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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70924 

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 

1.强调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针对不同年

龄段学生，科学定位德育目标，合理设计德育内容、途径、方法，使德育层层深入、
有机衔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深入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道德

教育、社会责任教育、法治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教育。 

4.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掘各门课程中的德育
内涵，加强德育课程、思政课程。 

5.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育德与育心相结合、课内与

课外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不断增强亲
和力和针对性。 

6.用好自然资源、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体育资源、科技资源、国防资源和企事业单

位资源的育人功能，发挥英雄模范人物、名师大家、学术带头人等的示范引领作用，
挖掘校史校风校训校歌的教育作用，充分发挥学校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育人功
能。 

7.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镇村、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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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 

在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强化学生
关键能力培养。 



数字一代的特征 

o数字生存能力 

    n使用各种各样的IT设备 

    n网上冲浪 

    n体验型 

o多种媒体素养 

    n习惯视觉信息丰富的环境 

    n擅长将图像文字声音编织 

        在一起 

   n可视界面,流媒体,玩游戏 

o总是联着网 

  n手机,笔记本电脑，PDA， 

   IM，网络摄像机，无线网 

   络，博客，微博，QQ， 

   在线游戏，维基 

oImmediacy  

   n每天24小时期待信息,  

      交流,娱乐 

   n及时回应,  

   n高期待 



培养4个关键能力 

要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 

在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 

➡培养认知能力 

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表达和
文字写作的素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培养合作能力 

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过集体生活，学会处理
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遵守、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培养创新能力 

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人格，鼓励学生勇于探
索、大胆尝试、创新创造。 

➡培养职业能力 

引导学生适应社会需求，树立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践行知
行合一，积极动手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要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长效机制。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相关概念辨析-学生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 

重心（终极版）.mp4


学科 
核心素养 



一对关系 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语文学科

核心素养 

思维发展
与提升 

审美鉴赏
与创造 

文化传承
与理解 

语言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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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贵 小学语文 爱心树 教学片断1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1李玉贵 爱心树 教学片断.mp4


李玉贵 小学语文 爱心树 教学片断2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2李玉贵教学片断.mp4


一对关系 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 

变化观念与
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与
模型认知 

实验探究与创
新意识  

科学精神与
社会责任 

宏观辨识与
微观探析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四点.docx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四点.docx


点击图片链接视频 

甲烷结构论证教学：学生与教师 

教学环节2 最终方案选择：甲烷分子结构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陈风雷-学生论证甲烷结构.mp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陈风雷-教师论证甲烷结构.mp4


学科本质 

学科本质 科学研究方法与意义 

甲烷分子正四面体 人们是如何发现甲烷立体结构的 

碳的平面结构分子 科学发明的过程与实践 

合成平面结构物质 从科学原理到实际生产 

科学研究的意义 为什么进行化学研究 

微课：一个化学发现的过程 

学科观念 化学家讲甲烷 



学科本质 

http://open.163.com/movie 

/2011/10/2/6/M7FQDKARP_M7FQG4F26.html 

点击图片链接视频 

网易公开课：甲烷 

学科观念 化学家讲甲烷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甲烷结构：诺丁汉大学.mp4
http://open.163.com/movie


过去是知识驱动，未来是智慧驱动； 

过去把人变机器，未来把机器变人。 

过去是以制造为中心，未来就是以创造为
中心。以制造为中心的时候，需要能源、
电、石油；把一切非标准的变成标准。而
未来以创造为中心时，需要的是数据、智
商、情商，把一切标准变成非标准，变成
个性化。 

学科教学                                           学科育人 



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一节好课 

• 课堂教学的生活化        ·  学生学习的主动化 

• 师生互动的有效化        ·  学科教学的整合化 

• 教学过程的动态化        ·  教学资源的最优化 

• 教学内容的结构化        ·  教学策略的综合化 

• 教学对象的个别化        ·  教学评价的多元化 

——郑金洲 



教学环节1 课的引入 

你的选择： 

 由页岩气引入 

 有机物的合成引入 

 由甲烷安全使用引入 

 由西气东输工程引入 

 由中俄合作新闻视频引入 

 从回顾初中学过哪些有机物引入 



一个比较 甲烷教学设计 

案例比较：教学导入 

原始设计 修改设计 



合成氨工业与社会发展作用结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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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过程 



主题内容开发的模式： 
多学科、跨学科与超学科 

 



• 它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扉页 

• 任何学科都可以用理智上忠实的形式教给任何年龄阶段

的任何儿童                                       ——布鲁纳.教学过程  

理解教学设计价值 



基本问题 
教学设计 从教学目标到教学策略 

• 学科教学设计的依据：课程标准 

• 通识性教学原则：学科结构、教材结构与学生认知结构 

• 教学总体设计：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认知结构完善 



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 
导入案例 从教学目标说起 

（一）知识与技能 

1. 深入认识甲烷的结构  

2.认识取代反应及其特点 

3.了解甲烷主要性质及在化工生产中的作用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实验探究、观察等手段建立有机物

的认识方法并体验科学探究的喜悦. 

（三）情感态度及价值观 

       通过学生对家乡沼气的了解，感受化学

与社会的联系，增强自豪感与社会责任感. 

——高中《最简单的有机物—甲烷》 

• 这种目标表述，

表面上学习结果全
面、具体，但各个

目标之间有哪些内

在联系，在教学过
程中如何实现三者

统一？ 

• 这种目标仅仅反
映了教学活动的结

果，对教学活动设

计缺乏明确指导。 



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 
理性视角 教学目标层级结构 



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 
导入案例 从1个教学目标说起 

• 以过程方法为主线，

通过活动将三维目标

有效结合，从而使学

生获得科学知识和技

能的过程，真正成为

理解科学、进行科学

探究、联系生活实际

和形成科学价值观的

过程。 

• 这种教学目标陈述，

不仅实现三维目标的

融合，更重要的是凸

显实现三维目标的途

径，充分发挥教学目

标对教学设计的指导

作用。 

1．通过微观结构的分析，推论甲烷分子的

立体结构，初步体会有机物分子结构的特点及

其对性质的影响。 

2.复演历史上科学家对甲烷结构的不断探索

过程，提升对甲烷的学习兴趣。 

3. 通过科学实验探究甲烷和氯气的化学反

应，了解甲烷的取代反应，学会对有机物性质

进行科学探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4. 体会结构与性质有内在的联系和变化规

律，并学会主动去发现和掌握这些规律，认识

有机化学结构的内在规律，感受有机化合物结

构和性质之间的奥秘之美。 



跨学科和专
业的知识 

与个性相
关的能力 

方法和技
术的能力 



行动能力 

方法能力 

社会能力 



气候与天气：初中阶段学生科学素养描述 



当代科学教育和传统科学教育关注点的比较 



★○□□★△○□△★实验

△○△□★□★★□○练习

□△○★□★□□△□讨论

□○□□○★★□★△谈话
○★○○□○○○○★演示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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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  □：较好  △：一般  ○：不定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关系 

基本问题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决定教学形式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与学科教学 

教学方法 学科知识 

案例教学 法理学、医学、教育学、经济学 

实验法 化学、物理、生物 

讨论法 多数学科课堂教学 

探究/发现学习 通常用于理科 

学科属性与教学方法（结合学段认知特性） 



基本问题 
问题讨论 教学目标、内容与方法 

主要观点 

• 学科本质决定教学目标 

• 教学目标决定教学内容 

• 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 



理性建构 何谓学科教学的高观点 

 学科知识的教学是最本质的 

• 你是否理解本学科教学的实质性内容并保证传授 

• 你是否了解任一课时教学的知识逻辑并合理讲解 

• 你是否掌握学生知识与学科知识关系并加以诠释 



二、指向核心素养的有效情境与问题设计 

• 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情境创设 

 

• 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问题设计 

 



综合性、实践性需要创设相应情境 

 



教学设计要素
1 

教学情境的创设 

• 什么是教学情境？ 

• 为何要创设教学情境？ 

• 何谓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情境？ 

• 应有功能？如何创设？注意事项？ 





这些知识没有形成一
定的知识网络或图式，
遇到实际问题，零散
而非结构化保存的知
识，不利于访问和提
取 

即便知识的组织方式是结构
化的，但由于这些结构多是
以学科逻辑链接在一起，缺
乏情境脉络的支持，因而在
遇到问题时无法与问题情境
对接，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
策略，这种图式则是僵化、
无效的 

惰 
性 
知 
识 

0001.网易-颠覆科学教育的VR实验室[超清版].flv


         

    不了解学生是否已经了解了知识，而硬把学生看
作“白纸”； 

       不了解学生是否喜欢开展的活动，而硬让学生
成为“角色”； 

      不了解学生是否需要合作式学习，而硬给学生拉
来“伙伴”…… 

（长小周卫东）太多的“不了解”—— 



             

 

            本可以用板书与动手演示就能轻松解决问题的
偏偏使用多媒体教学，以示现代化手段； 

        本可以用思考或想象就能清楚理解教学内容的
偏偏使用操作或游戏，以示活动化过程； 

        本可以从知识内部就能自然延伸的偏偏还要回
到生活，以示生活化情境； 

        本可以用语言、眼神或手势就能激励学生的地
方偏偏还要使用纸质或物质奖励，以示过程性评
价…… 

          
 

过多的“附加值”—— 



教学设计要素
1 

教学情境的创设 

 情境创设方法 

• 典型故事案例 

• 学科历史事件 

• 生活经验事实 

• 学生观点冲突 

• 实物视频展示 

• 使用名人名言 

• 已有知识入手 

• 其他 

 情境创设原则 

• 与教学目标相关 

• 从学生已知出发 

•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 具有一定思维价值 

• 导入过程直接明了 

• 围绕导入案例教学 

如何创设情境 



基本问题 
情境理论 导入情境考虑因素 

 真实性：具有可信度或直接取材生活 

 关联性：与本节课所讲授的知识相关 

 可受性：符合学生的认知兴趣与水平 

 问题性：具有一定的思维含量，激发学生积极参与 

 全程性：尽量对整节课的教学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教育性：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点击图片链接视频 

情境区别：常识与知识 

https://www.coursera.org/ 

案例比较 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 

http://open.163.com/special/

cuvocw/yanjiangkoucai.html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兵马俑与秦始皇军队——台湾大学.mp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0001.网易-口才概述(已剪辑).mp4


点击图片链接PPT 

情境分析体现教师专业素养 

学生作品 教学情境评价功能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重心（终极版）.mp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红楼梦》电视剧新旧版人物对比/《红楼梦》电视剧新旧版人物对比.ppt


教学要素2 课堂提问：师生交流基本手段 

• 问题：广义上讲是指任何具有询问形式或功能的句子。 

• 课堂教学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教师对学生做出的教学提示 

常见问题： 

• 史蒂文斯发现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每分钟大约要问2～4个问题。 

• 弗洛伊研究表明，教师所提的问题有75%是要求学生回答具体事

实的，甚至相当多的部分是直接从教材中援引的。 



教学要素2 课堂提问统计 

• 通过对10节课编码结果的统计，10节课中教师提问的频次计

949次，平均每节课约提问95次，也就是教师在45钟课堂中每

分钟要提问2.1次。 

C1：机械、记
忆性水平

58%

C3：创造、评
价性水平

7%
C2：理解、推
理性水平

35%



（北大郑也夫教授）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这些年在一个14

岁学生参加的叫做Pisa的国际比赛，赛数学、赛科学、赛
作文上老是拿第一名。那你问我怎么评价中国这个时段的
教育呢？我认为它的教育后果是扁平化。一方面把学习潜
力不算太强人的考试能力极大提升，但另一方面，把一些
学习潜力非常优异的人的能力下压。为什么下压了？就是
因为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复习，过程枯燥、乏味，毁
伤了他们的想象力，令他们厌学。这个扁平化的结果，我
怎么评价？糟透了。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高考题的荒诞.mp4


【可怕的中国式教育：聪明伶俐进去呆若木鸡出
来……】 

 

      一道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

哪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答不出来，我帮他查
找资料，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是打到现在的匈
牙利附近？ 

      美国世界史这道题目是这样命的：成吉思汗的

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
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 



• 关注问题的学科思考价值 

• 构建不同水平层次的问题 

• 设计推进课堂的问题线索 

• 合理运用追问生成新问题 

教学要素2 课堂提问的设计原则 



布卢姆认知领域分类 

理论建构 课堂提问分类学原理 

问题 
层次 

具体内涵 提问词语 

记忆 
对化学定义、公式、具体事实和概

念的回忆 

什么是 

写出条件 

……是怎样的 

理解 
用个性语言对所学知识和概念进行

表述，比较内容或事件的异同 

用自己的话说解释原

因 

利用……判断 

应用 

将所学到的概念、原理、方法、规

则等，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问

题 

应用…… 

依据…… 

给……分类 

举例证明 



布卢姆认知领域分类 

理论建构 课堂提问分类学原理 

问题 
层次 

具体内涵 提问词语 

分析 
分析知识结构、事物间的关系或前因

后果 

什么因素 

得出结论 

支持自己观点 

综合 
将所学知识以另一种新的方式组合，

提出相异假设，完成设计任务等 

推测出 

如何确认 

如果……会发生什么 

评价 
依据标准，在诸多选择中做出最合理

的判断。 

你如何看待 

怎样处理 

说出你的看法 



 

 

教学设计要素
2 

 

问题的设置 

• 坚信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 

• 有效提问是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工具 

• 注意课堂提问的学科相关和难度分布 

• 尤其注意提高提问的思维含量 

• 慎用“你学到了什么”、“你有什么感想”之类的虚词提问 

• 任何教学内容都可以合适的问题链设计，引导学生主动回答 

• 问题之间的逻辑性 

• 问题的生成性 



欢乐颂中片断视频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剪辑HLS.avi


案例2 同课异构的提问比较 

点击图片链接视频 

高中化学：物质量浓度的配制 

http://hx.jssjys.com/Html/Article/289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溶液配制：张银生导入.mp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溶液配制：滕旻彦导入.mp4


案例比较 
教学要素2 生活中的化学：溶液浓度作用 

学生已知内容 学生未知内容 

• 浓溶液与稀溶液 
• 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 

• 不同溶液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教师活动 

• 从苏轼诗词入手，说明“浓”和“稀”的不同使用场合 
• 提出问题：用尽可能多的方法区别氯化钠的浓溶液和稀溶液 

教师提问意图 提问层次 

• 激发学生扩散性思维和积极参
与 

• 应用层次 



x

X是
什么？ X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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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X如
何分
类？

如何
传播？

X的
适用
范围？

X有
什么
用？

X的
效果
如何？

在什
么地
方X？ 在什

么时
间X？ 成本

多少？

怎样
X？

X什
么？

X的
条件？

谁来
X？

为什
么要
X？

您的X符
合伦理吗？



在以问题为中心的对话中，生成性提问的目

标就是把“问题或提问变成学生学习与思考

的工具”，而不是把一个答案作为一次提问

的终点。 



        理想的教学方法不是把现成的、表面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要通过正确的提
问，激发对方的思考，在对方的积极思考
中，那些潜藏于内心的真理逐渐祛蔽而得
以敞亮。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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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较 如何设计综合型问题 

问题水平 

记忆 

魔
术
背
后
的
化
学 

点
击
图
片
链
接
视
频 

综合 

初中化学：溶液的酸碱性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多彩指示剂.flv


影视栏目的教育手法 重要推荐 

是真的吗 

点击图片链接视频 

民族文化传播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0001.中国网络电视台-[是真的吗]手能让液体迅速变成固体？（剪辑版）.mp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0001.QQ-33个俄文字母 展示小女孩眼中的俄罗斯世界[超清版].mp4


基本问题 
教学要素2 教学过程中问题的展开 

 展开教学的原则 

• 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 符合学科发展规律 

• 符合教学基本原则 

• 围绕教学内容进行 

 展开教学的建议 

• 以论据证明论点 

• 以实例说明理论 

• 精选排列教学内容 

• 多种教学方法组合 

• 体现逻辑思维过程 

• 列出教学流程结构 

• 由表及里由远及近 

如何展开教学 



基本问题 
经典案例 故事推演中展开问题教学 

讲课结构：谋杀背后的逻辑 

教学展开 论点 证据（故事） 

A部分 

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拯

救多数人，是否公正 

脱轨电车的驶向抉择 

B部分 医生抢救病人的选择 

C部分 真实的海上遇难故事 

结论 什么是公正：推理与论证的学问 

(http://v.163.com/special/justice) 



基本问题 
经典案例 故事推演中的教学问题展开 

点击图片链接内容 

故事引导教学法 

(http://v.163.com/special/justice)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公正课引论(剪短).mp4
新建文件夹/链接文件/公正课：海上遇难故事.mp4


 合：丰富认知结构 

起 
承 

转 
合 激发认知内趋力 

 搭建认知脚手架 

 再起认知冲突 

倪娟. 课堂过程结构之起承转合. 2014（11） 

内容重组的叙事性 



作为小结 教师智慧源泉 

人员 任务 知识结构 

科研工作者 科学发现 精深 

工程技术人员 技术发明 娴熟与应用 

教师 教书育人 宽厚 

教师的知识特点 



• 清楚一级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来龙去脉 

• 了解专业知识的产生过程、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整

个知识体系的框架 

• 理解专业知识的一般和特殊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 

教师知识宽厚表现 

作为小结 教师智慧源泉 



教师知识宽厚表现 

  与科研工作者相比，教师对于学科前沿内容的掌握虽

然不够详尽。但是： 

应该知道那些前沿内容出现的理由、给本学科的发展带

来的变化及其那些内容的创造性之所在。 

作为小结 教师智慧源泉 



教师知识宽厚表现 

  与工程技术人员相比，教师虽不善于将科学转化为技

术，但是善于： 

• 清晰核心概念及其在本学科发展中的位置 

• 将知识的科学形态转化成知识的教育形态 

• 清楚概念和理论所隐含的学科思想与学科价值 

作为小结 教师智慧源泉 



作为小结 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 

 本门课程在学生发展中的地位 

 本门课程教学目标与实施效果 

 本门课程包含有哪些知识内容 

 本门课程的知识体系编排方案 

 本课程基本的教学理念是什么 

 本课程基本的教学方法有哪些 

要素1：了解你的课程 



作为小结 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 

目标：实现教材知识的转化 

 实现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生活的沟通 

 实现书本知识与学生个人经验的沟通 

 实现书本知识与学生生命实践的沟通 

 实现书本知识与知识发现发展的沟通 

 实现书本知识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沟通 



作为小结 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 

要素2：了解你的学生 

 不同阶段学生学习总体特点 

 所教学生对学校的基本看法 

 所教学生对课堂学习的看法 

 所教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看法 

 所教学生已有专业知识能力 

 你的课程带给学生什么意义 



作为小结 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 

目标：基于学生的教学 

 仅有这些远远不够： 

• 他们的思维从具体转向抽象，缺乏系统分析能力与洞察力 

• 他们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积累，初步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 他们处于青春期到青年期，迫切需要发展思维与判断能力 

 建议如何落实： 

• 理论的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  

• 课堂教学要注重方法的渗透  

• 教学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关联     

• 中学生应该更注重学习思维     

• 中学生乐于接受挑战性任务 



 如果活动只是用来使学习者快乐和激动，它就像放焰

火一样，而不是科学教育。        

——科学教育中的原则和大概念 

作为总结 学科教学设计本质观 



将学习对象、学习内容和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乃是教育

上兴趣理论最重要的定论。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作为总结 学科教学设计本质观 



 如果活动只是用来使学习者快乐和激动，它就像放焰火一

样，而不是科学教育。        

——科学教育中的原则和大概念 

 将学习对象、学习内容和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乃是教

育上兴趣理论最重要的定论。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通过教学来进行教育。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 

作为总结 学科教学设计的教育本质观 



作为总结 教学设计的教师能力 

教师能力模型 



 说明： 

• 所有网络资源案例尽量提供了出处！ 

• 对他人的教学设计展示仅供学术研讨！ 

• 对他人的教学设计评价仅为个人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