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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6147.htm 第一节 教学模式概述 一

、教学模式的涵义和结构 (一)教学模式的概念 “模式”一词

是英文 model 的汉译名词。model 还可以译为“模型” 、 “

范例” 、 “典型” 等意思。一般是指被研究对象在理论上的

逻辑轮廓， 是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 的知识系

统，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了的结构形式。 将“模

式” 一词引入教学领域， 并加以系统地研究的，应当首推美

国的乔伊斯和韦尔。 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

为： “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 提示教师活

动的一种范型或计划” 。实际上教学模式并不是一种计划，

因为计划往往显得太 具体，太具操作性，而失去了理论性的

色彩。我们将“模式”一词引用到教学理论中来，是 想以此

来说明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

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 结构或框架，表现教学过程的程序性

的策略体系。 因此，我们认为，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思

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 的教学活动结构框

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

握教学活动整 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

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 (二)教学模式

的结构 教学模式通常包括五个因素，这五个因素之间有规律

的联系就是教学模式的结构。 1.理论依据 教学模式是一定的

教学理论或教学思想的反映，是一定理论指导的教学行为范

型。不同 的教育观往往提出不同的教学模式。 概念获得模式



和先行组织概念模式的理论依据是认知心 理学派的学习理论

，而情境陶冶模式的理论依据则是人的有意识心理活动与无

意识心理活 动、理智与情感活动在认知活动中的统一。 2.教

学目标 任何教学模式都指向和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

模式的结构中教学目标处于核心地 位， 并对构成教学模式的

其他因素起着制约作用， 它决定着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和师

生组合， 也是教学评价的标准和尺度。正是由于教学模式与

教学目标的这种极强的内在统一性，决定 了不同教学模式的

个性。不同的教学模式是为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服务的。 3.

操作程序 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逻辑步骤或操作程序

， 它规定了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先做什 么，后做什么，各步骤

应当完成的任务。 4.实现条件 是指能使教学模式发挥效力的

各种条件因素，如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 学

环境、教学时间等等。 5.教学评价 是指某种教学模式所特有

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的评价方法和标准等。由于

不 同的教学模式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和达到的教学目标不同

，使用的程序和条件不同，当然其 评价的方法和标准亦有所

不同。 目前，除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教学模式已经形成了一套

相应的 评价方法和标准外，有不少教学模式还没有形成自己

独特的评价方法和标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