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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解有效教学重在对核心要素的认知，利用教学目标、学生参与、掌握增量、反馈评价、适应调整诸要

素构造五星教学模式，能形象直观理解各要素在有效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益于指导教师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教学环节

综合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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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hould focus on the cognition of core elements to understand effective teaching and usage of all elements, such as

teaching objectiv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growth amount of mastering,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and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to

construct five-star teaching model, which can visually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role of each element in effective teaching and is bene-

ficial to the guidance for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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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教学概述

有效教学 （effective teaching） 是一种教学理

念，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在众多关于有效教学的

表述中，以下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易接受性。有效教

学是教师通过教学过程的符合规律性，成功引起、

维持和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相对有效地达到了预期

教学效果的教学。简言之，有效教学是符合教学规

律、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的教学[1]。20世纪上

半叶之前，西方教育理论主导“教学是一门艺

术”；之后，随着科学思潮的影响，受心理学特别

是行为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意识到“教学也是科

学”[2]。艺术强调创造性，人们难以模仿复制，而

科学是可以重复呈现、有规律可循的，人们通过学

习可以完全掌握。把教学视为科学是教育史上的一

次革命，给教育教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从此，人

们认为教学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测评的，教学效果是

有优劣甚至是无效、负效的。教育学家经历思想提

出、教学实验、到理论提炼，现已形成完善的有效

教 学 理 论 。 比 较 著 名 的 有 布 卢 姆 （Benjamin
Bloom）的目标掌握学习理论（主要创造：教育目

标分类及形成性评价）、罗伯特·加涅 （Robert M.
Gagné）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主要创造：教学过

程九阶段模型）、梅瑞尔（M.DavidMerrill）的首要

教学原理（主要创造：五星教学模式）等。这些理

论的共性就是追求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引导老师通

过教学预案设计、教学策略实施、教学双边活动、

教学信息反馈、教学动态调整，达到教学效果最优

化目的。

有效教学思想最早体现在战国时期的《学记》

中，如“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

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

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传递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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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教师启发到位，学生学习就轻松愉快，教师就

称为善于教育的人。“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

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明显

提到了“功倍”和“功半”两种相反的教学效果。

可见，有效教学的思想，中国比西方要早得多。

有效教学理论系统、丰富、日臻成熟，学者观

点也同中存异。在这纷纭的理论中，老师如何快速

把握有效教学理论之精髓，并善于应用到教学中，

笔者综合布卢姆、罗伯特·加涅、梅瑞尔三位大师

观点，把有效教学理论整合简化成“五个要素”，

从其切入可以让教师快速进入角色转换。这五个要

素是：教学目标、学生参与、掌握增量、反馈评

价、适应调整。

如图1，有效教学的五要素，教学目标处于系统

的第一象限，代表教学活动的起点，与之相对的第

三象限的反馈评价，说明两者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反馈评价要依据教学目标来测量；掌握增量与适应

调整分居二四象限，它们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要

根据学生理解掌握增量的实际情况对教学设计进行

适当调整。而学生参与贯穿整个教学活动之中，渗

透于各个教学环节，融入各个教学要素里面。当

然，有效教学还包含其他元素，本文主要是强调这

五个要素。这些要素都很重要，分别冠于一颗星

星，五要素共五颗星，喻之为有效教学的五星模式。

2 构图理解有效教学五星模式

2.1 一星——教学目标，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教学评

价的依据，它决定着教学行为，是教师对学生达到

学习成果或最终行为的明确阐述。美国教育学家布

卢姆提出:“有效的教育始于准确希望达到的目

标” [3]。一切教学活动都是围绕教学目标来进行和

展开的。教学目标具有三种功能：一是导学，确定

学生学习的内容；二是导教，确定教师的教学步骤

和活动；三是导测量，明确学生要达到的学习要

求，为教师本人或教育监督者提供检测的标准和依

据。教学目标，既具有定向功能（导学导教），又

具有调控功能（评价矫正），具备支配教学实践活

动的内在规定性，起着支配和指导教学全过程的作

用，既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基本依据，又是

教师检测教学效果的标准。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

的支配作用可用以下示意图表示。

设计课堂教学目标是教师必备的职业技能。作

为一名教师，首先要全面了解课堂教学目标的功

能，对课堂教学目标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解决

了为什么要设计课堂教学目标的问题；其次要掌握

编写、表述课堂教学目标的方法，解决如何编写、

表述课堂教学目标的问题。上述问题对于全面、清

晰地呈现课堂教学目标，提高教师设计课堂教学目

标的水平，改善课堂教学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教师设计教学目标，应该能让绝大多数学生达

成，好的策略是以基础差的学生学情为基础，层级

递增，而不是以尖子学生的达成为标准。

教师设计教学目标时，不是以老师本人为中

心，也不是以书本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为中心，以

学生的体验过程为主线来设计，即以学生的参与活

动来设计，把学生的实践摆在核心位置。最好的设

计理念是把教师自己扮演成为学生，站在学生位置

来进行教学设计。有学者提出 3P （Put）理论就是

以上设计思路的体现：把老师摆在学生位置、以学

生的体验为中心、以学生实践为核心。

根据 3P 理念，教学目标设计的主体应是学

生，因为判断教学是否有效的直接依据是学生有没

有获得进步，而不是老师有没有完成任务。比如

“举例说明函数连续不一定可导；图示描述导数的

几何意义。”这样写法行为的主体是学生。而如下

写法“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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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有效教学的五星模式

图2 教学目标的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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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例题变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则是将教师作

为目标的主体，而不是学生，应该矫正。

为了克服偏知化、偏智化的教育，布卢姆及有

关专家对教育目标进行了认真而富科学性的分类研

究，并确立了教育目标是由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

三个领域组成的有机整体性[4]。

设计教学目标，可以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为

指导，把目标分解成知识目标、技能目标、态度

（情感）目标；其次，为了达成每一目标，又可将

它分解为一个个容易落实的具体小目标。目标设计

句型具有动宾结构，行为动词必须是可测量、可评

价、具体而明确的；行为条件应是影响学生产生学

习结果的特定的限制或范围，为评价提供参照的依

据；表现程度应是学生学习之后预期达到的最低表

现水准，用以评量学习表现或学习结果所达到的程

度。如高等数学《极值》情感目标可设计为“通过

本节学习，认同特殊与一般的转化关系，变化与静

止的包含关系。”而不要设计成“通过本节学习，

培养辩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后者的行为动词过大

过空。

在高职院校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理论课还是

实训课，部分教师从来都没有呈现或交待过教学目

标；有的教师虽然有教学目标，那也只是自己随心

而定的，不是离课程要求偏高，就是偏低。经常发

现同一专业同一门课程的同一内容，会出现教学目

标不一致的现象，这都是没有通过专业组或教研室

讨论统一制定学习目标而导致的混乱。一般地，同

专业同层级同课程的教学目标应是一致的，否则达

标就失去意义了。课堂教学目标是支撑课程目标

的，它是课程目标分解的结果，课堂教学目标之和

应不低于课程目标要求。

2.2 二星——学生参与，教学的聚焦点和重心

教学是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组成的双边活动，

没有任何一种教育理论是缺失学生因素或把学生边

缘化的。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是一条教学基本

原则。但是有效教学理念不是肯定师生的在教学过

程中的平等作用，更是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是外因，学生主动学、善于

学才是内因，教得好这个外因还要通过学得好这一

内因才能起作用。教师教得再好，不能通过学生学

得好一面，教学仍然不能奏效。教师应该发挥学生

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正如

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

学，而在教学生学。”[5]可见，能教会学生学会学习

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布鲁纳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认知

过程，是学习个体通过从外到内输入信息进行加工

整理，在原有知识结构中对新知识进行架构重组，

由此获得新知的过程。这种理论强调学生在获取新

知中的主动作用[6]。学生只有主动参与学习，才能

获得新知，老师永远不能代替学生。教师的作用乃

是想方设法让学生高效获得信息并内化于心。

“3E”教学理论，即教学追求“效果、效率、参

与”（Effective， Efficient， Engaging），是美国现代

教育技术和心理学专家梅瑞尔(M.DavidMerrill)的开

创的首要教学原理、五星教学模式的核心理论[6]。梅

瑞尔教授将学生的学习活动作为所有教学活动的唯

一核心，真正体现了教育领域的价值取向[7]。该理论

揭示了教学有效的必要条件就是学生参与活动，意

思非常明确：假若没有学生的参与，就没有效果效

率之说。该理论一语中的，简明扼要，我们建立效

果-效率-参与“倒金字塔”模型，易见：若去掉处

于支点地位“参与”，好比釜底抽薪，效果效率就成

为空谈。

3E理念，强调学生参与，因此提倡师生互动，

激励学生主动，杜绝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有些课

堂，老师讲得非常精彩，学生纹丝不动，这样的课

堂能高效吗？这样的设计和教学缺少了学生参与，

图3 布鲁纳的认知发展理论示意图

效率效果

参与

图4 “3E”中参与的支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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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3E理论判断是不合理不科学的。按照心理学家

实验结论，学生只发挥听的功能，学习效率只有

15%左右；只发挥看的功能，学习效率只有 25%左

右；而同时发挥听与看的功能，学习效率则可达到

60%。如果发挥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活动，则学习

效率会更高[7]。按照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约有

4/5的学生达到了常规班中约1/5的学生所能达到的

成就水平”，即 80%以上的人掌握了常规班只有前

20%的人才能掌握的知识，这是达标、有效的体

现。若通过反复矫正，达标率甚至可达到 100%，

目标教学追求的理想就是“让每个学生得到发展”。

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教学效果测评对象也是学

生。教师教得怎样，也是通过学生学得怎样来测评

的。教师或教育监督，通过配套的练习或学生表现，

来检验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一方面用以调整教学

方案，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师本人教学效果的检验。

经常发现一些课堂，特别是一些理论课，教师

津津乐道，神采飞扬，声情并茂，自我陶醉。然

而，学生没有一分钟的参与活动，只是被动地听，

一堂课能坚持听下来的学生寥寥无几。这样满堂灌

的教学，可想而知，效果效率都是不高的。

2.3 三星——掌握增量，有效的掌控点和理想测度

有效教学概念理解的关键词在于有效，效是效

果、效率的统称，有效是指效果、效率存在，高效

是指追求最优化、更大化。教学，虽然永远没有最

好，但可以更好；教学有效，就不得不承认还有无

效，甚至负效。为了更全面理解有效教学，可以建

立如下教学效益模型

f ( )x =
ì

í

î

ïï
ïï

1, x有效

0, x无效

-1, x负效

有效教学是值得追求的，无效或负效是应该杜

绝的。而有效教学中又可分为高效和低效。为了更

清晰理解有效教学，我们用信息学理论来进行度量。

假设学生原拥有的知识信息量为 E0 ，通过教学

活动后，学生的知识信息量变为 E ，信息增长量为

∆E ，其中 ∆E =E -E0 。当 ∆E >0时,表示教学有效；

当 ∆E =0时，表示教学无效，当 ∆E <0时，表示教

学负效。当∆E 很小时表示低效，当∆E 较大时表示

高效。因此，理论上用信息的增长量 ∆E 来衡量教

学效果[8]。

教学效率是一个强度相对量，当考虑时间因素

时，可以用 ∆E
∆t

表示，公式表明，教学效率与增长

的信息量成正比，而与所花费的时间成反比。而一

堂课的时间是固定的（比如 45分钟），可理解为当

∆t 一定时，教学效率仅与学生所获信息量 ∆E 成

正比。

当考虑学生的基础时，可用 ∆E
E0

表示，公式表

明，教学效率与信息增长量成正比，而与信息的原

始量成反比。一般来说，学生原有的信息量是一个

常量，所以教学效率仅与学生新获信息量 ∆E 成

正比。

综上两种定义，都得到同一结论：当时间和学

生基础已定时，教学效率仅与教学效果成正相关。

所以，有效教学的核心是应该提高教学效果，增大

单位时间内学生新增信息量。

可以建立如下模型来理解：

在相同时间内，显然曲线E2 (t)高于E1 (t)，它

围成的梯形面积要比下面的大，说明 E2 (t)对应的

教学效果就高一些。图 5模型给予的启示是：相同

课程，在相同课时内，学生掌握学习的信息量越

多，教学效果就越好。

有的课堂，虽然教学目标明确，学生参与度也

大，评价效果也好，但是回顾整个课堂，却发现教

学信息量特别少，这种表面效果很好的错象掩盖着

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教学目标制定偏低偏少；二是

教学内容设计不足，准备不充分。教师应在合理制

定教学目标前提下，扩充信息量，让课堂丰满起

来，杜绝干瘪课堂。

2.4 四星——反馈评价，信息畅通的结点和必径之路

布卢姆的教育评价包括三个部分，即诊断性评

图5 信息量的面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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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者既是相互独

立，又是辩证统一的。教学效果优劣，可通过形成

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来进行测评。其中，形成性评

价，是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形成性学习单元之间进行

的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反馈——矫正环节，改进

教学过程，使大部分学生能够实现教育目标。

“反馈”指的是课堂教学中双向或多向信息的

交流。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信息；学生要了解教

师指导的信息；存在差异的学生与学生之间传递着

互助的信息。教师了解了学生学习信息后，及时做

出调控，对学生的学习作必要的补习、指导和矫

正。“评价”是指教师了解了学生学习信息后作出

调控，即在“反馈”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作

出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评定。有效的反馈评价方法

有：课堂观察法、课堂提问法、目光注视法、讨论

交流法、练习巩固法、板演法、竞赛法等。

反馈评价作为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始终

交织于教学过程中，是教学信息畅通的结点。教师

对反馈信息处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影响着教学过程中

两个要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质量，并最终

作用于教学效能。古人云“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

能自强也。”教师依据教学过程中所捕捉到的教学

信息，对原先的教学设计进行及时调整，是一种高

层次高水平的思考，是教师智慧和成熟的挑战，是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

可建立如下模型加以理解：对一个教学目标实

施教学后，通过反馈收集学生信息，评价学习效

果，若达成规定之目标，则进入下一目标学习；若

没达成目标，则采取补救措施，返回再教学，重新

达标。

布卢姆丰富并发展了卡罗尔的教学模式，提出

了著名的影响教学效果的三变量教学模式：就影响

程度而言，“认知的前提能力”占 50%，情感的前

提特征占25%，教学质量占25%。布卢姆将“认知

的前提能力”看作是决定学生学习的一个主要变

量，而且这种变量是可变的。因此，检验并弥补从

事某项任务所必需的“认知的前提能力”是极其重

要的[9]。该模型强调了诊断评价及弥补措施在教学

环节中的重要性。当教师发现学生的前提能力不够

时，需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复习、回忆、巩

固、补充必要知识或技能，提升学习新知所必备的

前提能力，为学习理解新知奠定基础。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实施了某一教学活动后，

如何判定学生是否达标，这就需要用形成性评价来

测评。通过观察、活动、测验、问卷调查、座谈、

咨询等形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达成度。它是在一

种开放的、宽松的、友好的、非正式的环境中进行

的非焦虑性、可持续性评价。它评价的不仅仅是知

识，还包括技能和情感。形成性评价具有及时性、

学生主体性、过程性和开放发展性特点，是激励学

生形成继续学习的动力，教师改进教学策略的关键

环节和动态机制。

有些教师上课，一次课下来，从不提问，也不

让学生练习、表演，不布置作业，根本不知道学生

学习掌握的程度。教师不了解学情，等到期末考

试，要么大批学生不及格，要么放水。这都是平时

没有留意形成性评价的后果，实属低效或无效教学。

2.5 五星——适应调整，增效的再生回路和保障

评价的主要功能是改进或形成，而不是鉴定或

选拔[8]。如图6所示，通过反馈评价，一则判断学生

的学习达成状态，二则发现教学之不足，以便改换

策略，调整方案，促进教学再达标。教师依照事先

准备的教学设计按部就班实施教学时，不一定能取

得预期的效果。因为教学设计是一种预案，是根据

事先的初步诊断和经验进行的假设性设计。如果碰

到的情境与假设偏差太大，或遇到教学意外情境

时，学生学习很难达标。因此，应及时做出反应，

对原先的设计进行机智灵活地调整——矫正，以适

应新的教学情境。

调整教学方案，包括教学内容重新安排、教学

时间再分配、教学节奏（快慢）增减、教学方法选

用、教学的深度宽度和难度的控制等。其中，教学

难度控制相对而言是较难把握的。

教学目标

教学

达标

反馈评价

矫正

图6 反馈评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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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的教案难度比学生接受能力高时，应降

低难度，把问题层次降低：换一种方式重新提出；

或转换一个角度，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或退后一

步，复习巩固相关前期知识后再向前进化；或用类

比、比喻方式进行触类旁通；或发挥先进学生的榜

样作用，让学生推介其成功学习经验。总之，要留

出时间，让学生消化、重新理解达标。有的课堂看

上去是快速完成了教学任务，躲避教学难点，其实

学生根本没有学会，这样的形式课堂是有害无益

的，更谈不上效果。

当设计的教案难度比学生接受能力偏低时，应

适当提高，让学生跳一跳摘果实：如不是重点，则

顺势加快速度，节约时间；若是重点，则随机应

变，加深问题难度或操作难度，增强思维的深度和

广度（或操作的技术难度和熟练程度），这无疑对

教师素质特别是教学机智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教师当堂课来不及更改教学方案，课后就

更应该进行教学反思，总结教训，重新设计。特别

是年轻老师，缺乏教学经验和机智时，要在教学设

计或备课上下功功夫。最好准备三种层次的材料，

围绕一个设计，灵活穿插材料。教学设计文案虽然

只有一个，但心中另有预案2个（难易各一个），不

妨称之为“一体两翼”。在实施教学时，根据教学

实景，教学设计主线不变，但选择材料可以灵活多

样，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适时调配。这对年

轻老师似乎很难做到，因首轮教学，没有可比性，

但三番五次教学后，只要通过课后不断反思，经验

就会积累下来。经常看到，同一个教学内容同样教

学重点难点，有的老师重复两三遍，也很难突破，

教学目标难以达成；而有的教师，对教学材料信手

拈来，重点难点轻松突破，这是教学经验的使然，

更是教学机智的闪现。

教学设计，一个文案三手准备，实施教学时，

根据实情灵活调整，是教学高效的法宝之一。“给

学生一滴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这是对老师素养

的必然要求。教师讲课要活、举例要活、提问要

活、布置练习要活、组织教学要活，活的前提是教

师胸中有墨，不仅专业知识精博，而且深谙教育教

学规律。老师教学活了，就能步入教学高效的超车

道，实现有效高效教学就水到渠成。

许多有经验的教师，在他们成长历程中，都注

重教学反思，有的还善于写教学后记。通过反思，

调整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方法，对教学设计进行

删、改、补、换，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让自己欣

赏、师生称赞。

总之，有了教学目标，教学才有方向；有了学

生参与，效果才有保障；有了教学增量，评价才有

依据；有了反馈评价，效果才能判断；有了反思调

整，增效才有希望。

图7 教学设计一体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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