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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设计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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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教学设计的概念、模式以及基本要素设计等三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教学设计研究现状,分析了其研究存

在的问题:基本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基本要素研究不够深入、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不足以及对教学一线

的影响不够深入等,提出了探索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与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的结合,注重跨学科、跨
领域的研究,关注一线教学和信息技术的运用等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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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计长期存在于教学实践中,但是学界对教

学设计进行系统研究的历史却并不长,大约始于20
世纪60年代。在我国,教学设计的理念最早是作为

西方舶来品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进入21世

纪,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社会对

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途

径,科学有效的教学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教学设计

的相关问题逐渐成了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研究者们对教学设计的探讨逐步深入,并取得了一定

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本文对21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设

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教学设计研究回顾与总结

(一)教学设计概念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跨

学科研究的发展,学界对教学设计的定义也逐渐丰

富。何克抗认为,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将学习

理论与教学理论的原理转换成对教学目标(或教学目

的)、教学条件、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进行

具体计划的系统化过程[1]。胡波指出,现代教学设计

就是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学习

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原理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策略和教学评价等进行具体计划,创设教

学“系统”“程序”和“标准”的动态生成过程[2]。钟志

贤认为,教学设计是指解决教学问题的系统方法,包

括分析、设计、制定/开发、实施、评价/修改教学问题

解决方案的全过程[3]。周海银认为,教学设计是运用

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

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

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
总的来看,上述关于教学设计的定义有以下共同

特点:一是认为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提高教学效

率的系统化过程;二是认为教学设计包括如何编写目

标、如何具体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和教

学评价等;三是认为教学设计的最终结果是为了追求

尽可能大的教学效益。
(二)教学设计模式研究

客观主义长期指导着教学设计模式研究,但是建

构主义思潮在教学设计领域的逐渐兴起,对客观主义

教学设计模式提出了挑战。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

的突出特征是基于客观主义,以教师为中心,而建构

主义则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

动建构者,教师主要起到帮助和促进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研究取得

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探索。在探索

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也受到了质疑。李康

指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存在不易操作、混淆知

识领域与学习领域、不关注学习效率等问题[4]。岳欣

云、董宏建也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难以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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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践中[5]。科施纳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建构主义学

习原则和教学范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6]。
据此,有学者提出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与客

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相结合的理念。
李康认为,传统教学设计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是

互补的关系,应当发挥它们的优点,互补缺陷,避免走

向极端[4]23-27。曹贤中等学者对基于认知弹性理论的

教学设计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教学设计模式综

合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与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

式的长处[7]。岳欣云、董宏建对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

义教学设计理论的论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二者之间的

论辩代表了研究者试图整合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的

倾向[5]133-137。何克抗也认为,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设

计和基于系统方法的传统教学设计在许多情况下可

以整合,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6]5-10。
(三)教学设计基本要素研究

关于教学设计基本要素的研究,主要涉及教学目

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模式、策略、方法的设计

以及教学评价设计等。
1.教学目标设计

关于教学目标设计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包含对

教学目标设计的要求、方法和步骤的研究、对教学目

标设计现存问题和归因的分析以及优化教学目标设

计的策略研究等。
关于教学目标设计的要求,王延玲、吕宪军指出,

教学目标设计应注意以课程目标为依据、符合学生的

实际水平和学习规律、重点突出等问题[8]。黄梅、宋
乃庆分析了基于三维目标的教学目标设计的特点[9]。
官辉提出了教学目标设计在表述、广度、深度和对象

方面应遵循的原则[10]。单永志认为,教学目标设计

与叙写要以学生为主体,保证教学目标间的平衡,用
外显行为之词来界定,注意难度适中[11]。陈吉利、黄
克斌、徐小双探讨了新课程理念下教学目标设计应注

意的问题[12]。阳利平提出,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与呈

现上,教师应注意教学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对应、确定

教学目标的基本要素、掌握教学目标的行为表述方

法[13]。吴立宝、康岫岩、张晓初认为,教学目标设计

要关注主体、方式、对象、条件、程度这五个要素[14]。
关于教学目标设计的方法与步骤,王延玲、吕宪

军认为教学目标设计分为三步:确定教学目标类型、
确定教学目标水平、陈述教学目标[8]136-141。马会梅将

教学目标设计的步骤总结为四步:实施目标分解、进
行任务分析、确定教学起点和陈述教学目标[15]。国

赫孚提出了教学目标设计四步曲:分清三类知识、提
炼学科大概念、写出预期理解、设计基本问题[16]。

关于教学目标设计现存问题、归因和优化策略,
曹树、邬春芹认为,教学目标设计存在空泛化、偏执

化、游离化、错位化和机械化的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了

相应的策略[17]。孙立平基于生本视角指出了教学目

标设计现存问题并分析了成因[18]。张国英基于课

标、学情和实效,对优化教学目标设计的策略进行了

分析[19]。常学勤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分析了教

师在教学目标的理解、设计和表述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矫正策略[20]。
2.教学内容设计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教学内容设计的

要求、策略和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于世华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教学内容设计进行了

探索,认为教学内容生态化设计应注意整体性、生长

性和结构性[21]。岳珂、姜峰、洪希分析了新知识观对

教学内容设计的启示[22]。马会梅、杨建朝从心理学

的视阈分析了教学内容设计[23]。陈文鑫、陈军敢、高
茅提出了“三步三问三点”的教学内容设计法[24]。于

蓉、李元平对基于发展学生主体性的教学内容设计进

行了研究[25]。黄秀玲指出,教学内容设计应关注学

习者需求,整合资源[26]。
3.教学策略、模式、方法的设计

研究者从理论上分析了教学策略设计问题,吴彦

文分析了元认知教学策略中教学准备策略、教学过程

策略和教学反馈评价策略的设计[27],吴文胜、盛群力

基于内容———业绩方格研究了有效教学策略的设

计[28],叶进、张向利、吴璟莉对基于问题的学习及其

教学策略的设计进行了探讨[29],张敏、郑盛娜研究了

基于学生认知风格的教学策略设计[30],黄梅分析了

基于广义知识加工的教学策略设计[31],王丽对提高

课堂师生互动实效的教学策略设计进行了研究[32],
张鹏、郭恩泽分析了指向“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33]。

同时,不少研究者立足于某一教育阶段某一门课

程的某个教学单元具体地介绍了教学策略、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应如何设计。从理论提升的角度在整体

上分析教学模式设计和教学方法设计的文献相对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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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评价设计

张守彪、焦万合对课前准备性评价、课中形成性

评价和课终总结性评价的设计与实施进行了研

究[34]。李君丽、祝智庭对基于新课改的发展性教学

评价设计进行了探讨[35]。陈佑清、陶涛分析了“以学

评教”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如何设计[36]。何光峰、顾
瑾玉、秦晓文认为,课堂教学评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过程,由此探索了教学评价的框架。钱明明也研究了

课堂教学评价框架的建构问题。
二、教学设计研究的反思

(一)教学设计基本理论研究较为薄弱

教学设计可以说是教育研究中一个比较新的领

域,由于研究者自身研究背景、研究视角、研究基础的

不同以及实践探索不够深入,与其他领域相比,教学

设计的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目前,教学设计基本

理论研究中,对教学设计的概念理解众说纷纭,对教

学设计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的讨论不够,多是对西方

教学设计的发展和新的理念进行翻译和介绍,教学设

计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基础理论和研究体系。
(二)教学设计基本要素研究不够深入

1.教学模式设计、教学方法设计理论提升不足

从理论的角度在整体上分析教学模式设计和教

学方法设计的具体问题能够帮助教育研究者以及教

学一线工作者总结经验,加深理性认识和理解,从而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好地把握、指导和改进教学实

践。所以对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设计的理论提升是

必要的。而对于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设计,不少研

究者都是针对某门课程的某个教学单元或某一具体

内容的教学进行设计,对其理论提升还不够。
2.教学时空设计、教学评价设计研究不够深入

教学时空结构是为了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对构

成教学的诸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设计的比较稳定

的、简化的组合方式及其活动程序。教学时空设计也

是教学设计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对具体的教学目标、
内容、方法等基本要素进行设计之后,如何将这些因

素有效地组织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从教学时空结构

的角度加以设计,比如,需要确定哪些教学环节,各个

教学环节占用多少时间,如何应用教学媒体和教学方

法进行教学活动等。可见教学时空设计是保证教学

活动能够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然而,目前对教学时

空设计的研究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不足。

对于教学评价设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注也不

够。研究者们对教学评价设计的介绍偏向于教育评

价领域,多是研究不同类型的教学评价如何进行设

计,对课堂教学实践的聚焦还不够,很少关注到教师

在授课结束后如何对自己的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三)教学设计与其他领域联系的研究不足

教学设计的研究视野相对较为狭窄,对教学设计

与其他领域联系的相关研究依然不足。目前我国的

教学设计研究大多仍基于对提高教学效果的考虑,研
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模式和教学方

法等基本要素的设计,着眼点在于教学设计领域自

身,很少将教学设计与其他领域相联系。
(四)教学设计研究对教学一线的影响不够深入

教学设计相关论文的作者中一线教师相对较少。
教学设计研究者常常是就职于高校的教育研究者,而
教学设计的具体实施者是广大一线教师。研究者多

是站在理论的角度研究教学设计的问题,往往对教学

实践问题认识不足,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与教学实践脱节,导致教师无法有效地借鉴教学设计

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所以,教学设计研究对教学一线

的影响依然不够深入。
三、教学设计研究的展望

(一)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与客观主义

教学设计将走向融合

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的思想被引入教学设

计领域,对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提出了挑

战。与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强调教师的教不同,建
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更强调学生的学,注重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自主建构。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顺应

了教育学领域强调尊重学生、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思

想,一时间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进入21世纪,建构

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其难

以具体地指导教学实践、无法保证教学效率等问题也

逐渐暴露出来,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受到了质疑。
在对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后,客
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的优点也重新被研究者提出。
研究者更倡导将客观主义教学设计理念与建构主义

教学设计理念融合、互补。今后教学设计的发展,将
会在客观主义倡导的教学的计划性、具体性和程序性

与建构主义倡导的随意性、宽泛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

盾冲突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对立的两极冲突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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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新的平衡点,以推进教学设计的发展。
(二)在理论层面,教学设计将更加注重跨学科、

跨领域的研究

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增强与其他

学科和领域的横向交流与互通,扩大交流范围。21
世纪以来,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出现跨学科、
跨领域的趋势,教育学研究也是如此。教学设计的研

究,作为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越来越多地

需要在一个更大的知识共同体中进行。这个共同体

中至少包括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
还时常会接触到语言学、人类学、信息科学与技术、脑
神经科学、系统科学等学科。教学设计的发展与其他

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日趋紧密,这种关联不应

仅限于教育技术学、课程与教学论等教育学的分支学

科,应该运用跨学科、跨领域的多维视野和探索理念,
把目光转向教学设计与其他学科或领域之间的沟通

与对接,进而从教学设计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和联系中

把握和认识教学设计。因此,教学设计一方面应继续

保持与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之间的紧密关系,
另一方面还应扩大视野,向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
学、信息科学与技术、脑神经科学、生态学等学科汲取

有利于改进教学设计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或经验,从不

同领域的交流中得到新的启发,以多学科为基础,综
合多种理论自成体系。

(三)在实践层面,教学设计研究将更加注重与一

线教学相结合的问题

教学设计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不足就是教学

设计理论与一线教学的脱离。教学设计的实施主体

是教师,如果没有教师的积极参与,教学设计的发展

就会成为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然而,高等院校等研

究机构是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力量,关键论文更

是鲜见广大一线教师的身影,这一现象导致了教学设

计理论研究缺乏坚实的学科教学专业知识以及来自

实践领域的反馈,使得教学设计的研究发生偏向,教
学设计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与此相应的,
由于在认识上的误区,一线教师在教学设计实施过程

中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教学设计研究者们的理论成

果。研究与教学实际的脱离,使得教学设计理论指导

实践的价值难以体现。教学设计研究应更加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为此,教学设计理论研究者

应与教学设计的实践主体———教师加强合作,从教学

第一线发现问题,找到对策,进行实践检验后总结经

验,最终获得具体教学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指导教学实

践的教学设计原则,增强教学设计理论的科学性以及

对实践的指导性。
(四)在技术层面,教学设计研究将进一步加强与

信息技术的结合

21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人类将

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渗透也进

一步加强,并引起了教学领域中师生交往方式、教学

价值观的深刻变革。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教学设计的

研究将进一步加强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教学设计研

究不仅要考虑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问

题,充分挖掘课程资源,使教学媒体发挥恰当的作用,
还应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进行教学设计。
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分依赖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存

在的网络技术并不能对学习和教学效果起到决定作

用。在进行教学设计研究时对信息技术进行深刻的

理解与反思,注意避免信息技术对学生发展可能产生

的不利影响,引导学生正确利用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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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ProspectofInstructionalDesignResearchinChinaSincethe21stCentury
YANGYuming

(ExperimentalCollege,TheOpe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39,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andsummarizesthecurrentstatusofinstructionaldesignresearchfrom

threeaspects:theconcept,modeandthedesignofbasicelements,andthenanalyzestheproblemsinthe
research,suchastheweaknessofbasictheoreticalresearch,thelackofin-depthresearchonbasicelements,
thelackofrelevantresearchrelatedtootherfields,andthelackofin-depthimpactonthefront-lineteaching.
Furthermore,thearticleputsforwardthedevelopmenttrendofinstructionaldesignresearch,including
exploringthecombinationofconstructivisminstructionaldesignmodeandobjectivisminstructionaldesign
mode,focusingontheinterdisciplinaryandcross-domainresearch,andpayingattentiontothefront-line
teachingandtheapplic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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