习过程或者一般的学习模

式），在最近30年的研究中，教师

最适合学习的可能是“生成学习

模式”。教学设计专家罗伯特·加

涅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信息

加工模式”，经过学习科学专家理

查德·E.梅耶20世纪90年代改造

提升优化，转向了意义学习、建构

学习与生成学习。这样的学习发

生机制不是将学习简单地看成是

累积，更不是搬运或者倾倒，也不

是贮存或者银行式的储蓄与支付

过程，而是由学习者发自内心的

自觉自愿动机和行为构成。

现代学习科学的研究证明，

人的学习主要是感觉记忆、工作

记忆和长时记忆发挥作用的过

程，其间有三个关键的心理运作，

即选择、组织和整合。选择是指

聚焦新知识，组织是指梳理新知

识，整合是指联系新旧知识。没

有选择，没有组织，没有整合，学

习将一无所获；只有选择，没有组

织，没有整合，学习仍将是一无所

获；有了选择，有了组织，没有整

合，学习将是机械学习或者死记

硬背，至多是简单套用，或者说可

以学“懂”了，但是没有学透、学

深、学活。只有选择、组织和整合

全部到位了，学习才真正发生，学

习才能达到理解意义和融会贯通

的状态。

以上经过几十年研究确立的

学习机制，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了

学习科学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学

生到学校里学习，必须做好选择、

组织和整合这三项工作；教师到

学校里教学，必须帮助学生做好

这三项工作。要提高学习质量，

要培养学习能力优秀的学生，最

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将知识技

能与个人的已有知识技能情感态

度等联系起来，将客观世界与主

观世界联系起来，将内化与外化

形成良性循环，做好整合。学习

中是否会整合，是否能将自己“摆

进去”，这是检验学生发展能力和

后劲的一把尺子。

●学习成功依赖于若干被学

习科学证实的好习惯。

学习科学专家梅耶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研究学习策略，新

近他还总结出了基于学习科学循

证的“成功学生的20个学习好习

惯”，其中包括激励自我学习、管

理学习环境和运用有效学习技

能。具体来说是：

动机习惯：（1）发现价值——

重视所学，并能在其中找到个人

兴趣；（2）设定目标——致力于透

彻地掌握所学；（3）树立信念——

坚信自己可以学好；（4）应对威

胁——信任自己的学习能力并能

避免被别人的观点动摇。

管理习惯：（5）规划时间——

专注的学习能学得更好；（6）间隔

留白——把学习任务分为几个

时段，而不是全部都集中在一个

冗长的时段里完成；（7）穿插交

错——在几个不同的主题间穿插

交错学习，而不是只抓着一个主

题不放；（8）避免分心——在学习

过程中避免外部干扰；（9）消除焦

虑——脑海免予忧虑的困扰；

（10）专心致志——注意力都集中

在学习上。

学习习惯：（11）复读澄清——

重新阅读在文章中需要澄清的部

分；（12）划出重点——在材料中正

确划出了重点；（13）提前习得——

先行掌握关键术语；（14）善作小

结——自己总结一节课的主旨；

（15）结构映射——将上课要点整

理成一份大纲；（16）绘制图示——

采用简图、表格、文本框等方式表

达要义；（17）自我检查——根据

学习材料自己开展练习；（18）自

我解释——用自己的语言把核心

内容解释给自己听；（19）乐于教

人——向别人解释自己学习的内

容；（20）具身体验——在学习时

参与和任务有关的活动。

●知识分类有助于教师明

确核心素养如何在教学内容中

落实。

学习科学与教学科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向是将学习任务划分

为不同的知识类别。这里提到的

知识概念是广义的，涉及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实、概念、程

序/规则/步骤、方法和策略、原

理、动力等一项或几项。

英国温彻斯特大学教授比

尔·卢卡斯新近对知识领域进行

了一种进阶分类。他认为，知识

是指“知道是什么”，技能是指“知

道如何做”，能力（特质）是指“知

道是什么+知道如何做+知道能

做成”，素养（习惯）是指“知道是

什么+知道如何做+知道为什么

做+知道何时做+知道经常做”。

卢卡斯的这一分类不仅简明扼

要，接近于日常语言，教师能够理

解和应用，更重要的是在“知识—

技能—能力—素养”之间形成了

一个连续体，这会对教师把握核

心素养在哪里，同日常的学科教

学究竟有多大关系有帮助。

假定我们暂时不考虑年龄和

学科/专业的差异，那么，一般而

言，这些知识可分为陈述性、程序

性、原理性、策略性、动力性等几

种。其中，“是什么的知识”主要

对应的是“事实”和“概念”；“如何

做的知识”主要对应的是“程序/

规则/步骤”；“为什么的知识”主

要对应的是策略、动力与原理。

有关学习科学的研究表明：

应该遵循从“为什么的知识”（策

略与动力）开始，然后进入“是什

么的知识”（事实与概念）学习，再

进入“如何做的知识”（程序/规

则/步骤）学习，最后再回到“为什

么的知识”（策略、动力与原理）学

习。学习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圈，螺旋上升，持续提升。

●用好基本的教学方法就能

减负提质，教学重在扶放有度、师

生协同。

当代顶尖教学科学专家戴

维·梅里尔经过50年研究积淀写

成的《首要教学原理》一书中主张

四种基本教学方法。两种是教师

示证教学活动——讲解一般信息

和展示具体描述；两种需要学习

者对内容作出反应的互动——答

问一般信息和练习具体描述。这

样就可以将不同知识类型（也就

是能力或者素养，这是我们通过

教学要达到的学习结果）与四种

基本教学方法一一对应。其对应

关系如右表。

另外，从教学科学的视角看，

有效教学方法最佳的组合是归纳

与演绎，讲解与探究（发现）的二

维矩阵组合。综合学习设计倡导

者杰伦·范梅里恩伯尔指出共有

四种情况：（1）演绎—讲解；（2）演

绎—探究；（3）归纳—讲解；（4）归

纳—探究。从扶放有度的连续体

来看，最容易的是演绎—讲解，教

师全扶；最难的是归纳—探究，教

师全放。演绎—探究和归纳—讲

解属于教师有扶有放，区别是扶

多一点还是放多一点。归纳—探

究表示的是完全探究发现的学

习，等同于像科学家那样的思维

和工作，差别在于学生探究发现

的是人类已经发现的东西，科学

家则是在探究发现人类未知的领

域。四种组合教师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作出选择，不过一般建议优

先采用归纳—讲解。

六、投入程度大，会带来什么？
●学习方式分类学的研究表明，参与就是能力！

从学习投入或者参与的方式上看，学习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

“被动学习—主动学习—建构学习—交互学习”是一条进化链，交互

学习的效果最好，有利于培养深层次的能力与素养。这就是季清

华的“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本项研究成果获得了2015年美国

心理学会颁发的桑代克教育心理学职业成就奖和2016年美国教

育学会颁发的教育贡献大奖，目前正被全面推进到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和课堂教学应用研究中。“被动学习”中，学生虽然能够聚精会

神了，但是未能开动脑筋，学习结果是储存知识；“主动学习”中，学

生既动脑又动手，学习结果为激活知识和整合知识；“建构学习”

中，学生能自我生成一些东西，理解更深入了，能自己作出推断；

“交互学习”中，学生协同创新，真正享受了来自伙伴的贡献。这项

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设：参与就是能力！参与程度或者投入程度

越大，学习层级就越上位，学习深度就越显著，学习能力就越强大。

七、教师如何自编“考试大纲”？
●依据学习目标到达度开展评估，学习任务类型与掌握水平

矩阵表是教师手中的武器。

参考国际上公认的学习目标分类学，我们建议可以采用了

解、理解和应用（细分为基本应用和综合应用）三种掌握水平：

（1）了解——学生知道某一知识“是什么”（事实与概念）、“如何

做”（程序/规则/步骤）和“为什么”（策略、动力与原理），知识呈

现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文本的、动作的，包括文字、符号、图示

等；（2）理解——学生对已了解的知识能独立确定其意义，具体分

为解释、举例、分类、总结、推断、比较与说明（论证）；（3）应用——

学生能根据具体情况（即知道在什么条件下等）运用已理解的知识

解决相同情境或变式情境中的特定问题。

将了解、理解和应用三种掌握水平与三类知识（“是什么的

知识”“如何做的知识”“为什么的知识”）加以匹配，可以构成一个

矩阵表，用以指导备课和上课。

从考试和检查的角度看，我们重视的是关于“是什么的知

识”和“如何做的知识”，对“为什么的知识”远远重视不够，像对

策略、动力和原理知识的考查比较少，尤其在闭卷考试为主的情

况下，我们将很多力气花在了了解水平甚至是记忆背诵能力

上。根据现代学习科学的研究，知识的考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

保持，一种是迁移。保持测验的目标是记忆教材，迁移测验的目

标是理解与掌握，即学会在新的情境中评价和使用所学知识。

从考试考查题目的顺序来讲，一般应将“是什么的知识”放在前

面，“如何做的知识”居中，“为什么的知识”放最后，这样呈现梯

度并且有适当的比例分配。

根据现代学习科学的研究，传统的书面考试考查题目难以检

测出高层次的素养或者能力。因此，是非题、判断题、选择题、术语

释义、观点或者解决方案论述比较适合“是什么的知识”和“如何

做的知识”，聚焦于了解、理解与基本应用。“为什么的知识”比较适

合开放题、综合情境题、真实/模拟任务题等题型，主要检测材料分

析与综合，观点或者解决方案比较、评价与择优，案例分析与评判，

创造性计划与实施方案等素养。

最后，我想向关心学习科学和教学设计的教师朋友们推荐一

些相关阅读材料，方便大家进一步理解“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

相关的最新理论与方法。

五、教师如何提高教学效能？

四、教师为何要会用知识分类？

三、“学习好习惯”有哪些？

二、学生如何学习？

一、什么是学习?

盛群力推荐的阅读书目：

1.《应用学习科学——心理学大师

给教师的建议》，[美]理查德·E. 梅耶

著，盛群力、丁旭、钟丽佳等译，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2016。

2.《成功智力教学——提高学生

学习效能与成绩》（第二版），[美]罗伯

特·J.斯腾伯格等著，丁旭、盛群力译，

宁波出版社，2017。

3.《理解为先模式——单元教学设

计指南（一）》，[美]格兰特·威金斯、杰

伊·麦克泰著，盛群力、沈祖芸、柳丰、吴

新静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4.《理解为先模式——单元教学设计

指南（二）》，[美]格兰特·威金斯，杰伊·

麦克泰著，沈祖芸、陈金慧、张强译，盛

群力审订，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

不同学习结果与教学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是什么的知识

（概念）

如何做的知识

（程序/规则）

为什么的知识

（原理/过程）

讲 解（师）

讲解定义

讲解步骤与

序列

讲解在过程

中所涉及的

条件与后果

答 问（生）

回忆定义

回忆步骤与

序列

回忆在过程

中所涉及的

条件与后果

展 示（师）

展示若干具体

事例

在若干不同的

情境中展示该

程序

在若干不同的

情境中展示该

过程

练 习（生）

对新事例进行分类

在各种新的情境中

执行该程序

通过在新的情境中

查明欠缺的条件来

预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