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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B2_E5_9C_B0_E7_c38_59148.htm 教师上课肯定要采用某

种或几种方法来向学生呈现知识、训练技能，最常用的便是

讲和练。有的教师几十年来就是用的这两种方法，培养了不

少出色的学生，学生对教师的讲与练也终身难忘。因此，也

就有了一种说法，何必费事去学什么方法、模式，练熟一张

嘴就行了。其实，优秀教师的“讲”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讲”，虽然讲与练确实是一种最直接、最经济的教学方法

，但是，现代教育的观念首先是全民教育，即应当尽可能保

证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最好的教育，传统教育中确实有许多

优秀的教师，可是教师的人才结构也是呈金字塔型的，优秀

的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采用中世纪师徒口头传授的老办法

，来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问题。人们永远不会

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效率满足。作为一名教师，面对生生学子

对知识与智慧的渴望，以及知识迅猛发展的社会状况，必然

将创造新模式与新方法作为自己的职责。教学模式与方法问

题直接介入教师的课堂教学，它已不是课前的设计，而是关

系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一、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界

定 有关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定义都不少，人们从不同层次

或角度来界定这两个概念。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教学方法的

概念。如果将教学方法看成是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的一切程

序、途径及手段，可以用《教育大词典》中的解释：“（1）

某种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及其实践的统称。（2）师生为完

成一定教学任务在共同活动中所采用的教学方式、途径和手



段。”（顾明远，1990）由于是统称，因此，它就包含了教

学原则、程序甚至模式等所有与教学有关的概念。不过，这

样一来就很难分辨教学中的许多概念了。王策山在《教学论

稿》（1985）中认为教学方法是“为达到教学目的，实现教

学内容，运用教学手段而进行的，有教学原则指导的一整套

方式组成的师生相互作用的活动。这一定义将教学方法与教

学的程序、原则、模式、策略区分开来，程序强调的是教学

一时间序列安排教学的步骤。原则是指教学活动的指导思想

与要求。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教学思想理论指导下，由一组特

定方法构成的较稳定的教学程序。策略也可以看成方法，但

其概念比方法更广泛。由此可见王策山的定义在语义上比较

严格。 我们在第一章开始时提到的美国心理学家盖奇也为教

学方法下了一个较准确的定义：指“重复出现的教师的行为

模式。它能应用于各个学科，不是为某个教师所特有，并与

学生的学习有关。”（N.L.Gage,1988）这一概念中“重复”

的“行为模式”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重复出现的，并

按一定顺序组合起来的教学行为。“应用于个学科”是指应

排除只适用于某一课题的专门化行为，如历史学科中的时间

换算、地理学科中的等高线判断等等。此外，也排除只适用

于个别教师才能或品质的行为。最后，它必须与学生的学习

有关，排除心理辅导、班级管理等等与学生学习没有直接关

系的教育行为。说盖奇的定义较准确是因为他的定义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可以进行观察统计。 将这两个定义结合起来，

可以从语义与可观测的行为两方面来界定教学方法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教学模式呢？上文已提及它不同于一般的教学

方法，是一组特定教学方法的组合，并且具有较稳定的实施



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与程序不是一般的组合，而是在

特定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组合，这些理论经过长期实践研

究基础上形成的，如：布鲁纳的概念获得、奥苏贝尔的先行

组织者等教学模式都是他们长期研究的实践总结。教学模式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操作过程、

教学反馈与评价及教学条件与设施。教学模式一般根据特定

的教学目标，依据特定的教学内容制定操作过程，确定反馈

与评价的方法，并在教学开始前准备好相应的教学条件与设

施。教学模式不一定在一节课中实施，可以延续几节课或者

更长的时间。教学模式体现一定的教学思想，它能将教学构

想变成人们可以观察、可以理解、可以操作的实施原则与方

法。 教学模式主要包含了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教学组织程序

与形式、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方法

等五个纬度的诸多因素。组织程序是纵向的教学步骤安排，

组织形式是在一定时间内，学生的横向组织关系，如班级、

小组、个体等；教学对象指与学生有关的种种因素，如年龄

特征、性别特征、知识基础、智能水平等等；教学目标也是

学生的学习结果，是师生努力的方向，如陈述性目标、程序

性目标与策略性目标等；教学内容当然也是学习内容，是教

师为学生达到教学目标而准备的教材、辅助资料等，教学目

标决定了教学的内容类型，如有关陈述性目标中有历史、地

理学科中的主要概念、规律，程序性目标中有历史、地理学

科中的编制表格、设计调查报告等，策略性目标中有阅读策

略、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教学方式、方法是教师呈现知识、

启发学生、运用媒体等等教学手段，是学习目标达成的主要

途径。教学模式的研究将人们对教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



层次，人们不再单纯地将传统教学中的几个固定程序看成是

不可改变的模式，而且，人们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与心理

学的相互促进，已经在这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教师除了掌

握一般的教学理论外，都应当熟练地掌握几种不同的教学模

式，才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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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