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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反思传统课程设计不足的基础上 , 逆向设计应运而生。其做法是首先确定预期的学习结果;然后考

虑证明学生达到预期学习结果的证据 ,即设计评价工具;最后再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和学习体验。将逆向设计运

用于教学实践中 ,设计出高效的单元课程 , 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预期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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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 ,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不断

加快 ,人们在做任何事情时既要讲求效果 ,又要注

重效率 。斯蒂芬 R 卡弗 (S tephen R Covey)在

《高效率人的七大习惯》一书中指出的第二个习

惯就是:凡事要从目标开始。首先在大脑中形成

有关结局的认识 ,即清晰地理解我们所要达到的

最终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目标来指导当前的行动 ,

使其不偏离正确的方向 ,朝着预期的目标逐步迈

进 。因此 ,我们只有在明确了目的之后沿着这个

方向不断努力 ,才能有效地完成某项任务 。

合理而有效的单元课程设计是保证教学既有

效果又有效率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 ,怎样的单元

课程设计最合理 、最有效  “凡事从目标开始”的

习惯当然也适用于教学领域 ,也就是说我们从最

终的学习目标开始来设计单元课程是一种最有效

的办法。美国课程研究专家格兰特  威金斯

(G rantW iggins)和杰伊 麦克泰(JayM cT ighe)在

Understand ing byDesign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有效单

元课程设计方法 ,即逆向设计。

一 、什么是逆向设计

逆向设计是一种设计过程 ,也是一组用于单

元课程设计的标准 ,即先确定什么样的教学目标

是达到理解的目标 ,然后再考虑用什么办法来证

明学生确实掌握了学习目标实现了理解。在这个

基础上 ,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或教学活动来达到目

标 。逆向设计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明确

预期的学习结果 ,即要求学生应该知道什么 ,能做

什么  什么内容值得去理解  我们所追求的持久

性理解的东西是什么  (2)确定能证明学生达到

预期学习结果的证据 。即怎样了解学生已经实现

了预期的学习结果 ,符合具体标准  如何证明学

生理解和掌握了相关内容  (3)安排相关的教学

活动来实现预期的学习结果(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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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逆向设计的具体过程

(一)明确预期的学习结果

预期的学习结果是指根据课程标准和持久性

的理解 ,学生在单元教学结束时应该知道什么 、能

做什么 。具体来讲就是学生应该知道什么  应该

掌握什么或者会做什么  什么内容值得去理解 

我们所追求的持久性理解究竟是什么  这一阶

段 ,我们需要完成三项具体的任务:

图 1　逆向设计过程的三个阶段

1. 选择需要深入持久理解的内容 。对于设计

者来说确定什么是最重要的 ,且需持久理解的内

容是这一设计阶段的核心任务 。由于课程内容过

多 ,而教师又无法面面俱到地讲解 ,为此我们要对

教学内容作出合理的选择 ,确定哪些是最关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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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持久理解的观点 、内容。课程内容层次的优

先选择示意图(参见图 2)为我们确定持久性的理

解提供了依据
[ 2] 16

。

图 2　课程内容层次优选示意图

图中的圆圈处代表课程可能涉及的内容范

围 。最外层圆圈涵盖了学生应当宽泛了解的知

识 ,即相对来说并不十分重要的内容 ,这些内容不

需要利用阅读 、倾听 、回顾 、研究等方式进行深入

细致的掌握;中间层圆圈表示的是通过选择而确

定的重点知识(事实 、概念和原则 )与技能(过程 、

策略 、方法)。如果学生不掌握这些知识 ,就无法

完整地理解课程内容 ,也就是说这些是确保学生

成功应用课程内容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最小的

圆圈是课程内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对这些知

识 ,学生必须实现持久深入的理解 ,要能够领会这

些重要观点的实质和灵魂 ,即便无法记住细节 ,也

要理解这些内容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如何选择应当深入持久理解的内容  我们可

以参考以下四条筛选标准:首先 ,需要我们深入持

久理解的课程内容是可以被迁移的重要内容 ,它

具有超越课堂本身的价值 。一般来说 ,值得深入

理解的内容超越了孤立 、零散的事实或技能 ,主要

是那些关键性的 ,能被应用于新的情境中的概念 、

原理和过程;其次 ,它是位于学科中心的重要观点

和核心过程;再次 ,它是那些抽象的 、非直观性的 、

容易被误解的 ,需要我们去揭示的重要观点;最

后 ,它还是融入了重要观点的事实 、技能和学习活

动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
[ 2] 17

。

2. 确定引导性问题 。富有吸引力的问题是引

导学生通向理解之途的大门 ,它们不仅能够让学

习者集中注意哪些是需要持久理解的内容 ,而且

还能引发学习者思考那些他们曾不以为然的问

题 。有效的课程设计策略之一就是确定教学单元

的引导性问题 ,并以此为中心来引导学生去探究 、

去发现 ,进而达到对重要内容的深层次的理解 。

引导性问题分为两类 ,即概括性的 (ove rarc-

h ing)和主题性的 ( topical)引导性问题 。前者超

越了特定的单元 ,指向更大 、更容易迁移的观点和

原理。它不涉及具体单元的主题内容 ,却能把一

个主题与另一个主题相联系;而后者较前者更具

体 ,它只在于促进与某个学习单元主题相关的概

念或推论的理解 ,这种问题可以通过单元中的内

容来回答
[ 1] 111

。

尽管这两类引导性问题存在不同之处 ,但两

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具有开放性 ,属于非

良构问题 ,即没有明确的答案 ,存在多种可能性的

解决方案。 (2)能够引申其他重要的问题 ,这些

问题常常会超越学科的范围;例如 ,在自然界中 ,

是否存在着 “优胜劣汰 ”  这个引导性问题又可

以引发其他问题 ,如:这里所谓的 “优胜 ”是指什

么  (3)针对学科的理论或基础性的概念 ,例如 ,

不同年级 、活动水平 、体重和健康状况的人群之间

是否会有不同的饮食要求  (4)会在整个学习过

程中重复出现 ,当然出现的形式会随着年级的增

高而变化 ,从简单到复杂 ,从肤浅到深刻 ,但是它

的基本概念是不变的 。 (5)能够吸引并保持学生

的兴趣和注意力。例如 ,那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是不是都很难吃
[ 1] 109



3. 确定重要的知识和技能。除了需持久理解

的内容外 ,教师还需明确学生应当熟悉或能进行

实际操作的课程内容 ,将其作为必要的补充。这

些知识和技能是与单元的核心内容紧密相连的 ,

能为实现深入持久的理解提供条件和支持 ,所以

教师在设计单元课程时还需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包

括进来 。例如 ,在营养学的单元学习中 ,学生需要

深入持久地理解:(1)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平衡的

饮食结构;(2)不同的年级 、活动水平 、体重和健

康状况的人群之间会有不同的饮食要求。为了更

好地实现这两个学习目标 ,学生还需要掌握其他

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比如食物的类型及其营养价

值;USDA食物金字塔指导原则;解释食物标签上

的营养成分信息 。

(二)设计评价工具

设计评价工具就是要确定用于判断学生是否

达到预期学习结果的评价标准和依据。具体而言

就是教师如何知道学生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

标  怎样证明学生掌握和理解了相关内容  此时

教师要确定一系列的评价标准和方式 ,来判断学

生每个学习单元的掌握情况 ,以客观地评估学生

的学业成绩 ,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来帮助调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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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促进学生的学习 。

1. 合理选择评价方式。理解不是单纯的正确

或错误 ,它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是一个连续体 ,因

此正确评价学生的理解力和掌握情况 ,仅用一种

方法是不够的 ,而应该考虑使用一系列的评价方

法来考察学生的理解程度 。传统的评价方式包

括:非正式的评价方式 ,如口头提问 、观察或谈话

等;正式的评价方式 ,如日常性的考查或考试;基

于任务的评价方式:如课堂讨论 、课堂任务 、真实

情境任务 、长期项目等通过实际运用加以评定的

方式
[ 2] 20

。要正确评估学生某个学习阶段的业绩

表现 ,只有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评价方法和标准才

有可能实现 ,而不能仅依据孤立或单独的评价行

为和标准做出判断。

当然 ,评价不同的学习结果需要对应不同的

评价方式 ,所以我们有必要恰当选择 ,并合理利用

各种评价方法 。例如 ,客观题用于判断学生是否

掌握了特定的事实性知识;课堂任务则可以确定

学生是否掌握了某项技能;更复杂的真实情境任

务和项目可以很好地判断学生是否深入而持久地

理解了重要的学习内容。总之 ,在运用评价方法

时必须使其与学习目标相匹配 ,否则就会影响评

价的效果。教师可以参考评价方式与课程内容优

选图的关系 (参见图 3),为预期的学习结果合理

地选择恰当的评价方法
[ 2] 23

。

2. 设计真实情境的任务 。根据图 3 ,我们主

要采用基于任务的方式来判断学生对那些应当深

入持久理解的内容的掌握情况 。理解不仅仅是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 ,还要求学生在运用知识和技能

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也就是说要知道怎么做 ,如何

应用知识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 ,理解只有通

过完成各种各样真实情境的任务才能表现出来 ,

这样对理解的评价也必须以真实情境的任务或项

目为基础。因此 ,教师在这一阶段还应该根据预

期的学习结果设计合理的真实情境任务。所谓真

实情境的任务是指一种复杂的情景 ,为学生提供

展示他们已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GRASPS为任务的设计提供了一套非常有用

的工具 ,辅助教师更好地设计出真实且富有吸引

力的任务或项目:

G———目标 (Goa l):是指一个学业表现任务

的目标 ,它是用来描述该任务或项目的基本情况 ,

并制定相应的目标 ,明确任务中潜在的问题和

困难。

R———角色 (Role):是指学生在执行这个学

业表现任务时所担任的角色 ,需要向学生分配其

在任务中所担任的角色以及他们需要完成的

任务。

A———对象 (Aud ience):是指学业表现任务

和成果所面向的目标对象 。

S———情境 (Situa tion):教师需要布置任务的

场景 ,并作出相应的解释。

P———成果或学业表现 (Product or Perform-

ance):是指某项学业表现任务或活动的成果。明

确学生需要设计出怎样的成果以及设计的思路 。

S———标准 (S tanda rds fo r success):是指用于

判断学业表现或成果完成情况的依据。教师要为

学生提供任务的标准样例 ,确定判断任务完成情

况的 标准 或依 据 , 并向 学 生公 布 这些 标

准
[ 1] 144 -157

。

图 3　课程内容层级筛选与评价类型关系示意图

(三)安排相关的教学活动和学习体验

这个阶段中 ,教师应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和学

习体验 ,使它们与学习结果和评估标准相一致。

逆向设计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安排教学活动的路线

图 ,即设计工具 WHERE , 分别是明确教学目标

(Where)、激发学习意愿 (Hook)、逐步探究主题

(Explore)、反思学习过程 (Rethink)和展评学习

所得(Eva luate)的首字母。

1. 明确教学目标。学生在何种程度上知道他

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为什么要学习这一单元

的理由;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原有知识 ),他们

可能在什么地方会产生误解 ,单元的要求和业绩

标准是什么 

2. 激发学习意愿。你将如何通过积极参与 、

启发引导和迎接挑战等手段来引起和维持学生的

兴趣  如何通过探究 、研究 、解决问题和实验等手

段来掌握基本概念 、引导性问题和业绩任务  你

将如何尊重学生的学习风格 、兴趣和能力上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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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逐步探究主题。要让学生积累学习经验 ,

以此来探寻更为重要的观点和本质问题 ,并且让

他们不断研究 、实践 ,最后发现问题的本质 。对安

排教学活动来讲就是什么样的学习经验将帮助学

生探究需要深入持久理解的概念和引导性问题 

为了达到最终的学业表现需要怎样的教学 

4. 反思学习过程。你将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

省和重新思考 ,以更深入地挖掘核心观念  在练

习中你将如何指导学生根据反馈和自我评估的信

息来进行反思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5. 展评学习所得。学生将如何通过最后的学

业表现和成果来展示和评价其理解程度  你将如

何指导学生通过自我评价明确其优势和不足 ,并

提出今后的发展目标
[ 3]
 下面是一份有关 “营养

学 ”为主题的 WHERE型单元设计案例 (见图 4)。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教学活动并非是按照上面的

顺序进行 ,尤其在逐步探究主题和学生自我评价 、

教师评价之间 ,这些教学活动是交错进行的。

W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为什么要学

习这一单元的理由;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原有知识),他们可
能在什么地方会产生误解 ,单元的要求和业绩标准是什么 

分清食物的种类;掌握食物结构金字塔;学会阅读食物标签上的

营养信息。

H 你将如何通过积极参与、启发引导和迎接挑战等手段来引起和
维持学生的兴趣 ,通过探究 、研究 、解决问题和实验等手段来把

握基本概念 、引导性问题和业绩任务  你将如何尊重学生的学
习风格 、兴趣和能力上的差异

呈现一个关于船员在航海过程中患上一种神秘疾病的故事。

E 什么样的学习经验将帮助学生探究需要深入持久理解的概念和

引导性问题  为了达到最终的学业表现需要怎样的教学 

介绍关键的问题和术语;呈现食物种类的概念 ,然后相应对事物

分类;让学生阅读并讨论 USDA的营养手册;介绍食物结构金字

塔 ,辨别每一类中的食物;阅读并讨论相关的健康书籍;播放并
讨论 “营养与你 ”录像片断;让学生设计一本带有插图的营养手

册;让学生合作学习来分析家庭的饮食 , 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请
专家做一次关于由营养不良引起健康问题的演讲 , 学生进行提

问;让学生研究由营养不良带来的健康问题;构建解释食物标签
上营养价值信息的模式 ,并提供学生练习的机会;允许学生独立

作业 ,完成三天野营活动的菜谱。

R 你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省和重新思考 , 以更深入地挖掘核心观
念  在练习中你将如何指导学生并根据反馈和自我评估的信息

来反思并做出调整 

让学生对自己和同伴开展自我评价;分小组对家庭饮食所作的
分析和建议进行评论 ,作出反馈;让学生根据评价标准对本人完

成项目的情况进行自我评价;让学生对自己的饮食习惯做出自

我评价。

图 4　理解教学的单元教学结构(营养学单元)

三 、逆向设计的特点

(一 )强调 “倒推式”的单元课程设计过程

逆向设计强调 “倒推式 ”的单元课程设计 ,在

逻辑上是顺向的 ,但从人们思维习惯的角度来说

是逆向的。教师往往习惯于在明确学习目标之前

就直接进入课时和教学活动的安排。而逆向设计

则要求我们打破这种惯例 ,先要明确预期的学习

结果。然后以此为基础 ,我们还需要事先考虑评

价学生是否达到理解的相应的标准和方法 。最后

我们才开始设计和安排教学活动 ,选择相应的教

学策略 、方法和媒体 。这种做法能够确保具体的

教学活动与我们的学习目标相匹配 ,而且使教师

的教学活动完全是以预期的学习结果为中心 ,不

至于偏离方向 ,保证了教学的有效性 。

(二 )设计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过程

逆向设计并非是一种线性过程 ,而是一个循

环往复的系统过程。设计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

和完善的过程 。在教学设计中 ,我们经常需要对

某个教学要素或者具体阶段进行调整 ,这势必要

调整其他的要素和环节 ,使教学活动与预期的学

习目标和评价标准保持一致 。所以 ,在具体的逆

向设计中 ,我们应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每个阶

段的内容 ,此外 ,我们还可以从逆向设计的三个步

骤的任何一个阶段着手进行 ,但必须保证最终的

设计前后一致 ,即教学的各个要素相互协调一致。

(三)注重区分教学内容的优先顺序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知识增长速度惊人 ,学

生需要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尽管国家的课程标

准明确了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范围 ,但还是远远

超过了有限的课堂时间所能覆盖的内容 ,教师不

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解 。这样确定哪些内容需要学

生深入理解 ,哪些内容则只需简单了解成为教师

在课程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逆向设计指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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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教学内容优先顺序的必要性 ,并提出一个套环

结构的课程内容选择依据 ,还提供了四条确定应

当深入持久理解的内容的标准 。通过区分教学内

容的优先顺序 ,教师就能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 ,让

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掌握重点知

识 ,实现持久性的理解 。

(四 )突出引导性问题在单元课程教学中的

作用

逆向设计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引导性

问题作为构建单元课程的框架 ,整个教学活动的

安排都是以此为中心的。引导性问题可以更好地

吸引学生 ,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探究 、发现等学习

活动中来 ,进而深入理解重要的内容和观点。引

导性问题还可以把孤立 、分散的教学活动联系起

来 ,有利于把学生引向深层次的理解 。逆向设计

要求教师把课程标准和学习目标转变成为问题的

形式 ,设计任务和评价方式 ,来探究重要观点并帮

助学生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刻而有力的回答 。

四 、逆向设计对促进理解而教的启示

(一 )平衡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和有效性

教师总是希望把教学活动安排得生动活泼 ,

能更好地吸引学生。但是有趣的课堂并不一定是

有效的 ,不一定能够帮助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目

标 。什么时候学生在学习上投入最多  答案是当

学生对所学的活动感兴趣时 ,即当教学活动具备

趣味性时 ,他们在学习上的投入最多 。课堂趣味

性的因素可以包括:神秘的故事 、真实世界的挑

战 、角色扮演 、有启发性的案例学习 、模拟审判等。

而在什么时候学生的学习效率最高呢  这就要考

虑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有效的课程应具备以下这

些特征:(1)以清晰而有价值的目标为指向;(2)

提供了示范与反馈;(3)学生理解了学习任务和

目的;(4)公开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模式 ,允许学生

及时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5)学生的经验和课

堂外的世界相联系 ,认识具有直观性和真实性;

(6)在反馈的基础上创造机会进行自我评价和自

我调整 。这样 ,我们在计划安排教学活动时首先

要保证它的有效性 ,有助于学生实现预期的学习

目标 ,同时又要考虑它的趣味性 ,来保证学生的积

极参与和投入。教学活动只有符合 “兴趣加效

率 ”的条件和标准后 ,才能既让学生更积极地投

入学习过程 ,同时又能较好地达到预定目标 ,实现

理解。

(二)为学生提供探究发现的机会

逆向设计要求教师设计真实情境任务 ,让学

生参与到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来 ,为学生提供

探究发现的机会 。需要深入持久理解的内容一般

来说是抽象的 、非直观性的 ,它所暗含的意义是隐

讳的 、不明显的 ,需要我们通过探究来揭露 。若只

是机械地把书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而不去挖掘

更深层次的意义 ,学生决不可能实现持久的理解。

所以 ,教师在安排教学活动时要注意为学生提供

探究发现的机会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

能仅仅以讲授的方式教给学生书本知识 ,而是要

让学生学会发现 ,通过探究去探寻观点背后的意

义 。我们可以通过表 1来比较 “覆盖教材”(cov-

erage)和 “重在理解 ”(uncoverage)两种教学方式

的区别
[ 1] 190

。

表 1　“覆盖教材”和 “重在理解”两种教学方式的区别

重在理解 覆盖教材

教材只是作为基于课程标准

的 、为特定教学目标而独立
设计的学习活动的一种资源

教材是课程提纲 , 除了讲授

完教材上的知识点没有其他

明确的目标

目标在于更有效地运用基于

任务的评价方式来判断学生

理解的程度

仅采用简单的评价方式 , 比
如测验对书本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情况

教材用来帮助学生探究重要

观点和关键的引导性问题

学生的任务在于了解书本的

内容 ,而不是关键的引导性

问题

学生按照某种逻辑顺序来学

习教材的某些部分 , 以更好

地获得深入持久理解和掌握

引导性问题

按照页码顺序来学习书本知

识

教材只是众多学习资源之

一 ,教材仅仅概括了重要的

观点和推论

除了教材之外没有其他的学

习资源 ,学生只是简单记忆

课本上的知识点 , 而不是对
其进行分析或做出评论

通过这张表的对比 ,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教师

只有在安排教学活动时提供更多探究发现的机

会 ,学生才有可能透过书本知识发现更深层次的

含义 ,得到有意义的推论 ,进而实现持久理解。

(三)强调学生容易误解的内容

很多研究表明:许多学生 ,甚至是那些优秀学

生都会表现出对已有知识的一些误解。这些学生

在学习基本原理与应用知识技能或对所学知识进

行解释的能力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简而言之 ,

真正意义的理解并没有发生。

逆向设计告诉我们 ,教师在安排教学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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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预测到那些学生容易产生误解的内容 ,并标出

附加说明 ,作为提醒。要做到这一点 ,教师必须了

解哪些内容学生容易产生误解 。一般来说 ,容易

产生误解的内容包括:(1)抽象的内容 ,例如概

念;(2)需要先前知识或生活经验 ,并且要求不断

自我反省来实现完全理解的内容;(3)非直观性

的 、不明显的 、不熟悉的或深奥难懂的内容;(4)

在相对次要的材料中以概括的形式出现的内容 ,

例如在自然科学 、历史和数学练习册中出现的内

容 。教师还可以通过不断的评价来找出学生的误

解之处 ,这种评价通常是在单元学习结束之前进

行 ,也就是所谓的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可以

指出学生的误解之处 ,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的

理解或者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 。

(四 )尊重学生个体的兴趣 、需要和学习风格

每位学生会有不同的兴趣和需要 ,也存在不

同的学习风格 。有些学生形象思维占优势 ,喜欢

图表 、幻灯片 、动画卡片等各种直观教具 ,通过这

些直观手段来理解抽象的内容;有些听觉功能强

的学生往往受益于磁带 、电视录像媒体的运用 、讲

演和背诵等学习方式 。触觉型的学生则喜欢书面

作品 、造句 、记笔记 、类推等学习形式。所以教师

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应尽量照顾到不同类型学生的

特点。要做到这一点 ,教师必须首先深入了解学

生 ,可以采用日常观察 、谈话 、同学座谈会等形式。

课程是达到既定学习目标的手段 ,学习目标

实现的情况则取决于课程设计的好坏程度 。逆向

设计为有效的课程设计提供了参考 。它主张根据

既定的目标与评价标准来选择课程内容并组织相

应的教学活动 ,符合高效率人类的习惯 ,可以说是

最有效的课程设计方法。而且它还为我们提供了

操作性极强的单元课程设计模板 ,来引导教师的

整个教学设计过程。我们深信 ,教师完全可以把

逆向设计切实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去 ,设计出高

效的单元课程 ,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预期的学习

目标 ,实现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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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reflecting de ficiencies of trad itiona l curricu lum design, backw ard design w as deve loped and be-

ing used.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esign process are as follow s:firstly, we should identify the desired resu lts,

and then dete rm ine acceptab le evidence that demonstrates the desired resu lts, and p la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lea rning experiences and instruction aligned w ith desired results a t las.t The app lied use of backw a rd design

and the planning of effective unit cou rses can help students be tte r rea lize the ir desired learn ing targe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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