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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理论和优化课堂教学》

内容概要

《变易理论与优化教与学》深入浅出地介绍变易理论，为首本较全面阐释如何把此理论应用于课堂的
书。书中利用70多个在过去10年由各个课堂学习研究发展而来的珍贵课堂实例说明此理论的元素，示
范如何利用此理论分析课堂，并就其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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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理论和优化课堂教学》

作者简介

　　卢敏玲教授，香港大学理学士、教育文凭、高级教育文凭、教育硕士及哲学博士，于1999年与马
飞龙教授首先创立以变易理论为理论框架的课堂学习研究，并促使世界课堂研究学会(TheWorld
Association of Lesson Studies)成立，任第一届会长。
　　卢教授具有16年中学教学经验，曾任香港大学副教授、在职教师教育计划总监、香港教育学院院
校协作与课堂学习研究中心总监、课程与教学系系主任和香港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成员。现为香港
教育学院课堂学习研究中心名誉副总监及课程与教学系兼任教授，学术研究范围包括教师发展、教育
改革、课堂学习研究、大学与学校协作及教学启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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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理论和优化课堂教学》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从变易理论到“课堂学习研究”
　第一节　从三个层面看学习理论
　第二节　学习内容的意义
　第三节　变易理论的理论根基与内涵
第二章　学习内容及其意义
　第一节　教学目标与学习内容的区别
　第二节　学习内容的外在视野
　第三节　学习内容的两个属性
　第四节　学习内容的可变性
　第五节　学习内容的内在视野
第三章　关键特征及属性
　第一节　关键特征的定义
　第二节　订定关键特征的意义
　第三节　审辨关键特征的途径
　⋯⋯
第四章　变易的运用
第五章　变易理论于课堂上的活用
第六章　课堂分析及回馈
第七章　对变易理论的反思与展望
附录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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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理论和优化课堂教学》

章节摘录

　　跟学生讨论“人生的抉择”也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十来岁的学生都需要作出一些重大
的人生抉择，如升高中时要选科，中五毕业后要选择升学或就业等。事实上学生在每天的生活中亦需
要作出许多选择，例如被老师任命为班长时，是否应接受呢？作为班长，是否会损害与其他同学的关
系呢？当同学犯错时，应否通知老师？所以如果以“人生的抉择”这一个角度来处理《归去来辞》一
文时，应较容易引起学生共鸣。　　如果以采用“人生的抉择”为例，老师可以跟学生分析，政治腐
败、官场风气庸俗的局势并非是陶渊明时代所独有，在中国历朝历代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甚至是在现
代，也仍在不同地方出现。面对这种情况，人们还是可以有不同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参与”或“
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而选择了任何一个路向，还可以有不同的取态。如选择“参与”社会改革，
可以是随波逐流式的参与，例如潘安；也可选择用拼搏、斗争的方式，如曹操；亦可以积极入世、参
与社会改革，如诸葛亮。要是选择“不参与”，古人其实亦有不同的人生取态：可以选择借诗文抒发
怀才不遇，如李白；感慨世事、放浪形骸如竹林七贤；感怀国事不振，以死向君主相谏，如屈原。老
师也可列举学生所认识的当今的人物为例。　　然而，以上都不是陶渊明的选择，因为他选择了辞官
归故里，回归大自然、重过质朴的生活。如此，老师便可把学习内容与它的外在视野相联系，透过比
较学生在各个学科（包括中文、中史、文学）所学过的历史人物的抉择取向，突出陶渊明的抉择取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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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理论和优化课堂教学》

精彩短评

1、正是世事常变，变幻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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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理论和优化课堂教学》

精彩书评

1、确实，当前的教育改革虽然有着冠冕堂皇的愿景，却还是聚焦在教师的教学策略上，各种合作学
习和小组学习泛滥，却很少去关注怎样把“学习内容”更好地教给学生，去关注学生们头脑中已有的
各种想法。这本书通俗易懂，结合了很多课堂实例，有些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自己的老师也曾用过
。通过关注学习内容的变易，引出对照、区分、类和和融合等学习功能，从而帮助学生审辨到事物的
各个关键特征，达到认识事物和发生学习的目的。从小的学习内容着手，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效，让学
生经验到学习内容的“变易”，审辨出学习内容的关键特征，从而发生真正的学习，也从中培养元认
知的能力和态度。书中的一段话送给未读本书的读者：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学生的将来做准备
，让他们能处身于未来的世界，解决新的、未见过的问题。一般教育改革的倡导者，都会以“世界变
了，我们的教育追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必须准备学生，去接受未知的未来的挑战。在这信息爆炸的
年代，学生毕业不久，他们所学的知识便会成为过去，被新的信息取代，所以不要再教那些将要被取
代的知识，要教学生应变未来的能力！”或类似的言论，作为变革的理据。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把
目前见到的变看得太重要，而忘记了人类的历史，何尝不是在永无止境地变。正是世事常变，变幻才
是永恒！我们每一天遇到的，都是新的事物，每天都要解决新的问题，简单如走路，我们走的每一步
，都不会跟以前走过的一步一样！地面情况不同了，可能较湿、较滑、路面有洞；周围的环境不同了
，可能较拥挤，要避免与其他人碰撞；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同了，年长了、疲倦了⋯⋯但我们一向都能
利用已知的、已掌握的知识、技能去解决新的问题。古人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
说法，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深入地掌握已有知识，我们便可活用这些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或创
造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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