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第2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学设计-(第2版)》

13位ISBN编号：9787040265552

10位ISBN编号：7040265559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皮连生

页数：4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教学设计-(第2版)》

前言

　　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基本任务是指导教学设计者或作为教学设计者的教师
如何为学习者（包括军队士兵、企事业员工和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设计出有吸引力、有效和高效的教
学产品，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媒体和测评工具等。　　
同其他领域一样，教学设计人员要做好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设计，必须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指导教学
设计的主要理论是科学的学习心理学和基于科学学习心理学的现代教学论。指导教学设计的方法论是
系统论和实证研究的思想。教学设计者把教学设计过程看成是分析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确定教学目标
、设计解决方案、实施解决方案并通过多种形式的评价与修正工作，从而获得最佳解决方案的过程。
　　新课程改革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教师不能成为现成教学方案的单纯执行者，他们中
的许多人要把教学实践和教学科研相结合，能够发现和有效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教学设计这门学科为
教师从接受型向研究型转变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教学设计(第2版)》力图为实现我国教师专业技能的
培养方向的转变提供帮助。　　《教学设计(第2版)》第1版源于20世纪9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的教育类课程改革。当时师范院校本科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材教法三门教育类课程。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学系开设的“中师心理学教材教法”课程因上海市中等师范学校升格为高等师范院校而被取
消，为了适应心理学系学生到普通中学去实习的需要，开设了“教学设计”这门课程。这门课程开设
后受到学生的欢迎。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决定将该课程作为师范特色课程进行建设，使之成为全校师
范类本科生的选修课程。《教学设计：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是在多轮教学基础上写成的教材。该教
材所论述的理论与技术主要来自心理学，因此加上了这个副标题。第2版教材范围扩大，副标题已不
适用，理当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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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学设计(第2版)》是华东师范大学师范特色课程建设的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教学设计—
—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的修订版。本修订版凝聚了编著者长期在中小学进行教学改革与教学设计研
究的成果，把教学设计视为运用教学设计过程模型和技术解决课程与教学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的过程
，形成了一个学习分类与目标导向教学设计的严密体系。每类学习都按教什么（教学目标）、怎么教
（教学策略）和教得怎么样（教学评价）三个问题组织教材内容，突出了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学
评价三者的一致性。
全书分教学设计概论与理论基础、教学目标与教学分析、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四大部分，涵盖教学
设计概论、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教学目的与目标、分析学习者和学习环境、分析教学任务、教学策
略概述、事实性知识的教学策略设计、概念性知识的教学策略设计、程序性知识的教学策略设计、问
题解决的教学设计、动作技能的教学策略设计、情感领域的教学策略设计、教学传输策略的设计、教
学管理策略设计、学习结果测量与评价、教学评价等16章内容。
《教学设计(第2版)》可作为教师教育公共课教材，并为我国中小学教师将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相结合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作为教师培训与继续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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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学习结果测量与评价  第一节  学习结果测量与评价概述  第二节  目标参照测验题的开发  第三节  
测量结果的分析与运用第十六章  教学评价  第一节  教学评价概述  第二节  实施形成性评价  第三节  实
施总结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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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教学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一）教学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　　教学设计
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加涅的《教学设计原理》（1974年第一版和1979年第二版）为
标志。其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以信息加工心理学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革命。认知心理学对学习
的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坚持运用信息加工观研究人的学习与记忆的过程和条件，发现了许多
学习和记忆规律，如人的记忆可分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阶段。人的短时记忆容量有限
，只能加工7±2个信息单位。信息的编码是决定信息在长时记忆系统中保持和能被提取出来的最重要
的前提条件。通过改进学习与记忆策略可以提高学习与记忆效率等。认知心理学对学习研究的第二个
阵营坚持建构主义观点。代表人物有皮亚杰、布鲁纳、奥苏伯尔等。这些人不使用信息加工心理学的
术语，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意义建构过程。建构的结果，个人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图式）不断
改组和完善。学习的最重要条件是原有相关知识和学生的学习动机，即主动建构新知识的意向。认知
学习心理学的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少拥护者，而且都被转化为教学设计模型或教学技术，如布鲁纳的发
现学习教学模式、奥苏伯尔接受学习教学模式，运用组织者改进知识结构的教学技术和认知策略训练
技术等。　　对于教学设计这门学科的诞生，加涅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能概括各家各说的综合
的学习理论，也就是学习分类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加涅将人类的学习结果分为言语信息、智慧技
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和态度5种类型。他吸收了各家各说学习理论的长处，以此来解释这5类学习
结果的一般学习过程和条件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殊学习过程和条件。他反对用单一学习学说解释不同类
型的学习过程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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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还没读完，就被人借走了。倒霉。
 与加涅的书放到一起看。这本书非常不错。
2、纯粹为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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