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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本 因学论教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

陆根书
西安交通大学高教所
gslu@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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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
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
活、高效的课堂？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
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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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重视课堂教学等微观教学环节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
重要趋势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强调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使
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之
一

• 1984年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提出高校要全力以赴提高教育质量

• 1984年法国《高等教育法》强调，高等教育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

• 1992年英国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质量审核组织“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

• 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将质量问题列为新世纪高等教育的三大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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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直言:中国大学教育有问题钱学森直言:中国大学教育有问题

 2005年7月29日上午，温家宝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时，钱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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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
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
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
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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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

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22
育人为本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

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重点任务

优先发展和改革创新是实现重点任务的两大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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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质量 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 我国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转折点，要由数量的发展
转为质量的提高；同时，质量提高也能真正实现公平

• 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作为
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 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特
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

• 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
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
来

• 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规划纲要》《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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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5年工作要点

第4条 加强高校课堂教学管理

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
思想工作的意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建立符合国情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质量
标准体系，发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推荐目录。

健全课堂教学管理体系，制订实施《高等学校课堂教学管理办法》，
指导高校制订实施《教学工作规程》、《课堂教学管理细则》，进一步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依法治教，明确课堂讲授纪律，严格课堂教学纪律，
严禁严管严查极个别教师在课堂上散布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违反四项基
本原则的言论，确保课堂教学生态风清气正。

《“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

《高等教育专题规划》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

高教30条等
政策文件

高等教育
发展规划

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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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 本科质量工程/高教30条（2011年）
– 增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

– 加快发展继续教育

–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 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 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

–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 推进试点学院改革

– 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

– 加强省级政府统筹

– 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

– 完善教师分类管理

– 加强高校基础条件建设

– 加强高校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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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内涵式发展

– 促进高校办出特色

–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

– 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

–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

– 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

– 强化实践育人环节

–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

–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 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制度

– 推进协同创新

– 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 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 改革高校科研管理机制

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三大
亮点

协同
育人

资源
共享

强化
实践

建设国家精品开放课程
精品视频公开课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

“拔尖计划”
“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

划”
“卓越计划”

推进实践育人、，高
校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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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实施4年，5500名学生得到支持。首批500名毕业生
中，99.6%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22%进
入世界顶尖大学环学科就读。

A

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

教育部和中科院于2012年启动，参与高校近350所，
科研院所120家。各科研院所专家到高校授课或讲座
1400余人次，每年受益学生超过16万人。

B

卓越计划

工程、法学、新闻传播学、农林、医学等学科实施。
卓越工程师计划：208所高校1257个本科专业、514
个研究生层次学科点试点，在校生13万人

C

课
堂
教
学
︓“

以
学
为
本
︐因
学
论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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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2011年启动国家精品开
放课程建设

4000门国家精品开放
课程中已有633门精品
视频公开课、1650门
精品资源共享课。

爱课程、网易、央视网：课程浏
览 累 计1.27亿 次 ， 访 问 量 超 过
3852万。

2013年10月以来，建设了147门
“慕课”，选课人数达12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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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

2012年1月

2012年8月
6155家 企 业 与
高 校 签 约 参 与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
有626家企事业
单 位 成 为 首 批
国 家 级 工 程 实
践 教 育 中 心 。
高校投入22亿，
企业投入4.2亿

教育部会同中
宣部等七部委
制订《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校
实践育人工作
的若干意见》

制定《普通本
科学校创业教
育教学基本要
求》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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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把协同育人作为
重要机制

深化改革，把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作为突破点

把优化结构作为战略
重点

05把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作为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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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

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
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 扣子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
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
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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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生力军
– 印发实施《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 召开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视频会，全面部署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着力推动高校更新观念，完善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模式，
强化实训实践，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 继续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继续举办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年会。举办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 推动高校面向创新创业大学生实行弹性学习年限制度，支持创新创
业大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 聘请各行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课、创业就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骨干教师专题培训

– 建设一批大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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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把协同育人作为重要机制

–深入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工
作交流研讨，推广典型经验，扩大实施高校范围，加强共建大学生
校外科研实践基地，带动和促进实施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教育和科研
工作方面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实现科教结合的有效推进、合作
共赢。

–启动实施农科教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分类推进农林教育综合改革，
加强建设第二批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中试与推广、农
民培训和大学生创新创业为一体的农科教合作培养人才基地，提高
农林院校实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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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把优化结构作为战略重点
–制定出台本科专业设置标准，加强本科专业设置和管理工作的科学
性、规范性。

–建立健全舆论监督机制和专业预警机制，公布各省（区、市）就业
率低的专业名单。

–坚持存量调整，督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专业布点控制，避免盲
目布点、重复设置，撤销一批就业困难、布点过多的专业点。

–坚持增量优化，引导高校设置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善民生急需的专业，支持发展
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学科专业。

–探索建立与学生就业、经费投入、资源配置挂钩的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引导高校构建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与学校办学定
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集中建好优
势特色学科专业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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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教
学资源建设与共享
– 制订实施《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继续加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力度，加快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

– 继续开展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工作，加强个性化培训服务，提高培训覆盖率。

– 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
作计划（CADAL）”项目发展和运行维护机制。

– 推动高校仪器设备和优质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系统（CERS）建设。继续建
设一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重点开展资源、
平台、队伍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形成持续服务实验教学、保证优质实验教
学资源开放共享的有机整体。

– 研究建立高校实验教学能力年度报告制度。

– 继续援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
教育方法，提升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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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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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
量体现在哪
里？(用什
么指标来检
验质量？)

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

如何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
(受哪些因
素影响？)

过去较多从“教”的角
度来理解，用“教”的
质量来衡量

从体制、从学校教学资源和
教学条件建设、从教师、“
教改”的角度，来探讨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比较忽视从学生的学习
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

比较忽视从学生、从大学
生学习改革、从教学的本
源上去解决质量问题

20

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学习环境

学生因素

教师因素

教与学的过程 学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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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01
传统的强调资源投入
和教师行为，单一地
聚焦于高等教育供给
行为的质量保障范式
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
(Kaneko,2008)

02

逐步形成以学生为
中心 , 以证据为基
础的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与保障体系。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逐渐从“院校本位”向“学生本位”
模式转化，转向关注学生参与、教育与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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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课堂教学：“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以学为本，因学论教”(以下简称“学本论”)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们论述有关“学”的思
想中，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是中国重要的教育教学文化遗
产(乔炳臣)。

“学本论”是肯定“学”在人的一切活动中的主体地
位的理论,它要求树立“以学为本”思想，切实做到
“因学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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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的思想关于“以学为本，因学论教” 的思想

“学而知之”；“性相近，习相远”；“学则不固”；“欲学
则能” ；为学要“每事问”，要“发奋忘食，乐以忘优”，
要“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孔子)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学不可以已”;要“积善成德”、“积学成圣”(荀子)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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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重要的教学思想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重要的教学思想

主张博通古今，笃行践履，恭谨勤奋，谦逊好学；不耻相师，
求法务上，学而得之，“从心所欲不逾矩”。

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习行、致用。

在先秦诸子圣贤的这种重学思想影响下，以后各朝各代的思
想家、教育家和学者们,无不重视学习问题。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25

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重要的教学思想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重要的教学思想

学本论思想以人的学习发展为出发点，确定以“学”
立论,去研究学对教的制约、学与教的艺术、学与教的
关系等问题。它是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学习
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教学：使学习者的主体性与客体性辩证统一

教学：使学习者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达到和谐统一

教学：使学习者的能动性与受动性达到和谐统一

教学：使学习者的共性与个性达到和谐统一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26

大学生：“考生” or “学生”？

“考生”？（应试，解题，把有问题的“考生”教
成没有问题了）

“学生”？（素质，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问
题意识，把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有问题，以产
生新的问题作为“会学”的开始）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27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

爱因斯坦：“一个问题的形成比解决它更重要，因
为解决问题可能仅仅是一种数学与实验技能。提出
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一个新的角度考虑老的问
题，要求创造性的想像而且常常能够推动科学的实
质进步”。

要从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建构新的世界，在
熟悉的情景中应用新奇的概念，对已有的现象从新
的视角提出问题，从杂乱无章中看到秩序、创建新
的情景的确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28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

问题从哪里来？

通过观察实践发现问题
–从社会需要和关注的热点中发现问题
–从实践的矛盾、困惑中发现问题

通过对理论的分析和推演形成问题
–从理论原理中引申出与具体现象及其联系相关的问题
–从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或同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中发现问题
–通过检验或拓展已有研究形成问题

通过分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形成问题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29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

课堂讲什么？

背景

结构

方法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30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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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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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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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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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 课外研习 社区服务 娱乐活动 体育锻炼
俱乐部社

团
宗教活动 培养兴趣 带薪工作 家庭职责 上学通勤 玩游戏

北卡罗莱
纳大学

15.54 14.63 3.6 4.66 6.06 5.07 2.38 4.79 6.53 3.05 3 4.67

明尼苏达
州大学

15.26 14.63 2.52 3.83 5.26 3.22 1.75 4.78 10.52 4.6 4.63 4.72

俄勒冈大
学

15.3 13.46 3.46 5.08 7.02 3.77 1.99 6.22 8.32 4.41 4.56 5.69

德州大学 16 14.55 3.68 5.03 6.21 5.34 2.75 5.45 6.97 3.67 4.26 5.42

加大伯克
利分校

16.18 14.99 3.64 4.4 5.36 5.46 1.99 5.17 5.54 3.02 3.44 3.61

湖南大学 23.06 10.55 5.63 7.85 7.79 7.11 . 9.77 3.23 4.74 15.61 4.58

南京大学 22.77 11.11 3.16 6.68 5.73 4.34 0.67 7.67 2.59 2.34 3.91 4.15

西安交大 23.62 9.18 3.78 7.01 7.33 5.83 1.48 8.17 2.61 3.52 13.3 5.17

莫斯科高
等经济学

院
19.42 15.62 1.97 4.35 4.85 1.66 0.71 5.24 4.52 5.2 10.92 2.08

大阪大学 . 10.47 0.47 2.76 3.17 3.8 0.32 8.83 6.64 4.28 6.13 3.34

英国布里
斯托大学

. 16.51 1.64 5.01 5.54 3.92 1.08 5.31 1.88 2.24 2.72 2.12

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大学生学习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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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 课外研习 社区服务
娱乐活动 体育锻炼 俱乐部社团
宗教活动 培养兴趣 带薪工作
家庭职责 上学通勤 玩游戏、看电视

国内外如何测量与评价大学生的学习？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35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

1 4

32
学习
经历

• 课程学习经历是指学
生感知的课堂教学情
景中学校教学与课程
的质量。后来这一概
念进一步扩充到了课
堂教学之外的学习经
历。

课程学习经历

• 学习环境是指学生感
知的学校或课堂心理
氛围。

学习环境

• 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认知、情感
和行为投入的总和。

学习投入

• 学习动机和策略的组合
• 学习观、学习取向、认
知加工策略和管理策略
的组合

学习方式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高教所 陆根书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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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学习投入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有何特点？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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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邀
请575所大学
的150万学生

参加

Indiana U
1998年开始
针对不同类型
高校学生进行

调查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 Chickering & Gamson(1987)提出的良好教

学7个原则
– 师生交流
– 学生之间的合作
– 主动学习
– 及时反馈
– 完成任务时间适度
– 教师对学生有较高期望
– 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38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 Kuh(2003)：了解学生的学习投入，应从两个方
面着手，一是学生在学习或与学习相关的活动中所付出
的时间和努力，这些活动都是与学生的学习和个人发展
有关的；二是学校是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投入到这些活
动中的，即学生的投入行为和院校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何，学校又是如何鼓励学生积极的投入到他们的学习
中去的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39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0

学习投入(NSSE)学习投入(NSSE)

维度 题目数 描述

学术挑战水平（LAC） 11
学生花费在学术性工作上的时间；学校课程

的挑战性和创造性

主动与合作学习（ACL） 7
学生参与学习小组；主动的参加课堂内外的

学习活动

师生交流（SFI） 6 课堂内外学术和非学术方面的交流

丰富的教育经验（EEE） 13
与不同背景学生交流；各种活动经历，包括

实习、留学等

支持性的校园环境（SCE） 6
学校环境对学生的支持；学生对环境支持的

看法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1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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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从反映教育过程的学生学习性投入表现来看，我国“985”院校本科教育与美国研究
型大学相比，既存在差距，也各有所长

• 在校园环境支持度指标上，中美研究型大学无实质性差异；

• 在教育经验丰富度指标上，两国高年级学生无实质性差异，低年级学生有较小差
异，“985”院校学生表现好于美国研究型大学；

• 在主动合作学习水平上，两国院校低年级学生无实质性差异，而高年级学生，美
国研究型大学略好于“985”院校；

• 在生师互动水平和学业挑战度上，无论高、低年级，“985”院校学生得分均低于
美国研究型大学，且存在中度及以上差异。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3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 院校资源条件优势并不等同于学生的高学习投入和高教育

收获，不同区域和类型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各具优势

• 大学“教育性”因素比学生“先赋性”因素对其教育收获

和在学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 大学的“教育性”因素对社会弱势群体学生（如农村家庭背景学

生、女生等）的学业和价值观增值尤为明显

• 大学院系层面教改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性投入表现，

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收获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4

学习投入(AUSSE)学习投入(AUSSE)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5

AUSSE的结构

维度 题目数 描述

学术挑战 11 多大程度上挑战学生的学习

主动学习 7 学生为主动建构知识而付出的努力

师生关系 6 学生与教职工联系的情况

丰富的教育经历 11 与教育有关的扩展活动

支持的校园环境 6 对大学环境的评价

工学结合 5 工作经历与学习过程相结合

学习投入(AUSSE)学习投入(AUSSE)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6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钱学森实验班学生学习投入状态比较研究

钱学森班 普通班
T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学术挑战 60.805 8.910 58.562 9.108 2.367*

主动合作学习 56.123 9.061 53.695 10.315 2.299*

师生关系 44.216 11.214 44.285 12.687 -0.054

丰富的教育经历 47.779 9.378 46.806 9.827 0.960

支持的校园环境 57.376 14.333 58.527 13.583 -0.788

工学结合 56.786 13.697 56.659 13.697 0.086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7

钱学森班 澳大利亚
T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学术挑战 59.339 9.153 49.323 12.290 17.347**

主动合作学习 54.523 10.130 40.007 17.186 21.515**

师生关系 44.117 12.064 22.666 16.008 29.247**

丰富的教育经历 47.194 9.673 26.817 13.537 33.763**

支持的校园环境 58.139 13.845 54.164 17.898 4.445**

工学结合 56.815 14.170 44.972 22.370 12.809**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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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班 澳大利亚

T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高阶思维 60.059 12.806 66.946 20.997 -8.155**

总体学习结果 70.137 13.469 63.713 18.778 7.697**

总体发展结果 64.297 12.575 45.917 22.804 21.188**

满意度 67.839 14.788 70.245 21.013 -2.608**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49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0

• 学习者具有的相对一致、持久的学习倾向，它反映
了学习者习惯性地处理许多学习情景中的信息的一
致方式

• 由学习者的学习观、学习取向、认知加工策略和管
理策略四个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并会在一定
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1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学习观

学习取向

管理策略 加工策略 学习质量

学习环境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2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维度 样题

学习观

知识吸收 • 对我来说，学习意味着设法记住要我们学习的东西

知识建构 • 我应该自觉寻找不同学习科目之间的内在联系

知识应用 • 我学习的东西应该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3

学习取向

证书取向 • 我想我对获得学位比对课程本身更感兴趣

兴趣取向 • 我学习纯粹是出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意义取向 • 对有趣的学术性课题，即使在课程结束后我仍会进一
步学习它

成就取向 • 我学习的目标是获得高水平的成绩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维度 样题

加工策略

表层加工

学习指定内容 • 我通常只学习那些要求我们学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有
必要做额外的事情

机械记忆 • 我尽可能逐字逐句地背诵定义
事实记忆 • 我会列出最重要的事实并背诵它们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4

深层加工 •
组织 • 当我学习一门课程时，我反复阅读课堂笔记和教材并记录

要点
关联 • 我设法将课程中分开处理的相关内容整合成一个整体

相关 • 我设法将从不同学科中学到的东西互相联系起来

批判性思考 • 读到或听到一个推论或结论时，我会考虑其他可能的答案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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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维度 样题

管理策略
自我管理
学习内容自我管理 • 如果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学习内容，我会设法找到与

该科目相关的其他文献
学习过程与结果自我管
理

• 我向自己提问以确保自己理解已经学习过的课程内
容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5

外部管理
学习过程外部管理 • 我根据学习材料或教师提供的指导进行学习

学习结果外部管理 • 如果我能正确回答教师或教材中提出的问题，我便
认为自己很好地掌握了学习内容

缺乏管理

矛盾态度 • 我怀疑学习这些东西是否值得
缺乏时间管理 • 我发觉自己很难有效组织学习时间
缺乏加工技能管理 • 尽管我一般能够记住事实和细节，但却很难把它们

组织到一起
担心失败 • 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信心不足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构成要素
学习方式

再现导向 意义导向 情景导向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6

学习观

学习取向

加工策略

管理策略

•知识吸收

•证书取向

•学习指定内容

•学习结果外部管理
•矛盾态度
•缺乏时间管理
•缺乏加工技能管理
•担心失败

•知识建构
•知识应用

•意义取向
•兴趣取向

•关联
•相关
•批判性思考

•学习内容自我管理
•学习过程与结果自
我管理

•进取取向

•机械记忆
•事实记忆
•组织

•学习过程外部管理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 样本数

GPA成绩

平均数
标准差

再现导向 872 2.0314
0.63249

意义导向 815 2.2991
0.59668

情景导向 856 2.0778
0.63683

合 计 2543 2.1328
0.63317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7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学习观 GPA成绩

知识吸收 ─
知识建构 +
知识应用 +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8

学习取向 GPA

证书导向 ─

兴趣导向 +

意义导向 +

成就导向 +

学习方式学习方式
加工策略 GPA成绩

表层策略

学习指定内容 ─
机械记忆 ─
事实记忆 ─
深层策略

组织 +
关联 +
相关 ？

批判性思考 ？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59

管理策略 GPA

自我管理

学习内容自我管理 +
学习过程与结果自我管理 +
外部管理

学习过程外部管理 +
学习结果外部管理 ─
缺乏管理

矛盾态度 ─
缺乏时间管理 ─
缺乏加工技能管理 ─
担心失败 ─

课程学习经历课程学习经历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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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经历(CEQ)课程学习经历(CEQ)

CEQ的结构(原始部分)

因素 题目数 涉及内容

良好的教学

GT(good teaching scale)
8

学生感知的教学质量：教师对学生的反馈；

教师对学生的激励；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等

清晰的目标与标准

CG(clear goals and standards scale)
5 学生对教师教学目标与标准的了解

合适的学习负担

AW(appropriate workload scale)
5

学习的负担：学生感知的学习负担是否适

当

合适的评价

AA(appropriate assessment scale)
6

学校课程评价是否合适：是鼓励深层理解

还是机械背诵

强调独立性

IN(Emphasis on Independence scale）
6 学生在校学期间的拥有的自主选择机会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61

课程学习经历(CEQ)课程学习经历(CEQ)

CEQ的结构(1999年扩展部分)

因素 题目数 涉及内容

对学生的支持

SSS(Student Support Scale)
6

图书馆设施，IT支持，学校福利以及咨询服务等：我

能够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技术资源

学习资源

LRS(Learning Resources Scale)
4

学习内容和教材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图书馆的资源能

够满足我的需要

课程组织

COS(Course Organization Scale)
3

课程组织的充分性和灵活性：课程内容是以系统的方

式组织起来的

学习共同体

LCS(Learning Community Scale)
6

学生对学习共同体的归属感及相互激励：我觉得自己

是学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学生质量

GQS(Graduate Qualities Scale)
6

学习的质量与收获：大学提供的课程为我所学的专业

奠定了宽广的知识基础

智慧激发

IMS(Intellectual Motivation Scale)
6

大学课程对学生的智力激励作用：课程能够激发我对

学习领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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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经历课程学习经历

 钱学森实验班学生课程学习经历比较研究

因素名称

钱学森班学生 非钱学森班学生

t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良好教学 2.7454 0.53404 2.5917 0.45879 -2.471*

清晰的目标和标准 2.6588 0.60780 2.5504 0.50113 -1.558

合适的学习负担 2.7979 0.64946 2.7804 0.53764 -0.235

合适的评价 2.4882 0.63384 2.5659 0.51808 1.075

基本技能 2.8976 0.52118 2.7623 0.41498 -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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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年级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良好教学

一年级 60 2.9000 0.61922

5.074**二年级 37 2.6081 0.44134

三年级 30 2.6056 0.35147

清晰的目标和标准

一年级 60 2.7611 0.71595

1.638二年级 37 2.5766 0.51309

三年级 30 2.5556 0.44060

合适的学习负担

一年级 60 2.8278 0.69024

0.134二年级 37 2.7838 0.69928

三年级 30 2.7556 0.50236

合适的评价

一年级 60 2.6500 0.73242

4.617*二年级 37 2.4234 0.47563

三年级 30 2.2444 0.50236

基本技能

一年级 60 2.9639 0.60607

0.999二年级 37 2.8153 0.43883

三年级 30 2.8667 0.4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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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名称

钱学森班学生 非钱学森班学生

t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学生支持(SSS) 2.8331 0.53379 2.7705 0.48996 -0.977

学习资源(LRS) 2.8661 0.45985 2.6930 0.44444 -3.063**

课程组织(COS) 2.6205 0.57395 2.5442 0.52677 -1.108

学习共同体(LCS) 2.9669 0.46446 2.7907 0.43291 -3.141**

学习质量(GQS) 3.0276 0.48694 2.8127 0.47736 -3.566***

智力激励(IMS) 2.9350 0.55026 2.8876 0.50385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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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年级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学生支持(SSS)

一年级 60 2.9533 0.54910

2.999二年级 37 2.7135 0.54066

三年级 30 2.7400 0.45227

学习资源(LRS)

一年级 60 2.9667 0.53128

2.924二年级 37 2.7514 0.41206

三年级 30 2.8067 0.30392

课程组织(COS)

一年级 60 2.7500 0.62667

3.532*二年级 37 2.5676 0.53440

三年级 30 2.4267 0.44793

学习共同体(LCS)

一年级 60 2.9800 0.57954

0.225二年级 37 2.9243 0.33781

三年级 30 2.9933 0.33003

学习质量(GQS)

一年级 60 3.0556 0.55376

1.283二年级 37 2.9234 0.41499

三年级 30 3.1000 0.41430

智力激励(IMS)

一年级 60 2.9958 0.62180

0.702二年级 37 2.8716 0.49519

三年级 30 2.8917 0.4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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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研究进程学习环境研究进程

30年代

70‐80年代

30年代

学习环境没有作
为一个独立的环
境系统
（1）Lewin的场
理论
（2）Murray的需
求压力理论
（3）Wade的《中
学学校环境测量
》

学习环境开始成
为一个独立的研
究领域。
（1）美国密歇根
大学建筑实验室
主持的“学校环
境研究”
（2）Walberg编
制了“学习环境
量表”，调查物
理课堂环境。

50-60年代

70-80年代
学习环境研究逐
渐从西方国家向
世界其他地区扩
散。
（1）Moos在斯
坦福大学创立了
社会生态学实验
室，编制了“课
堂环境量表”。
（2）”学习环
境调查问卷“和
”我的班级调查
问卷“的开发。

90年代 及以后

（1）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研究。
（2）网络学习
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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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历(SERU)学习经历(S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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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对象

 面向14759名本科生进行调查，有5238名学生回答了问卷，其中：

3988名学生完成提交；

1250名学生登陆过问卷，有的回答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有的只
回答了一小部分。对回答问卷中第一部分的结果加和，如果这
个加和小于20，则删除这个记录，如果大于20，则保留。 这
样其中有713个学生虽然未完成全部问卷，但提交的记录也保
留了下来, 有536名同学的记录被删除。

按提交了完整问卷的记录算, 回答率是27% (3988/14759);
加上没有完整回答的713份问卷，回答率是 32% (4701/14759)

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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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707 67.9

女 1281 32.1

年级

一年级 1154 28.9

二年级 975 24.4

三年级 822 20.6

四年级 1015 25.5

Missing 22 .6

学科

工程技术 2334 58.5

自然科学 277 6.9

生命科学 648 16.2

社会科学 559 14.0

人文科学 132 3.3

艺术 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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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学习活动
的情况

学生感知的学校是
如何支持和鼓励学
生积极投入到学习
与发展活动中去的

学生通过学习活动获得的
认知与情感发展结果

学术参与

学生发展

学习环境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高教所 陆根书 71

A

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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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历模型

学术参与维度(8个方
面)

学习结果维度(包括
智慧能力3个因素和
教育经历满意度4个
因素)

学习环境(包括课程
学习环境9个方面和
校园氛围3个方面)

学习经历

学术参与

师生互动

批判思考

学术挑战

课外投入

缺乏投入

理解分析

学习负担1

学习负担2

智慧能力

核心技能

研究技能

自我认知和社会沟通

教育经历满意度

环境支持

课程质量

大学生活

学校归属

课堂学习环境

智慧激发

师生关系

互助合作

学习难度

课程组织

自主选择

教学创新

鼓励学生

同侪竞争

校园氛围

关注学生

社会网络

教学漂移

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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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批判思考、课外投入、理解分析等维度的体验较好
 学生对师生互动、学术挑战、学习负担等维度的体验在“有时”

左右摇摆
 学生缺乏投入的情况较少，介于“难得”和“有时”之间

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

学术参与 N Mean Std. 
Deviation

师生互动 3980 2.76 .86

批判思考 3980 3.40 .84

学术挑战 3980 3.07 .76

课外投入 3979 3.64 .84

缺乏投入 3980 2.43 .76

理解分析 3980 3.64 .89

学习负担1(较重的) 3980 2.76 .98

学习负担2(较轻的) 3980 3.5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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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学生学术投入比较不同性别学生学术投入比较

维度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师生互动 男 2667 2.73 0.86 -3.38**

女 1279 2.82 0.85

批判思考 男 2667 3.37 0.84 -3.43**

女 1279 3.46 0.84

课外投入 男 2667 3.57 0.84 -6.33***

女 1279 3.73 0.83

缺乏投入 男 2667 2.55 0.80 12.93***

女 1279 2.26 0.68

理解分析 男 2667 3.59 0.88 -4.08***

女 1279 3.7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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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学术投入比较不同年级学生学术投入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师生互动 一年级 1152 2.61 0.77

72.69***
二年级 969 2.61 0.83

三年级 810 2.77 0.90

四年级 1015 3.06 0.86

批判思考 一年级 1152 3.45 0.85

3.96**
二年级 969 3.36 0.82

三年级 810 3.34 0.85

四年级 1015 3.42 0.83

学术挑战 一年级 1152 3.05 0.72

3.11*
二年级 969 3.04 0.77

三年级 810 3.04 0.79

四年级 1015 3.12 0.76

课外投入 一年级 1152 3.56 0.83

6.23***
二年级 969 3.59 0.88

三年级 810 3.65 0.84

四年级 1015 3.69 0.81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76

不同年级学生学术投入比较不同年级学生学术投入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缺乏投入 一年级 1152 2.34 0.73

16.21***
二年级 969 2.51 0.82

三年级 810 2.53 0.76

四年级 1015 2.48 0.77

理解分析 一年级 1152 3.58 0.88

3.36*
二年级 969 3.60 0.89

三年级 810 3.65 0.88

四年级 1015 3.68 0.91

学习负担1 一年级 1152 2.39 0.87

162.88***
二年级 969 2.60 0.91

三年级 810 2.96 1.01

四年级 1015 3.14 0.93

学习负担2 一年级 1152 3.54 1.05

3.33*
二年级 969 3.63 1.12

三年级 810 3.59 1.26

四年级 1015 3.4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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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力
入学时 目前 增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核心技能 3.12 0.66 3.69 0.65 0.56 0.68

研究技能 2.54 0.66 3.72 0.67 1.18 0.71

自我认知和社会沟通 3.24 0.71 4.05 0.70 0.80 0.66

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

• 接受大学教育后，学生的智慧能力有了较好发展，尤

其是研究技能、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提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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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学生智慧能力发展比较不同性别学生智慧能力发展比较

维度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核心技能变化
男 2667 0.62 0.71

8.76***
女 1279 0.44 0.60

研究技能变化
男 2667 1.23 9.74

7.78***
女 1279 1.06 0.63

多元文化理解

能力变化

男 2667 0.83 0.69
5.20***

女 1279 0.7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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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智慧能力发展比较不同年级学生智慧能力发展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核心技能变

化

一年级 1152 0.34 0.64

87.45***
二年级 969 0.48 0.66

三年级 810 0.65 0.68

四年级 1015 0.82 0.65

研究技能变

化

一年级 1152 0.88 0.61

128.76***
二年级 969 1.09 0.68

三年级 810 1.31 0.69

四年级 1015 1.48 0.73

多元文化理

解能力变化

一年级 1152 0.64 0.62

37.49***
二年级 969 0.76 0.66

三年级 810 0.85 0.66

四年级 1015 0.96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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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满意度 N 平均数 标准差

环境支持 3982 4.09 .69

课程质量 3982 3.88 .75

大学生活 3983 3.62 .80

学校归属 3983 4.10 1.09

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

• 学生教育经历满意度处于较满意的水平

2015-4-24 西安交通大学 陆根书 81

不同性别学生教育经历满意度比较不同性别学生教育经历满意度比较

维度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课程质量
男 2667 3.84 0.77

-4.62**
女 1279 3.95 0.68

大学生活
男 2667 3.60 0.82

-2.30*
女 1279 3.66 0.76

学校归属
男 2667 4.12 1.12

2.22*
女 1279 4.0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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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教育经历满意度比较不同年级学生教育经历满意度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环境支持 一年级 1152 4.10 0.69 5.68***

二年级 969 4.01 0.71

三年级 810 4.06 0.69

四年级 1015 4.16 0.67

课程质量 一年级 1152 3.92 0.71 5.71***

二年级 969 3.84 0.75

三年级 810 3.79 0.76

四年级 1015 3.91 0.77

大学生活 一年级 1152 3.57 0.80 25.18***

二年级 969 3.52 0.79

三年级 810 3.55 0.79

四年级 1015 3.82 0.78

学校归属 一年级 1152 3.99 1.08 19.28***

二年级 969 3.98 1.07

三年级 810 4.05 1.08

四年级 1015 4.3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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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环境 N 平均数 标准差

智慧激发 3946 4.22 0.54

师生关系 3946 4.49 0.54

互助合作 3946 4.46 0.41

学习难度 3946 3.44 0.60

课程组织 3946 3.79 0.51

自主选择 3946 3.53 0.85

教学创新 3946 3.75 0.69

鼓励学生 3946 3.72 0.90

同侪竞争 3946 4.02 0.59

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
• 大学生对课程学习环境的感知处于较满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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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比较不同性别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比较

维度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智慧激发 男 2667 4.18 0.77
-5.06***

女 1279 4.30 0.65

师生关系 男 2667 4.45 0.74
-4.95***

女 1279 4.57 0.70

互助合作 男 2667 4.42 0.66
-5.36***

女 1279 4.54 0.59

学习难度 男 2667 3.47 0.79
4.62***

女 1279 3.36 0.73

课程组织 男 2667 3.75 0.73
-5.26***

女 1279 3.87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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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比较不同性别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比较

维度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自主选择 男 2667 3.50 0.94
-3.42**

女 1279 3.60 0.86

教学创新 男 2667 3.67 0.85
-5.91***

女 1279 3.86 0.78

鼓励学生 男 2667 3.67 0.96
-5.35***

女 1279 3.84 0.91

同侪竞争 男 2667 3.96 0.78
-6.44***

女 1279 4.1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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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感知的课堂环境比较不同年级学生感知的课堂环境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智慧激发 一年级 1152 4.22 0.72

5.33***
二年级 969 4.18 0.72

三年级 810 4.17 0.73

四年级 1015 4.30 0.75

学习难度 一年级 1152 3.57 0.75

40.65***
二年级 969 3.56 0.75

三年级 810 3.39 0.77

四年级 1015 3.21 0.77

课程组织 一年级 1152 3.83 0.69

7.00***
二年级 969 3.72 0.71

三年级 810 3.73 0.72

四年级 1015 3.85 0.73

自主选择 一年级 1152 3.66 0.88

10.87***
二年级 969 3.46 0.92

三年级 810 3.42 0.93

四年级 1015 3.5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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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感知的课堂环境比较不同年级学生感知的课堂环境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教学创新 一年级 1152 3.83 0.81 4.43**

二年级 969 3.73 0.84

三年级 810 3.69 0.81

四年级 1015 3.72 0.86

鼓励学生 一年级 1152 3.76 0.91 3.67**

二年级 969 3.64 0.96

三年级 810 3.71 0.97

四年级 1015 3.78 0.95

同侪竞争 一年级 1152 4.13 0.72 15.08***

二年级 969 4.05 0.77

三年级 810 4.00 0.79

四年级 1015 3.89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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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氛围 N 平均数 标准差

关注学生 3946 4.08 0.62

社会网络 3946 4.45 0.58

教学漂移 3946 2.73 0.68

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大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

• 大学生对校园氛围的感知比较正面，比较同意学校是关注学生的，也

比较看重学校提供的社会网络，不同意或较不同意学校存在教学漂移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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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比较不同性别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比较

维度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关注学生 男 2667 4.05 0.82 -4.168**

女 1279 4.16 0.74

社会网络 男 2667 4.45 0.79 -0.266***

女 1279 4.45 0.72

教学漂移 男 2667 2.77 0.84 5.03***

女 1279 2.63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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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比较不同年级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比较
维度 年级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值

关注学生 一年级 1152 4.13 0.78 5.64**

二年级 969 4.04 0.78

三年级 810 4.01 0.81

四年级 1015 4.13 0.78

社会网络 一年级 1152 4.39 0.77 8.26***

二年级 969 4.41 0.77

三年级 810 4.46 0.79

四年级 1015 4.54 0.76

教学漂移 一年级 1152 2.64 0.86 6.25***

二年级 969 2.73 0.82

三年级 810 2.79 0.82

四年级 1015 2.7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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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会(APA，1993)提
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习的14条原则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动机和情感因素(3条)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个人差异因素(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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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PA)提
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的14条原则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动机和情感因素(3条)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个人差异因素(3条)

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

1. 学习过程的本质。当学习者能从信
息和经验建构意义时，就能有效地
学习复杂的专业知识。

2. 学习过程的目标。得到支持和指导
的成功学习者，能够创造出有意义
的知识陈述。

3. 知识建构。成功的学习者能够把新
信息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

4. 策略思维。成功的学习者可以创造
出和运用多种思维和合理策略来实
现复杂的学习目标。

5. 元认知。选择和监控认知操作的元
认知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

6. 学习情景。学习受环境因素影响，
包括文化、技术、教学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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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PA)提
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的14条原则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动机和情感因素(3条)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个人差异因素(3条)

7. 动机和情感影响学习。学习动机受
个人情绪、状态、信仰、利益、目
标和思维习惯的影响。

8. 内在学习动机。学习者的创造力、
高阶思维和好奇心，都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

9. 动机对努力的影响。习得复杂的知
识和技能需要学习者付出努力和实
践。学习者如果没有学习的动机，
而愿意为学习努力付出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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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PA)提
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的14条原则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动机因素(3条)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个人差异因素(3条)

10.发展对学习的影响。因为个体发展
的机遇可能不同，对学习的制约也
会不一样。当身体、智力、情感、
社会等因素都参与其中，而且考虑
个体的发展差异时，学习是最有效
的。

11.社会对学习的影响。学习会受到社
会交往、人际关系和人际交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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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PA)提
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的14条原则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动机因素(3条)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个人差异因素(3条)

12.学习中的个体差异。学习者会有不
同的学习策略、学习方法和学习能
力，这些是先前经验和遗传的结果。

13.学习和多样性。当考虑学习者在语
言、文化和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
时，学习是最有效的。

14.标准和评价。设置适当的、高的、
具有挑战性的标准。既要评价学习
者，还要评价学习过程----包括对诊
断、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这些是学
习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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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高效的课堂？

进一步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术挑战水平，促进学生
的学术参与
学术参与中师生互动、学术挑战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学习负担也应该适度增加

强化核心技能训练，使学生的智慧能力获得更好发展
学生研究技能的发展最好，其次是自我认知和社会沟通
技能，表达、写作、思维、理解等核心技能的增值最小。
这是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着力加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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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术挑战水平，促进学生
的学术参与
学术参与中师生互动、学术挑战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学习负担也应该适度增加

强化核心技能训练，使学生的智慧能力获得更好发展
学生研究技能的发展最好，其次是自我认知和社会沟通
技能，表达、写作、思维、理解等核心技能的增值最小。
这是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着力加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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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大学生活，提高学生对教育经历的满意度

大学生对学校环境、开设课程都比较满意，而且对学校
有一定的归属感，但大学生对其在校期间整体的学术经
历、社交经历、相对学费所获得的收益并不是很满意

学生对教育经历的满意度主要受课堂学习环境中的智慧
激发和校园氛围中的关注学生两个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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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创造更优质的课堂学习环境

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满意程度

提高同学之间的互助合作水平、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选择权”与教与学的“创新性”

水平

适当控制大学课程的学习难度和同学之间的竞争

积极关注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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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教师的教学观与教学方式

教师的教学观(conception of teaching)

教师关于教学的信念，是教师逐步形成的对教学本质和
过程的基本看法。

教师的教学观一旦确定，就会指导着教师对教学情景的
感知，影响到他对教学过程的具体事物和现象的看法，
并塑造着教师的教学行动，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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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观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例如，有些学者发现，理科教师的教学观可能和历史学
科教师的教学观不同。

教师的教学观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但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教师一旦形成某种教学观，它就
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转变教师的教学观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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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ber(1997)：

涉及
的方面

教师

教学

学生

内容

知识

传授结构
化的知识

呈现者

传授结构化的信息

接受者

教师需要安排学习
材料的次序与结构

由教师拥有

师生相
互作用

呈现者和指导者

相互作用过程

参与者

由教师规定

学生在教师的框
架内发现

促进理解

促进者

帮助学生学习
的过程

教师负责学生
的学习

由学生在教师
的框架内建构

由学生建构

传授
信息

呈现者

传授信息

被动接受者

由课程规定

由教师拥有

概念变革

变 革 代 理 者 /发
展者

个体和概念发展
的过程

教师负责学生的
发展

由学生建构，但
概念可以变化

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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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教学观之间的关系
不同教学观之间是“等级式”的关系。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学观有高低层次之分，高层次的教学观对教
学过程的理解较低层次教学观更全面、深刻。

不同教学观之间存在着性质差异，它们之间按一定次序形成一
个系统，但不能简单地用“等级”关系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等级关系常意味着低层次教学观的特征将出现在其他所有高层次的教学
观中，但现有的研究文献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关系，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
和对教学观描述的细化，越是精细的描述就越是无法包含在上一级的教
学观之中。

不同教学观之间属于多水平的关系。
–不同类型教学观既构成一个连续谱，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水平，其中
“传授信息”和“传授结构化的知识”这两种教学观构成一种导向，即
“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导向的教学观”；“促进理解”与“概念变革”这
两种教学观构成另一种导向，即“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导向的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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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
– 教学方式由以内容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教学方式由以内容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导向

传授结构
化知识

‐传授信息 促进理解

观念变革

师生
相互作用

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导向

过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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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mber & Kwan(2000)
– 以内容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 教师认为激发学生的动机是外在于教师的责任的，
将教学单纯视为知识的呈现及传授，把学生视作为
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 教学策略是向学生提供信息、例子等等
• 关注焦点更多放在整个班级而不是学生个体身上
• 评价策略以频繁的考试和测验为主
• 适应定向策略以同等对待学生为主
• 经验或知识资源策略是教师从自身经验中提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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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 教师认为激发学生的动机是教学角色的内在组成部分

• 教学策略是鼓励学生发现和建构知识

• 关注焦点是个别化地处理学生的学术和生活需要

• 评价策略更为灵活并常常向学生提供选择

• 适应定向策略以纠正学生的缺点为主

• 经验或知识资源策略是利用和尊重学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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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观
教学方式

以内容为中心 以学习为中心
教学是传授知识
教学是传授信息 *

教学是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 *

教学是促进学习
教学是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 *
教学是促进学生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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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观
类 别 人数及比例

学习风格
合计

再现导向 意义导向 情景导向

促进学习
学生人数 88 98 111 297
占学生比例 29.6% 33.0% 37.4% 100.0%

信息传递
学生人数 111 30 66 207
占学生比例 53.6% 14.5% 31.9% 100.0%

合 计
学生人数 199 128 177 504

占学生比例
39.5% 25.4% 3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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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由以内容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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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范式的转变，不仅是教与学地位的转变，涉及许多方
面的一系列变化(Barr & Tagg,1995)

使命与目标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提供教学 产生学习

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 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及建构知识

提供所教科目课程 创建高效学习环境

提高教的质量 提高学的质量

为学生提供受教育机会 为学生提供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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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标准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输入、资源 学习产出、学生成功程度

入学质量 在校学生质量

课程开发 学习技巧开发、拓展

资源数量与质量 产出数量与质量

入学率 学习效率

教师、教的质量 学生、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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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结构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原子论的：50分钟的课堂 整体论的：系统优化的学习环境

一个教师，一间教室 任何可行的学习方式

独立学科、部门 跨学科、跨部门合作

注重覆盖大纲内容 注重学习效果

课程结束评价 课程前、中、后持续评价

学位等同于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学位等同于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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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知识原本就存在 知识源于个人智力且由个体经验建构

知识由教师一点点传授 知识是建构、创造出来的

知识是累积的、线性的 知识是整体的、互动的

学习以教师为中心 学习以学生为中心

现场的教师、学生 主动学习者

学习是竞争性的、个人的 学习是互相合作、互相支持

天赋与能力是稀缺资源 天赋和能力很多人都可以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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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性质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教师是主要授课者 教师主要是学习环境和方法的设计者

师生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师生互相合作

教师把学生分成三流九等 教师努力培养每个学生的能力与才干

员工为教师和教学过程提供支持 所有员工都是促进学生学习的教育者

任何专家都可以当教师 促进学习是复杂困难的

线性管理：独立行动 共同治理：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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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考虑的因素
(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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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考虑的因素
(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要为后续学习或理解建立知识基础
•让学生练习使用本课程、专业的思
维方式、探究方式
•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的作用以及如
何学习它
•建立与特定学科相关的学习方法
•学会欣赏本专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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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考虑的因素
(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创造有利于学生学习的环境
•对不同的教学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激励学生承担学习责任
•确定学习效果
•选择可以促进学生完成学习目标的
教学方法
•设计可以让学生互动的各种活动
•启发、鼓励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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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考虑的因素
(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 承担学生的责任
• 积极参与学习过程
• 掌握进一步学习所需的学习技巧
• 成为自主学习者
• 学习评估自己的学习
• 熟悉信息搜索相关的知识、技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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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考虑的因素
(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提供多个机会去了解和展示对内容
的掌握程度
•鼓励学生分析和证明自己的答案
•采用多种形式的评价
•提供建设性反馈意见的形成性评价
•同伴和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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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考虑的因素
(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教师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
•鼓励学生在适当时候表达不同观点
•让学生有独立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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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鲜活、高效的课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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