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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的九大信条 

李 芒 

(北京师范大学 教学行为研究所，北京 100875) 

教 学 设 计 与 评 价 

【摘 要】在研究教学设计的过程中，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决定着教学设计研究的指向。 

教学设计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应该进行有用性研究 ，研究那些应该研究的内容，使用那些适合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 ，并真 

正 以教学实践为基本取向。 

f关键词】教学设计；问题；实践；信条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当笔者开始执笔撰写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教学设计学》时，案头上已经摆放着不下40本教学设 

计方面的书籍。这其 中有中文 、英文和 日文的。有畅谈 

学习原理的，有大量翻译“拿来”的，有在借鉴之基础上 

以土生土长为主的，有支撑课程改革的，有彻底坚守系 

统观的 。有从各路主义出发的 ，有注重模式和策略的 ， 

有重操作而具烦难性的，有提出信息化教学设计和学 

科教学设计的⋯⋯虽然笔者对以往的有些教学设计研 

究思路不愿苟同，但是，这种现象却充分表现出了社会 

科学的基本特征 ，教学设计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社 

会科学性的和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或非唯一性的以 

及具有充分教学创造性的人类 活动。笔者同意钱理群 

教授的说法 ，科学研究 。要有 自己的问题意识 、研究方 

法．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f11同时，还应该能够做到自 

己发现问题 

目前，在教学设计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 

的问题 ，归纳起来可以表述为，要么，是纯理论的思辨， 

大谈原理而严重缺乏可操作性 的行为指导 ．混淆了理 

论基础与基本理论 的界限：要么 ，是 自我建构式的 ，脱 

离实践的“闭门造车”，并且追求复杂之极的、玄而又玄 

的、真空式的、抽象式的研究。其实，所研究出来的东 

西 ．就连建构者都不去应用 ，要么 ，是不加分析 、不加消 

化的全盘西化，搞“引洋人室”；要么，从一家理论出发， 

从概念出发 ，用一家之言以偏概全 ，以点概面 ，走极端 ； 

要么 ，将 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模式 生搬硬套在作为 

人类社会活动的教学之中，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设计和 

分析人类的教学活动 必须明确 ，教育学研究不是 自然 

科学研究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 。而不是物。将活生 

生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社会性教学交流活动 。师生的 

知识、情感、价值观的相互影响，人类的精神现象，抽 

象、物化、量化为类似计算机所传递的东西，是不合适 

的。目前，逐渐远离或摆脱 自然科学方法的消极影响 ． 

而更加贴近人类行为或具体实践活动，是教育研究发 

展的大趋势。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更加追求人 

文 、人道 、人伦的价值取 向，积极寻求真正符合人类教 

育教学规律的设计方法。以上这些问题 ，大都具有一个 

共同之处，就是统统不能有效解决实际教学的具体问 

题。距离物越来越近，而距离人则越来越远。在此 ，根据 

笔者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历，提出了关于教学设计应 

该遵循的九大基本信条。 

第一。一定要深挖本领域基本概念的含义 

教学设计学应该研究什么?教学设计学不是以研 

究学习或教学理论为主的学科 ．它们只是教学设计学 

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基本理论。学习和教学理论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内容是其他学科研究的重点，教学设计研 

究者应该研究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但只是将其视为 

理论基础。因此，不易在学与教的基本理论方面纠缠或 

解释过多。那些理论基础确实意义重大，但细想起来确 

实不是教学设计应该研究的主要内容 ．教学设计应该 

对教学设计 自身的基本概念体系进行认真研究，从本 

质上理解教学设计的概念体系。研究者确实需要讨论 

应该讨论的教学设计范畴之内的基本概念问题 ．应该 

研究“应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教学设计学与学习 

理论或教学理论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近 



亲的关系，并不是一家人。当然，随着信息技术对教学 

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原有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不能 

有效解释和指导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活动。因此，教育 

技术领域认真研究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学习理论和教学 

理论也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一定要讨论教学设计的基本问题 

在此 ．不一定非要得出大一统的结论 。对人文社会 

科学而言，这种对同一性的追求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 

学术隐患。然而 ，一定要指出目前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启发或刺激人们积极思考，最终得出自己个 

性化的思想果实．形成 自己的教学设计方法或策略风 

格。笔者认为 ，教学设计研究领域 的基本问题主要包 

括：教学设计的历史发展问题，教学设计的核心概念问 

题 ，教学设计的主体问题 ．教学设计的有用性问题 ，教 

学设计的动力问题 ，教学模式的真伪性问题 ．教学设计 

的个性化问题．系统教学模式能否产生创造性教学的 

问题 ，对非线性教学设计的认识问题 。对“以教和以学 

为中心”的认识问题 ．对基于“主义”的教学设计的认识 

问题 ，教学设计与教学论的关 系问题 。教学的一般性研 

究和对具体教学事件的研究问题。教学设计的研究方 

法问题等等。 

第三．一定要关注可操作性 

教学设计的根本 目的是力图有效地解决“怎么教” 

的问题 ，说到底 。教学设计学是一 门技术学科 ，研究的 

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教与如何学的问题．研究教学具 

体行为如何运作的问题。教学设计的研究重点必然会 

落在如何操作的层面上 ，因此 ，它不怕具体，不怕微观 ， 

不怕只是操作步骤。学习知识和学习技能的基本规律 

有所不同，技术的学习需要不断地 、反复地练 习，进而 

达到熟练程度以至于达到 自动化 的水平 ，不能 只是停 

留在知道的水平上。教学设计的学习目标，按照布鲁姆 

的教学 目标分类学而言，除了知道 、领会之外 ，应用 、分 

析 、综合 、评价则是更为重要的 目标 。目前的社会发展 

给学生提出了需要精准掌握“怎么做”的就业要求．学 

习教学设计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理论 ，更重要的是应该 

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应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要在怎么设计上下功夫，面对复杂的、具体的教学问 

题，能够设计出有效的教学方案 ，并顺利地完成教学任 

务。 

第四。一定要遵循简约性原则 

从实践方面看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多层次的、多种类的人类行为系统。许多人并不 

了解教学的复杂性 ，复杂 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准确做 

出描述的地步。如果用“缄默知识”的概念来解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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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按照纯粹的细化原则追求行为的具体性，人们的 

思维活动则会被各种琐碎无序的因素所干扰。面对这 

种复杂的现象，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具体的事物做出 

某些抽象，概括出几种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进 

行观察与分析。当人们面对具体现象的时候．如果还是 

以复杂性的思维取向应对现实的复杂性，那么，将会在 

思维中产生极大的混乱 。也就不可能有效地获得思维 

结果。实际上，无论教学活动多么复杂，在教学实践中 

所需要的教学设计技术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教师在解 

决现实的教学问题时。需要把复杂的教学问题简约化 ． 

简约到不能再简约的地步，将思考直指问题的核心．追 

求简约性取向，避繁趋简，去伪存真，就可以从繁琐的 

桎梏中解脱出来，将复杂的教学活动简约化。教学设计 

技术应该给教学者以便利，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复杂繁琐的教学设计步骤可以提高教学水平。真 

正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十分简单的．讲复杂了一定不会 

有效率，讲复杂了正说明讲者 自己也没有搞明白。笔者 

认为，追求简约性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半．研究教学的 

思考活动应该是复杂的．而操作教学则应该是简约的， 

使用的技术也应该是简约的。所以说，背景的研究要深 

奥，前台的应用操作要通俗。 

第五 。一定要坚定“教学设计是个性化人类行为过 

程”的认识 

过分追求教学设计 自动化的想法是不可取的。笔 

者有一个研究假设，教学设计是每一位教师的个体行 

为 ，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教学设计过程是一个教授 

者的主观性过程。教学设计的工作，归根结底是教师 自 

己的事情。就是说，天下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教学过 

程。即便是两位教师使用同一个教案 ，在执行教案的过 

程中，也不会完全相同，过程不同，结果也会不同。每一 

个教学方案，每一节课 ，每一位教师的行为。都存在着 

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发轫于教学活动的主观性 ．石 中英 

教授指出，教育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类主观性的问题。闭 

教学设计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所面对的是各类教学 

的主观性问题，他们一定是基于特定 的教学理念或价 

值观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也一定是基于各自所具有 

的教学素养和基本能力行动的。因此 ，使得教学行为呈 

现多样个性化的倾向，这样，才出现了千姿百态的教学 

状况。教学设计结果一定打着每一位教师自身特征的 

烙印。一位成熟的教师 ，一定具有 自己的教学设计特 

点。可以说，教学设计的“个性”是绝对的。而“共性”则 

是相对的。 

指望通过计算机使得教师的教学设计行为变为一 

种机器的自动化程序，将教学者的主体地位拱手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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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平较低的机器 ，是不可取的。教学设计活动是 

人类的一个十分复杂的 、具有创造性的特殊活动 ．而不 

是机器的运行 ，不可以按部就班地“A动化”，也不可以 

脱离人类 的具体实际行为。 

当然．教学设计作为一种教育技术的存在 ．是完全 

可以模仿或学习的。学习者首先学习的是教学设计所 

显露出来的“共性”之处，也可以模仿其他教师的教学 

方案、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新教师可以通过观察模仿 

他人的教学活动而习得新的教学技能或方法 。这是斯 

坦福大学班杜拉教授在其社会认 知理论 中得 出的结 

论。但是。模仿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主客分离的含义， 

是一个主体模仿主体之外的任何事物 ，一名教师模仿 

别的教师。可以说，即使是模仿到极致也只是一个“像” 

字而已，“像”则意味着是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 ．而不是 

同一事物 。因此 ，教学者必须磨砺 自我 ，将别人 的行为 

变为 自己的行为 ，把客观的东西变为主观的东西。教学 

者必须建立和不断完善 自己的教学行为模型 ，建造出 

适合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模式或模 

型。其实 ，每一位教学者经过不断的努力 ，不论是主动 

的还是不由自主的，也不论是水平高低，都会形成具有 

自己鲜明特色的教学模式，可称为个体模式。这种模式 

是真正可以操作的模式。实际上，教师对教学知识的学 

习过程就是一个建模的过程 ，建成 自己的教学模式。而 

建模过程的关键环节则是学习教学知识的教师必须能 

够将榜样行为生成为 自身的行为。如果积极主动地加 

工习得的行为 ．则可使得模式之中的各种行为从长时 

记忆过渡到工作记忆 ，这样 ，学习到的东西才会真正有 

意义，才可以面对复杂多变的不同教学情境 自动化地 

灵活运作 。 

第六．一定要坚持认为教师一般的工作思维方式 

是“类比思维”。而非理论思维 

所谓类比思维 ．也可以称为比较思维，它是指教师 

遇到教学问题时，为了解决教学问题 ，将 自己的教学行 

为与其他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比较 ，发现异同、取长补 

短．从而吸收和借鉴别人的方法或策略的思维方式。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当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首先想到 

的是别人的教学方法 ，是否可以从别人的教学中受到 

启发，十分便利地用于自己的实际操作，求得教学方法 

或技术的进步。一般不会去想杜威、皮亚杰说了什么， 

然后再从这些理论或观点出发进行逻辑推演 。这种思 

维方式是 由教师需要承担繁重 日常工作的具体情况决 

定的。教师琐碎繁重的 日常工作极大地限制了理论思 

维的深入 ，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大可能从头开始 ，已 

无太多时间思考谁说了什么，再将这些理论消化加工 

成为一种模式或策略，再实施到 自己的每一节课之中。 

教师确实需要理论帮助和支持 ，需要理论思维。教师需 

不需要理论是一个假 问题 。而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才是真问题。教师需要的是能够真正与教学实践衔接 

的理论 ，是与实践有非人为的联系的理论。我们发现 。 

案例教学是有效支持教师类比思维的重要方法。 

尽管如此，教师对教学设计的思考以及对教学问 

题的分析，一定会利用理论思维方式。而且 ，许多教师 

具有十分厚重的理论功底，具有关于教学的很高的抽 

象思维水平，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 ，概括性地把 自己的 

工作说清楚，充分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工作，总结出自己 

与众不同的教学思想、教学设计模式或策略。这些教师 

值得我们钦佩，他们是真正的中小学教育教学的脊梁， 

不仅可以做好具体的本职工作，能够上升到更高的层 

面上思考问题 ，产生很多思想 ．而且这些思想还能不断 

地影响别人 

第七，一定要坚持为站讲台的一线教师服务。力争 

解决教学实践问题的原则 

盛群力教授深知 ，教学设计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 

用方面还存在着令人忧虑的剪刀差 ．教学设计理论还 

没能跟上课程改革与教学发展的要求。吲 、立仁教授痛 

陈 ．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将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介绍 

给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他们的直 

接反映是教学设计太复杂了 ，而且也不能解决他们想 

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议论针砭时弊，说到了教学设计 

理论的要害之处。有些教学设计方法确实太复杂了。也 

确实太无用 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线教师一直在怀疑 

教学设计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这里所说的 

现代教学设计主要是指上个世纪 8O年代从美国传人 

我国大陆的教学设计方法，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基于计 

算机程序设计技术的教学设计方法。笔者认为，如果一 

个理论或方法被使用者怀疑了有效性。就等于拔了这 

类理论或方法生存的“树根”，那就与宣判这个理论或 

方法的死刑无异 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大问题。使我 

们感觉不安的是，这类现象如同幽灵一般在太多的学 

科里存在着，特别是在许多社会科学里表现得尤为突 

出 教育科学，特别是教育技术学这般具有十分显著实 

践性的学科．如果长期受到实践者的冷落，得不到他们 

的认可，或者没有人帮助教师做实践性工作，那么，教 

育技术研究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宗 旨是帮助 

教师进行教学研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处方性 、策略性 

的方法学支持 ．进而提升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教学执 

行力。为教师实践工作服务 ，为实践者服务。如同我们 

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一样。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 



教学设计研究者没有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就是教 

师的利益。研究者绝对不能违反为大众服务的原则。应 

该抓紧有限的时间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坚决不做违 

背规律，孤芳自赏，不对胃口、不对路数之事。实际上， 

教师的教学设计不是工程性的 、机械性 的，而是主体性 

的、主观性的。攒书者认为是十分困难 的工作 。在一线 

教师看来却是易如反掌，而教师们不太重视的东西 。也 

许恰恰就是实践不太需要的东西。更有趣 的是 ，往往一 

线教师认为不知如何解决的问题 ．专业研究者也同样 

不知所措 ，而无能为力。研究者支 出的招数 ，往往被一 

线教师不屑。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些学者并没有真正从 

教师的立场 出发思考问题 ，并没有真正 了解教学实际， 

更没有一线教学的经验。 

在研究教学设计时，应该时刻铭记从实践出发 ，从 

教学活动出发．从教师的教学问题出发。研究者是教师 

的支持者 ，是现场教师的作战参谋 ，是讲课教师的公仆。 

第八，一定要完整 、全面地研究教学过程 ，不能只 

盯着设计不放．而忽视了实施和分析 

如果说系统思想对教学设计具有指导意义的话 ． 

那么 ，在此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教学过程主要包括 

Han、Do和See等三大要素，因此，一个完整的教学过 

程是由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和教学分析组成的 教学者 

的教学知识也由这三方面组成 ，教师有效教学行为以 

及有效教学效果更是由这三个要素决定，而绝不仅仅 

决定于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 

环节。教学设计师如果不熟知教学实施过程 中的各种 

技术，不熟知教师在实施教学时具体的教学行为，则无 

法设计出真正有效的教学设计方案 ，因此 ，研究教学设 

计就必须研究具体操作层面的教和学的行为。例如．教 

师如何导人、如何展开、如何总结、如何说明等方法的 

研究，教师如何进行给予式和开发式教学。教师如何面 

对学习中的“社会性直接世界”和“社会性 同时世界”。 

实际上 ，教学设计所应该研究 的就是教师如何教和学 

生如何学的问题。 

第九 ，一定要将研究重点放于教学设计理论与方 

法本身，而不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所谓 “学科教学设 

计”或者“信息化教学设计”上 

教学设计理论主要应该研究教学设计本体 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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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不是它作用的各个学科。目前有学者十分重视基 

于学科研究教学设计方法，这是非常合理的思路，必须 

关注学科，必须关注信息化，它们是教学设计的作用对 

象或落脚点，教学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科教 

学或信息化教学的质量。但是，教学设计与学科教学设 

计 、教学设计与信息化教学设计毕竟是不同的概念 ，需 

要认真加以区分。教学设计是一般性概念 ．学科教学设 

计与信息化教学设计是特殊性概念；教学设计是上位概 

念 ，而学科和信息化教学设计是下位概念。教学设计研 

究的应该是教学设计的一般性规律和方法。研究的是教 

学设计的手段性内容。可以对学科教学设计和信息化教 

学设计具有指导和启发作用，可以为学科教学设计和信 

息化教学设计提供优良技术或方法。对学科的关注是研 

究教学设计的策略或途径 ．但并不是教学设计研究的主 

要对象，教学设计有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孔 

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里就隐藏着教学 

设计研究的基本任务 。“利其器”就是教学设计研究的基 

本任务 这个基本任务必须由专业人员来完成，对教学 

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有效的抽象 、提炼或总结。至于 

研究教学设计 的人不受一线教师欢迎，甚至教学设计的 

学科地位被质疑。不是教学设计出了问题，而是从事教 

学设计研究的人出了问题 ，教学设计的研究成果出了问 

题。正是教学设计技术本身没有研究到位 ．才出现了一 

系列问题。教学设计研究人员没有为教师提供真正的、 

有价值的帮助．是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实际上 ，当教师面对千变万化的教学情境时 ，确实 

十分需要掌握很多教学技术方面的具体方法．包括小 

窍门、小技巧、小绝活 ，所谓“雕虫小技 ”。然而 ，这也正 

是教师的苦恼之处。一线教师并不谙熟应该怎么做．十 

分缺乏怎么做的知识和技术。2008年 8月笔者在日本 

秋 田大学开会时 ，遇见 日本教育工学界著名学者水越 

敏行教授，他曾数次来中国访问．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有一次在上海作教师培训，老师们的观念或想法都 

很好，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没有好办法。水越教 

授的话对笔者有很大启发，使笔者更加明白了一线教 

师到底需要什么支持和帮助。在“方式决定一切”的时 

代，教学设计需要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帮助教师学习“怎 

么教”的内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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