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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一、教学事项教学是有一定程序结构的。在教学

程序中，教师安排的程序性事项就是教学事项。加涅指出，

在教学中，要依次完成以下九大教学事项。(一)引起学生注

意引起学生注意是教学过程中的首要事件。教师教学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引起学生的动机，促使学生建立期望。教师可以

通过三种方式来引导学生的注意。①激发求知欲，即由教师

提出问题，学生们为了知道问题的答案，就会集中注意教师

的讲解以及其他教学活动。②变化教学情境，即通过教学媒

体，提高教学的直观形象性，促进学生的感知和思维活动。

③配合学生经验，即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结合日常生

活经验，然后转到所教主题之上。(二)提示教学目标向学生

提示教学目标，能使学生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明了学习的结

果和方法，以免学生在学习中迷失方向。在向学生陈述教学

目标时，要注意用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确保学生理解目标

和结果，形成心理定向。(三)唤起先前经验任何新知识的学

习必须以原有知识为技能为基础。教师要激活学生头脑中的

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技能，以此为基础推导和生发出新知

识。(四)呈现教学内容教师在呈现教学内容时要根据教学材

料的性质、学生学习特点与预期学习结果等有关问题，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用学生最有效接受的方式进行编码

，以利于学习者感官通道的接受。(五)提供学习指导 在呈现

完教学内容之后，教师要指导学生完成课堂作业。进行指导



时要注意：①当学生对人名、地名等事实性的问题不理解时

，可以给以直接指导，将正确答案直接告诉学生。②对于与

学生经验有关的逻辑性问题，可以提供间接指导，即给学生

一定的暗示或提示，鼓励学生自己进一步推理而求得答案。

③在进行间接方式指导时，要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而采用不同

的方法，对于能力强个性独立的学生，给予较少指导，鼓励

自行解决问题，对于能力差个性依赖的学生，给予较多的指

导，直到得到正确答案为止。(六)展现学习行为这一阶段要

求学生以某种方式来说明自己的学习所得：教师可以根据学

生行为上的三种线索来判定学生是否产生了学习：①眼神和

表情，当求知活动由困惑而获得理解时，学生的眼神和表情

会流露出一种满意的状态。②随时指定学生代表将所学知识

或问题答案说出来。③根据学生的课堂作业来检查全班学生

的理解状况。(七)适时给予反馈 反馈能让学生了解自己学习

的进展或有关的结果。考\试大/学生反应的反馈线索既可以

来自自己，也可来自教师，尤其是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作

业和谈话而获得反馈。 (八)评定学习结果通过学生的作业情

况，或者课堂小测验，或者其他课堂问答，教师能够了解学

生对本节课内容的掌握情况，根据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给予一定辅导。(九)加强记忆与学习迁移 当确知学生获得了

所教知识技能之后，就要教学生如何记住知识，并给以复习

的机会，以便巩固所学知识。并且，要提供一些问题和情境

，使学生在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迁移。二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指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为实现一定的

教学目的，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而采取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

活动方式，它是整个教学过程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教学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常常要用

到以下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讲解法；演示法；课堂问答；

练习；指导法；讨论法；实验法；游戏；参观法；实习作业

。 三、教学媒体(一)教学媒体的含义教学媒体指在教学中教

师运用的向学生运载传递信息的工具。(二)教学媒体的类型

一般来说，学校中的教学媒体包括：①非投影视觉辅助；②

投影视觉辅助；③听觉辅助；④视听辅助；各种媒体都有其

独特的特点和作用。(三)选择教学媒体的原则及应考虑的因

素在选择媒体时考虑适宜和有效两原则，具体说，选择教学

媒体时，教师要综合权衡教学情景，学生学习特点，教学目

标性质以及教学媒体的特性等。(四)戴尔的经验锥形戴

尔(1946)从直接具体经验到抽象经验排列了11种媒体，构成一

个经验锥形。受时代所限，经验锥形中没有列入多媒体计算

机。使用教学媒体是为了使教学遵循这样一个顺序进行：从

经验的直接动作表征、经验的图像表征到经验的符号表征。(

五)教学媒体的两大特点1．它作为传递经验的物质手段，必

须具有一定的物质形式。2．教学媒体本身不是经验或信息本

身。(六)教学媒体的作用它作为传递对象的经验要素的变质

变形的工具，是使经验传递成为可能的工具。四、课堂教学

环境课堂教学环境包括课堂物理环境和课堂社会环境两个方

面。一般说来，教师组织课堂空间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

按领域原则来安排课堂空间，即将课堂空间划分成一个个领

域，某些领域只属于某个人，直到教师重新改变某人的位置

为止，这种安排特别适合面向全班的课；第二种是按功能安

排课堂空间，即将空间划分为各种兴趣范围或工作中心，每

个人都能达到各种区域，这种安排最适合于小组同时进行各



种不同的活动。学生座位的安排会影响课堂教学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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