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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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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1.1 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1.2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 

1.3  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1.4  知识经济时代生存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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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高等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 

1.1 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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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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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直言:中国大学教育有问题 

• 2005年7月29日上午，温家宝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
森时，钱老表示：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
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
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
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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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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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1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高等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 

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工作方

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3 
育人为本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 

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重点任务 

优先发展和改革创新是实现重点任务的两大重要保证 

1.1 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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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质量  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 我国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转折点，要由数量的发展
转为质量的提高；同时，质量提高也能真正实现公平 

• 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作为
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 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特
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 

• 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
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
来 

• 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规划纲要》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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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 
– 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 

– 课程、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 

– 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 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 

– 教学评估与教学状态基本数据公布 

–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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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质量工程/高教30条 
 

– 坚持内涵式发展 

– 促进高校办出特色 

–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 

– 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 

–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 

– 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 

– 强化实践育人环节 

–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 

–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 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制度 

– 推进协同创新 

– 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 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 改革高校科研管理机制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 增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 

– 加快发展继续教育 

–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 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 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 

–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 推进试点学院改革 

– 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 

– 加强省级政府统筹 

– 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 

– 完善教师分类管理 

– 加强高校基础条件建设 

– 加强高校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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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
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
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
项工作之中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
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
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
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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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
最终体现在哪
里？ (用什么
来检验？) 

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

？ 

高等教育质量
受哪些因素的
影响？ (如何
提高？)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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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
量最终体现
在哪里？ 
受哪些因素
影响？ 

• 过去较多是从
“教”的角度
来理解 

• 用“教”的质
量来衡量 

 

• 教学的中心任
务：学生“学
习与发展”， 

• “教”的质量
最终要体现在
“学”的质量
上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 
最终应该用学生的 

学习与发展质量来衡量 

1 
从宏观的体制方面，
从学校、教师的层
面开展工作，往往
把工作重点放在教
学资源和教学条件
建设上，站在教师
的角度，从“教改”
来探讨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问题 

2 

比较忽视从学生、从大
学生学习改革的角度来
解决质量问题 

忽视了对作为教育
主体的大学生学习
的研究，忽视了从
教学的本源上去解
决质量问题(潘懋元，
2004)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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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 

学生因素 

教师因素 

教与学的过程 
学生 
发展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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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1.2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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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 “学会学习”、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学习能力是近四十多年来高等教育
的一个目标，也是具有革命性的教
育观念与学习观念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 

• “教育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
储存知识，而应该更努力寻求获
得知识的方法(学会如何学习)。”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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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俱乐部《学无止境》
(1979)： 

 

• “我们的学习方法是令人震
惊的落后，这种状况使个人
和社会在对付全球问题所提
出的挑战方面，都未能做好
准备，…学习的失败从根本
上说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
因为这种失败制约了我们对
付其他问题的能力。”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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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革命》(沃斯 & 德莱
顿,1998)： 

 

• 学会学习必将成为“改变未来
人生的力量” 

• 在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科
目应该是“学会怎样学习”和
“学会怎样思考。”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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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习能
力、学会学
习越来越成
为教育界的
普遍共识，
成为当今国
际高等教育
的一个重要
目标和发展
主题。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 由教到学—美国本
科教育的新范式 

 

• (Barr & Tagg. 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hange,1995,27(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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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它适应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 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和综合 

– 知识总量的递增速度越来越快 

– 科学原理从发现到转化为技术成果的周期越来越短 

–发现和管理信息成为大学教与学的关键之一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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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推测，人类知识： 

– 19世纪，大约50年翻一番； 

– 20世纪初，每30年翻一番； 

– 20世纪50年代，每10年翻一番； 

– 20世纪70年代，每5年翻一番； 

– 20世纪末，大约每3年翻一翻。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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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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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知识经济时代生存发展的需要 
 

– 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题为
《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 

 

– 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 

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 

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 

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人力素质与技能是实现知识经济的先决条件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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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是一种高速度、高增长的经济 
•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和生产要素是知识和智力，
它是一种主要依靠知识的生产和创新、知识创
造性应用和知识广泛传播的经济 
• 劳动者的素质和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则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键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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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已经从传统的产业转
移到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新能源、航空
航天、环保、文化产业和科技服务业 
• 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把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推
向了社会的中心。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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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差距是工业经济时代导致穷国与富国发展
差异的一个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差距
则是导致穷国和富国发展差异的更重要的原因
(Paul Romer)。  

 

–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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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对人才提出的要求 
 

–需要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 

• 因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之上的，它对人才的技术

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宽广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基础 

• 作为知识经济核心要素的“知识”，与以往社会的“知识”，

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性质上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而是知识、能力与素质的一个综合体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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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 是什么的知识(What) 

– 为什么的知识(Why) 

– 知道如何做的知识(How) 

– 知道谁能够做的知识(Who)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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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强的责任感 

 

– 知识经济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然而，高新技术是

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用得不好，反而会伤害到人类自己，甚至给人类带来

灾难。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知识经济对人才的道德素

质与社会责任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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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灵活性 

 

–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

知识储存和传播的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也将发生深刻

的变化，这又将导致工作领域处于持续而且越来越快

的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对人才的适应性、灵活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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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生中能持续地、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 

 

– 知识经济既然是一种高度智力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

经济形态，它的形成与发展显然离不开知识的创新以

及把创新的知识“引入经济系统”。这需要大量能够

在一生中创新知识并把它们进行加工、传播与应用的

创新人才 

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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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小结 

1.1 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1.2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 

1.3  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1.4  知识经济时代生存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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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2.1  关于学习方式/风格 

 

– 2.1.1  三种理论流派(Sternberg,1997;Rading 

& Cheema,1991)： 

• 以认知为中心的理论(cognition-centered styles) 

• 以个性为中心的理论(personality-centered styles) 

•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理论(learning-centered or 

activity-centered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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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模型 描述 主要研究者 

认知控制模型 

场依存-场独立 个体在分析一个结构或其中一个部分
时对知觉场的依赖程度 

Witkin & Asch(1948); 

Witkin(1964);Witkin et al. (1977) 

束缚-灵活的控制 受干扰分心或抵制干扰的倾向 Klein(1954) 

冲动-反思 对不确定环境响应的快慢及正确程度 Kagan et al. (1964); 

Kagan(1966) 

信息采集模型 

视觉-触觉 个体对视觉或触觉型信息加工方式的
偏好 

Lowenfeld(1949) 

言语表达者-形象表达
者 

在加工信息的过程中采用语言或形象
策略的程度 

Paivio(1971);Richardson(1977) 

平抑-加强 在感知与记忆不连续的系列图形或刺
激时精减或丰富要素的倾向 

Holzman & Klein(1954); 

Gardner et al.(1959) 

信息组织模型 

整体-系列思维 处理学习任务或问题解决时关注整体
还是局部的倾向 

Pask & Scott(1972);Pask(1976) 

分析-相关 个体在把客体分类与形成概念时所采
用的分类策略倾向性  

Gardner & Schoen(1962); 

Kagan,Moss and Sigel(1963); 

Ausburn & Ausburn(1978) 

以认知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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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类型理论 

– 1.处理所遇到的人的态度 
• 外向性的人待人友好，对人和环境有兴趣 

• 内向性的人则是内在指向的 

 

– 2.感知功能 
• 直觉型的人整体地感知刺激，关注其意义而不是细节 

• 理性型的人则实事求是地、精确地感知信息  

以个性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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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判断 
– 思考型的人在作判断时是逻辑性的、分析性的、非人

际的 

– 感觉型的人在作判断时则更多地是价值与情绪导向的  

 

• 4.对信息的解释 
– 感知型的人更多地依靠环境中的信息 

– 判断型的人则更愿意超越环境中的信息以便作出自己
的解释  

以个性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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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方式能量理论 
– 具体的人偏好具体化表达

的信息，有能力通过感觉
加工信息之中实在、有形
的方面 

– 抽象的人有能力通过推理

与直觉加工信息，通常是
我们不能具体感觉的 

– 顺序型的人喜欢一步一步

地按次序地组织信息 

– 随机型的人用类似网络化

的形式组织相关的信息，
对每个信息所采用的方法
是不同的，具有随机性  

以个性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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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模型 描述 主要研究者 

现象图学模型 

深层-表层加工/ 
原子论-整体论方式 

从学什么和如何学两个方面描述的学习
方式模型 

Marton & Säljö(1976); 

Svensson(1977) 

基于学习取向的模型 

意义取向-再现取向-成就取向-学习
风格与病状 

在学习方式中考虑了对信息加工的偏好 Entwistle & Ramsden 

(1983) 

表层-深层-成就方式 在学习方式中考虑了动机因素 Biggs(1978,1985) 

无导向的-再现导向的-意义导向的-
应用导向的学习风格 

用学习观、学习取向、加工策略与管理
策略四个要素描述的学习风格模型 

Vermunt & van 

Rijswijk(1988) 

基于过程的模型 

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
／积极实践 

包括感知(具体/抽象思维)和过程(主动/反
应性的信息加工)两个方面的模型 

Kolb(1976，1984) 

基于教学偏好的模型 

环境的／情感的／社会的／生理的
／心理的 

学习者对环境、情感、社会、生理和心
理等主要刺激的反应 

Dunn et al. (1989) 

回避-参与／合作-竞争／独立-依赖 用三个两极化方面来描述学生响应学习
情景的社会相互作用模型 

Riechmann & Grasha(1974)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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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方式 

构成 
维度 

子维度 
项目
数 

信度 
(α系数) 测量题目示例 

深层
方式 

深层 
动机 

内在兴趣 3 0.643 我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发现学习内容很有趣 

学习承诺 4 0.622 
在一个课题上所做的工作能使我形成自己的
结论时，我才会满足 

深层 
策略 

关联 2 0.592 
我尝试把在某一学科中学到的知识与另一学
科的知识联系起来 

理解 2 0.538 
当我阅读教科书时，我会尽力理解作者所要
表达的意思 

表层 
方式 

表层 
动机 

担心失败 2 0.638 
就算我在考试前已经努力学习，我仍会担心
自己考得不好 

目标为获
得证书 

2 0.675 
不管我喜欢与否，我明白在校学习好能帮我
获得一份好工作 

表层 
策略 

学习范围
最小化 

4 0.517 
我只学习那些特别指定的内容，因为我认为
没有必要完成额外的任务 

记忆 3 0.623 
我是靠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一次次地背诵
直到我能牢记为止，即使我并不理解它们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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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学习方式 

 

• 学习者具有的相对一致、持久的学习倾向，它反映
了学习者习惯性地处理许多学习情景中的信息的一
致方式 

 

• 由学习者的学习观、学习取向、认知加工策略和管
理策略四个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并会在一定
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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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观 

学习取向 

管理策略 加工策略 学习质量 

学习环境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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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大学生学习方式
/风格量表 

信度 
(系数) 

题目
数 

样题 

学习观       

知识吸收 0.61 5 • 对我来说，学习意味着设法记住要我们
学习的东西 

知识建构 0.67 6 • 我应该自觉寻找不同学习科目之间的内
在联系 

知识应用 0.67 5 • 我学习的东西应该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取向      

证书取向 0.64 5 • 我想我对获得学位比对课程本身更感兴
趣 

兴趣取向 0.60 5 • 我学习纯粹是出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意义取向 0.51 5 • 对有趣的学术性课题，即使在课程结束
后我仍会进一步学习它 

成就取向 0.62 5 • 我学习的目标是获得高水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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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大学生学习方式
/风格量表 

信度 
(系数) 

题目
数 

样题 

加工策略       

表层加工       

学习指定内容 0.65 4 • 我通常只学习那些要求我们学习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做额外的事情 

机械记忆 0.60 4 • 我尽可能逐字逐句地背诵定义 

事实记忆 0.55 3 • 我会列出最重要的事实并背诵它们 

深层加工     •   

组织 0.68 5 • 当我学习一门课程时，我反复阅读课堂
笔记和教材并记录要点 

关联 0.74 8 • 我设法将课程中分开处理的相关内容整
合成一个整体 

相关 0.73 5 • 我设法将从不同学科中学到的东西互相
联系起来 

批判性思考 0.62 5 • 读到或听到一个推论或结论时，我会考
虑其他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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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大学生学习方式/风
格量表 

信度 
(系数) 

题目
数 

样题 

管理策略       
自我管理       
学习内容自我管理 0.74 5 • 如果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学习内容，我

会设法找到与该科目相关的其他文献 

学习过程与结果自
我管理 

0.66 6 • 我向自己提问以确保自己理解已经学
习过的课程内容 

外部管理       
学习过程外部管理 0.57 6 • 我根据学习材料或教师提供的指导进

行学习 

学习结果外部管理 0.61 4 • 如果我能正确回答教师或教材中提出
的问题，我便认为自己很好地掌握了
学习内容 

缺乏管理     
矛盾态度 0.63 5 • 我怀疑学习这些东西是否值得 

缺乏时间管理 0.65 5 • 我发觉自己很难有效组织学习时间 

缺乏加工技能管理 0.65 8 • 尽管我一般能够记住事实和细节，但
却很难把它们组织到一起 

担心失败 0.62 5 • 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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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 

学习方式/风格类型 

再现导向 意义导向 情景导向 

学习观 •知识吸收 •知识建构 
•知识应用 

学习取向 •证书取向 •意义取向 
•兴趣取向 

•进取取向 

加工策略 •学习指定内容 •关联 
•相关 
•批判性思考 

•机械记忆 
•事实记忆 
•组织 

管理策略 •学习结果外部管理 
•矛盾态度 
•缺乏时间管理 
•缺乏加工技能管理 
•担心失败 

•学习内容自我管理 
•学习过程与结果自
我管理 

•学习过程外部管理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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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百分制成绩与等级成绩的换算关系 

分数 等级 点数 

91-100 A 4.0 

81-90 B 3.0 

71-80 C 2.0 

61-70 D 1.0 

60分及以下 E 0 

2.1.3  学习方式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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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学习方式/风格 样本数 

GPA成绩 

平均数 
标准差 

  

再现导向 872 2.0314 
0.63249 

  

意义导向 815 2.2991 
0.59668 

  

情景导向 856 2.0778 
0.63683 

  

合  计 2543 2.1328 
0.6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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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学习观 GPA 

知识吸收  -0.121*** 

知识建构   0.098*** 

知识应用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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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学习取向 GPA 

证书导向 -0.142*** 

兴趣导向   0.062*** 

意义导向 0.049** 

成就导向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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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加工策略 GPA 

表层策略 

学习指定内容 -0.162*** 

机械记忆 -0.093*** 

事实记忆 -0.068*** 

深层策略 

组织  0.038* 

关联      0.113*** 

相关 0.035 

批判性思考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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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管理策略 GPA 

自我管理 

学习内容自我管理 0.110*** 

学习过程与结果自我管理 0.099*** 

外部管理 

学习过程外部管理  0.063*** 

学习结果外部管理 -0.112*** 

缺乏管理 

矛盾态度 -0.148*** 

缺乏时间管理 -0.255*** 

缺乏加工技能管理 -0.095*** 

担心失败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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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教师的教学观与教学方式 

– 2.2.1  教师的教学观(conception of teaching) 

• 教师关于教学的信念，是教师逐步形成的对教学本
质和过程的基本看法。 

• 教师的教学观一旦确定，就会指导着教师对教学情
景的感知，影响到他对教学过程的具体事物和现象
的看法，并塑造着教师的教学行动，进而影响到学
生的学习。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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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应人们要求改变传统的教
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有关教师教学观与
方式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知识或信息的施予者，学生
则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信息的吸收者。这在很大程度
上妨碍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了教学
的效果和质量。 

• 要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发展，教师必须改变单
纯作为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成为教学活动的计划者
和指导者，同时使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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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教学观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
约。例如，有些学者发现，理科教师的教学观可能
和历史学科教师的教学观不同。 

• 教师的教学观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
化，但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教师一旦形成某种教学
观，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转变
教师的教学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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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教师教学观的类型 

• Dall’Alba(1991)按由不太理解教学到比较完整地理解
教学的次序排列，分为7种类型： 

– 教学作为呈现信息； 

– 教学作为传递信息； 

– 教学作为证明理论应用于实践； 

– 教学作为发展概念/原理及其相互关系； 

– 教学作为发展个体能力使其成为专家； 

– 教学作为从不同角度探索理解的方式； 

– 教学作为引发概念的变革。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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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tt(1992) ： 

–工程观(传递内容)； 

–学徒观(塑造人)； 

–发展观(培育智慧)； 

–培养观(促进个体成长)； 

–社会改革观(追求更好的社会)。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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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ton(1996) ： 

–教学是操纵环境以引发学生态度的变革； 

–教学是鼓励学生与学习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 

–教学是提供一系列解释； 

–教学是向学生呈现学科的宏观图像。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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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gwell & Prosser(1996)： 

–传授教学大纲中的概念； 

–传授教师的知识； 

–帮助学生获得教学大纲中的概念； 

–帮助学生获得教师的知识； 

–教学生发展概念； 

–帮助学生变革概念。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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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mber(1997)：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涉及 

的方面 

传授 

信息 

传授结构 

化的知识 

师生相 

互作用 
促进理解 概念变革 

教师 呈现者 呈现者 呈现者和指导者 促进者 变革代理者/发展者 

教学 传授信息 传授结构化的信息 相互作用过程 
帮助学生学习
的过程 

个体和概念发展的
过程 

学生 被动接受者 接受者 参与者 
教师负责学生
的学习 

教师负责学生的发
展 

内容 由课程规定 
教师需要安排学习
材料的次序与结构 

由教师规定 
由学生在教师
的框架内建构 

由学生建构，但概
念可以变化 

知识 由教师拥有 由教师拥有 
学生在教师的框
架内发现 

由学生建构 社会建构 

2012/8/11 西安交大  陆根书 61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 2.2.3  不同类型教学观之间的关系 

• 不同教学观之间是“等级式”的关系。 

–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学观有高低层次之分，高层次的教学观对教
学过程的理解较低层次教学观更全面、深刻。 

• 不同教学观之间存在着性质差异，它们之间按一定次序形成一
个系统，但不能简单地用“等级”关系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 等级关系常意味着低层次教学观的特征将出现在其他所有高层次的教学
观中，但现有的研究文献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关系，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
和对教学观描述的细化，越是精细的描述就越是无法包含在上一级的教
学观之中。 

• 不同教学观之间属于多水平的关系。 

– 不同类型教学观既构成一个连续谱，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水平，其中
“传授信息”和“传授结构化的知识”这两种教学观构成一种导向，即“以教
师为中心/内容导向的教学观”；“促进理解”与“概念变革”这两种教学观构
成另一种导向，即“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导向的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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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导向 

传授结构 
化知识 

- 传授信息 促进理解 

观念变革 

师生 
相互作用 

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导向 

过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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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 2.2.4  教师教学观与教学方式的关系 

• 教学方式(approach to teaching或teaching approach)是
教 师 将 其 关 于 教 学 的 信 念 付 诸 实 践 的 方 式
(Kember,1997) 

– 一位持有传授信息的教学观的教师可能总是依赖单向的教
学方式，即使课堂教学被设计成指导课的形式，最终仍可
能是以教师唱独脚戏的方式结束的。持有这种教学观的教
师可能很少会采用对话或角色扮演等互动的教学方式。 

– 持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的教师，如果他们的教学观与
教学方式相一致的话，则可能会更多地采用互动的、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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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 教学方式：由教学意图和教学策略两个要素构成
(Trigwell & Prosser,1996) 

 

意图 
策略 

教师为中心 师生互动 学生为中心 

传授信息 教学方式A     

习得概念 教学方式B 教学方式C   

概念发展     教学方式D 

概念变革     教学方式E 

2012/8/11 西安交大  陆根书 66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 教学方式：“动机”和“策略”的组合 (Kember & 

Kwan,2000) 

 

– 动机：教师是否担负激发学生的责任 

 

– 策略：教学、关注焦点、评估、适应定向、经验/知识

资源 

 

 

2012/8/11 西安交大  陆根书 67 



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 类别(Kember & Kwan,2000) 

– 以内容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 教师认为激发学生的动机是外在于教师的责任的，

将教学单纯视为知识的呈现及传授，把学生视作为

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 教学策略是向学生提供信息、例子等等 

• 关注焦点更多放在整个班级而不是学生个体身上 

• 评价策略以频繁的考试和测验为主 

• 适应定向策略以同等对待学生为主 

• 经验或知识资源策略是教师从自身经验中提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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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 教师认为激发学生的动机是教学角色的内在组成部分 

• 教学策略是鼓励学生发现和建构知识 

• 关注焦点是个别化地处理学生的学术和生活需要 

• 评价策略更为灵活并常常向学生提供选择 

• 适应定向策略以纠正学生的缺点为主 

• 经验或知识资源策略是利用和尊重学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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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教学观 
教学方式 

以内容为中心 以学习为中心 

教学是传授知识     

    教学是传授信息 *   

    教学是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 * 

教学是促进学习     

    教学是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 * 

    教学是促进学生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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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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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教与学的方式？ 

教学观 
类  别 

人数及比例 
学习风格 

合计 
再现导向 意义导向 情景导向 

促进学习 
学生人数 88 98 111 297 

占学生比例 29.6% 33.0% 37.4% 100.0% 

信息传递 
学生人数 111 30 66 207 

占学生比例 53.6% 14.5% 31.9% 100.0% 

合    计 

学生人数 199 128 177 504 

占学生比例 
39.5% 25.4% 3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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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 3.1  教学方式由以内容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
心转变 

– 3.1.1  范式转变 

• 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地位与作用 

–“重教轻学” 

»以教师为中心、以教为中心 

• 在师生之间命令主义的强制关系多，对学
生要求有余，尊重不足  

• 曲解教师的主导作用  

• 对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不够，忽视学对教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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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轻教” 

• 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 

–“儿童是中心”、“儿童活动为中心” 

• 1958 —1959 年间高校开展的“教育革命运动” 

–打破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书本)为中心的“三中
心” 

–代之以“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生产任务为
中心”和“以社会为课堂”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2012/8/11 西安交大  陆根书 74 



–“教学并重”(林毓锜，1987) 

• “两位‘老师’教一位学生” 

• “学生既是‘士兵’又是‘统帅’”，学生既要掌握具
体的学习方法又要研究和参与决定自己的成才战略 

• “学习素质要走在其他素质的前头”，学习素质的核心
是学习能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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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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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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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范式的转变，不仅是教与学地位的转变，涉及许多方
面的一系列变化(Barr & Tagg,1995)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使命与目标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提供教学 产生学习 

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 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及建构知识 

提供所教科目课程 创建高效学习环境 

提高教的质量 提高学的质量 

为学生提供受教育机会 为学生提供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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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标准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输入、资源 学习产出、学生成功程度 

入学质量 在校学生质量 

课程开发 学习技巧开发、拓展 

资源数量与质量 产出数量与质量 

入学率 学习效率 

教师、教的质量 学生、学的质量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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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结构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原子论的：50分钟的课堂 整体论的：系统优化的学习环境 

一个教师，一间教室 任何可行的学习方式 

独立学科、部门 跨学科、跨部门合作 

注重覆盖大纲内容 注重学习效果 

课程结束评价 课程前、中、后持续评价 

学位等同于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学位等同于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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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知识原本就存在 知识源于个人智力且由个体经验建构 

知识由教师一点点传授 知识是建构、创造出来的 

知识是累积的、线性的 知识是整体的、互动的 

学习以教师为中心 学习以学生为中心 

现场的教师、学生 主动学习者 

学习是竞争性的、个人的 学习是互相合作、互相支持 

天赋与能力是稀缺资源 天赋和能力很多人都可以拥有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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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性质 

传授模式 学习模式 

教师是主要授课者 教师主要是学习环境和方法的设计者 

师生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师生互相合作 

教师把学生分成三流九等 教师努力培养每个学生的能力与才干 

员工为教师和教学过程提供支持 所有员工都是促进学生学习的教育者 

任何专家都可以当教师 促进学习是复杂困难的 

线性管理：独立行动 共同治理：团队协作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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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 3.1.2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的好处 
 

• Jeffrey Cornelius-White(2007) 对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式效果的一项元分析结果： 

–1949-2004年间发表的1000多份调查报告 

–1450项发现 

–涉及355,325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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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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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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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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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的神话？(Barone,2012) 

– 只能在小班实施？ 

– 只能在高年级或研究生阶段实施？ 

– 会减少学习内容？ 

– 降低课程的严谨性？ 

– 能覆盖课程大纲要求？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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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
考虑的因素(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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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
考虑的因素(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要为后续学习或理解建立知识基础 

•让学生练习使用本课程、专业的思
维方式、探究方式 

•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的作用以及如
何学习它 

•建立与特定学科相关的学习方法 

•学会欣赏本专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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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
考虑的因素(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创造有利于学生学习的环境 
•对不同的教学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激励学生承担学习责任 
•确定学习效果 
•选择可以促进学生完成学习目标的
教学方法 

•设计可以让学生互动的各种活动 
•启发、鼓励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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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
考虑的因素(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 承担学生的责任 
• 积极参与学习过程 
• 掌握进一步学习所需的学习技巧 
• 成为自主学习者 
• 学习评估自己的学习 
• 熟悉信息搜索相关的知识、技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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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
考虑的因素(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提供多个机会去了解和展示对内容
的掌握程度 

•鼓励学生分析和证明自己的答案 
•采用多种形式的评价 
•提供建设性反馈意见的形成性评价 
•同伴和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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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需要
考虑的因素(Barone,2012)： 

–内容 

–教师 

–学生 

–学习环境 

–评价 

–权力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教师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 
•鼓励学生在适当时候表达不同观点 
•让学生有独立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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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会(APA，1993)提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的14条原则 

–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 动机和情感因素(3条) 

–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 个人差异因素(3条)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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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会(APA)提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的14条原则 

–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 动机和情感因素(3条) 

–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 个人差异因素(3条)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1. 学习过程的本质。当学习者能从信
息和经验建构意义时，就能有效地
学习复杂的专业知识。 

2. 学习过程的目标。得到支持和指导
的成功学习者，能够创业出有意义
的知识陈述。 

3. 知识建构。成功的学习者能够把新
信息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 

4. 策略思维。成功的学习者可以创造
出和运用多种思维和合理策略来实
现复杂的学习目标。 

5. 元认知。选择和监控认知操作的元
认知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 

6. 学习情景。学习受环境因素影响，
包括文化、技术、教学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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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会(APA)提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的14条原则 

–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 动机和情感因素(3条) 

–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 个人差异因素(3条)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7. 动机和情感影响学习。学习动机受
个人情绪、状态、信仰、利益、目
标和思维习惯的影响。 

8. 内在学习动机。学习者的创造力、
高阶思维和好奇心，都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 

9. 动机对努力的影响。习得复杂的知
识和技能需要学习者付出努力和实
践。学习者如果没有学习的动机，
而愿意为学习努力付出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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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会(APA)提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的14条原则 

–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 动机因素(3条) 

–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 个人差异因素(3条)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10. 发展对学习的影响。因为个体发展
的机遇可能不同，对学习的制约也
会不一样。当身体、智力、情感、
社会等因素都参与其中，而且考虑
个体的发展差异时，学习是最有效
的。 

11. 社会对学习的影响。学习会受到社
会交往、人际关系和人际交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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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会(APA)提出的关于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的14条原则 

– 认知与元认知因素(6条) 

– 动机因素(3条) 

– 发展和社会因素(2条) 

– 个人差异因素(3条)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12. 学习中的个体差异。学习者会有不
同的学习策略、学习方法和学习能
力，这些是先前经验和遗传的结果。 

13. 学习和多样性。当考虑学习者在语
言、文化和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
时，学习是最有效的。 

14. 标准和评价。设置适当的、高的、
具有挑战性的标准。既要评价学习
者，还要评价学习过程----包括对诊

断、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这些是学
习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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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重视学生的学习经历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学习 
投入 

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知、情感和行为投入的总和。
学习投入的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学习情绪高昂，积极参与
各项学习活动，以掌握课程内容、提升个人能力为骄傲有比较
愉快的体验，乐于向学。 

课程 
学习经历 

课程学习经历是指学生感知的课堂教学情景中学校教学与课程
的质量。后来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到了课堂教学之外的学习经
历。 

学习 
环境 

学习环境是指学生感知的学校或课堂心理氛围，是学校或课堂
情景中人际关系、教师发展状况以及课程组织等影响学习活动
的开展、质量和效果的心理因素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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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 

53.7万

学生，
751所

高校参
加 

 

 
Indiana U 

1998年开始 

针对不同类
型高校学生
进行调查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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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 

• Chickering & Gamson(1987)提出的良好教学7个原则 

– 师生交流 

– 学生之间的合作 

– 主动学习 

– 及时反馈 

– 完成任务时间适度 

– 较高期望 

– 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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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 

• Kuh（2003）：了解学生的学习投入，应从两个方

面着手，一是学生在学习或与学习相关的活动中
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这些活动都是与学生的学
习和个人发展有关的；二是学校是如何支持和鼓
励学生投入到这些活动中的，即学生的投入行为
和院校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学校又是如何
鼓励学生积极的投入到他们的学习中去的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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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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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NSSE) 

维度 题目数 描述 

学术挑战水平（LAC） 11 
学生花费在学术性工作上的时间；学校课程

的挑战性和创造性 

主动与合作学习（ACL） 7 
学生参与学习小组；主动的参加课堂内外的

学习活动 

师生交流（SFI） 6 课堂内外学术和非学术方面的交流 

丰富的教育经验（EEE） 13 
与不同背景学生交流；各种活动经历，包括

实习、留学等 

支持性的校园环境（SCE） 6 
学校环境对学生的支持；学生对环境支持的

看法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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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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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AUSSE)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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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SE的结构 

维度 题目数 描述 

学术挑战 11 多大程度上挑战学生的学习 

主动学习 7 学生为主动建构知识而付出的努力 

师生关系 6 学生与教职工联系的情况 

丰富的教育经历 11 与教育有关的扩展活动 

支持的校园环境 6 对大学环境的评价 

工(作)学(习)结合 5 工作经历与学习过程相结合 

学习投入(AUSSE)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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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SERU)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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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经历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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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经历(CEQ) 

CEQ的结构(原始部分) 

因素 题目数 意义 

良好的教学 

GT(good teaching scale) 
8 

学生感知的教学质量：教师对学生的反馈；

教师对学生的激励；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等 

清晰的目标与标准 

CG(clear goals and standards scale) 
5 学生对老师教学目标与标准的了解 

合适的学习负担 

AW(appropriate workload scale) 
5 

学习的负担：学生感知的学习负担是否适

当 

合适的评价 

AA(appropriate assessment scale) 
6 

学校课程评价是否合适：是鼓励深层理解

还是机械背诵 

强调独立性 

IN(Emphasis on Independence scale） 
6 学生在校学期间的拥有的自主选择机会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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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经历(CEQ) 

CEQ的结构(1999年扩展部分) 

因素 题目数 意义描述 

对学生的支持 

SSS(Student Support Scale) 
6 

图书馆设施，IT支持，学校福利以及咨询服务等：我

能够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技术资源 

学习资源 

LRS(Learning Resources Scale) 
4 

学习内容和教材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图书馆的资源能

够满足我的需要 

课程组织 

COS(Course Organization Scale) 
3 

课程组织的充分性和灵活性：课程内容是以系统的方

式组织起来的 

学习共同体 

LCS(Learning Community Scale) 
6 

学生对学习共同体的归属感及相互激励：我觉得自己

是学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学生质量 

GQS(Graduate Qualities Scale) 
6 

学习的质量与收获：大学提供的课程为我所学的专业

奠定了宽广的知识基础 

智慧激发 

IMS(Intellectual Motivation Scale) 
6 

大学课程对学生的智力激励作用：课程能够激发我对

学习领域的兴趣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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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 

• 学习环境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 特定学习任务 

– 学生会根据学习内容、上下文及感知的对学习任务的要求而采用不同学
习方式(Marton & Säljö, 1976) 

• 学院/学系/学科 

– 不同院系 /学科的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Ramsden & 

Entwistle,1981)：学科独立 or  学科依赖？ 

– 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对其学习方式有影响 (Wilson,Lizzio & 

Ramsden,1997; Trigwell & Prosser,1991) 

• 学校 

– 远程教育机构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Richardson,1999)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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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研究进程 

30年代  

70-80年代  

50-60年代 

30年代  

学习环境没有作
为一个独立的环
境系统 
（1）Lewin的场
理论 
（2）Murray的需
求压力理论 
（3）Wade的《中
学学校环境测量
》 

学习环境开始成
为一个独立的研
究领域。 
（1）美国密歇根
大学建筑实验室
主持的“学校环
境研究” 
（2）Walberg编
制了“学习环境
量表”，调查物
理课堂环境。 

70-80年代 
学习环境研究逐
渐从西方国家向
世界其他地区扩
散。 
（1）Moos在斯
坦福大学创立了
社会生态学实验
室，编制了“课
堂环境量表”。 

（2）”学习环
境调查问卷“和
”我的班级调查
问卷“的开发。 

90年代  

（1）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研究。 
（2）网络学习
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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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环境测量工具  

量表名称 作者 维度 

大学课堂环境问卷
(CUCEI) 

Fraser & Treagust，1986 
人格化；创新；参与；人物取向；
学生凝聚力；满意 

大学学习环境调查问
卷(ULEQ) 

Dorman，1998 

学术自由；关注本科学习；关注研
究和奖学金；权力；联系；使命一
致性；工作压力 

网上学习环境测量 张伟远，2004 

教学设计；内容设计；网站设计；
灵活性；学生互动；教师支持；技
术支持；学习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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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环境测量工具及其维度描述 

测量工具 作者 维度 

工作环境问卷
(WES) 

Fisher& Fraser(1983) 
参与；同行凝聚力；员工支持；
自主；任务取向；工作压力；明
确；创新；物理环境 

学校环境问卷
(SLEQ) 

Rentoul & 

Fraser(1983) 

学生支持；员工自由；决策参与；
创新；资源充足；工作压力；联
系；专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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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影响学习方式形成的因素 

• 文化因素 

–美国的文化就比较强调创新，强调做得更好；而
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化就比较强调服从和遵循
传统 

–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常常会更欣赏个体的
独立、自主性；而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则
会更欣赏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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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 男性常常被描述成喜欢冒险的、有事业心的、
个人主义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进取的；女性
则常常被描述成谨慎的、依赖的、喜欢挑毛病
的、害羞的、服从的 。 

– Hedges等人认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
上可能是由不同的经历、社会化过程和学习机
会造成的。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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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tte等人认为，男女学生虽然采用不同的学习策
略，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 Richardson等人发现，男性更倾向于采用表层学习
方式，而女性则更倾向采用深层和进取学习方式，
但这种差异却是比较轻微的。他们认为，并没有
一致的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反应存在差异。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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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 年龄也是影响学习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应用
有关调查问卷或量表对大学生进行的一些研究
常常非常一致地表明，和年龄小的学生相比，
年龄大的学生采用意义导向的学习方式的可能
性较大，而采用再现导向的学习方式的可能性
较小。 

• 学习环境及其他因素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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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类型 

– Approaches to Studying Inventory(Ramsden & Entwistle, 

1981):意义导向、再现导向、进取导向、学习风格与病
状 

– Study/Learning Process Questionnaire(Biggs,1987):表层、
深层、进取方式 

– Inventory of Learning Styles(Vermunt,1992):无导向、再
现导向、意义导向、应用导向 

– 大学生学习风格量表(陆根书,2003)：意义导向、再现导
向、情景导向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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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学习方式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 学生的学习方式与学习成绩存在关联 (Marton & 

Säljö,1976; Entwistle & Ramsden,1983; Biggs,1988; 

Svensson,1977) 

– 学习方式除了与学习的质量和成绩相关外，它与学习
态度也存在明显关系。研究发现，采用表层方式学习
的学生，常有怨恨、沮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反应；而
采用深层方式学习的学生，通常比较投入、有一种挑
战感和成就感，觉得学习是一种自我实现，因而常常
是愉快的(Svensson,1977)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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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研究特点 

– 以修读研究者课程的学生为主体，样本量

较少；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国际

合作研究 

–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路

径分析为主，研究了部分因素的关系 

 

• 我们的一项研究 (陆根书等，
2011)  

– 中国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 样本量较大(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100

个班级的3013名大学生) 

– 应用更精确、系统的方法(结构方程模型)

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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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类别 学校名称 
性别 

合计 
男生 女生 缺失 

985高校 

中国海洋大学 38 22 1 61 

上海交通大学 117 18 2 137 

西安交通大学 429 130 34 593 

山东大学 114 43 2 159 

211高校* 
北京邮电大学 202 79 1 282 

中国石油大学 97 30 0 127 

普通高校 

东华大学 64 39 3 106 

河南科技学院 75 84 0 159 

南京晓庄学院 35 139 2 176 

汕头大学 154 44 7 205 

沈阳药科大学 110 215 0 325 

武汉工业大学 127 59 0 186 

西安财经学院 100 177 17 284 

西安体育学院 9 21 0 30 

西安邮电学院 127 56 0 183 

合计 1798 1156 59 3013 
占样本的百分比(%) 59.7 38.4 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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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具 

– 自主设计的“大学数学课堂学习环境问卷” 

– “修订的学习过程问卷”(Kember et al.,2004) 

– 改编的“大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发展量表”(借鉴了Meyer

等人开发的“数学学习经历量表”  [Experiences of 

Studying Mathematics Inventory ,ESMI])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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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项目数 信度(α系数) 测量题目示例 

师生关系 10 0.871 老师能够平等对待每个同学 

兴趣与满意感 7 0.860 
我们很自豪地向别人介绍我们的高等数学课
程 

难度 7 0.803 我认为高等数学课比较难 

互助合作 7 0.762 我能够从其他同学那里获得帮助 

竞争 6 0.752 在学习上，大家都在明里或暗里跟别人较量 

创新 4 0.755 老师会想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让我们去做 

选择权 4 0.720 
我们可以选择学习任务，也可以决定怎样完
成 

秩序 5 0.687 高等数学课堂有良好的秩序 

少数人控制 4 0.656 部分学生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整个班级 

缺乏了解 3 0.693 我很少有机会了解同班同学 

矛盾 3 0.596 
班上不少同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别人利
益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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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维度 

师生 

关系 

兴趣与 

满意感 
难度 

互助 

合作 
竞争 创新 选择权 秩序 

少数人 

控制 

缺乏 

了解 
矛盾 

师生关系 1 

兴趣与满意感 0.399c 1 

难度 -0.078c -0.250c 1 

互助合作 0.431c 0.357c -0.024 1 

竞争 0.330c 0.344c 0.051b 0.310c 1 

创新 0.481c 0.538c -0.058b 0.289c 0.306c 1 

选择权 0.292c 0.400c -0.057b 0.245c 0.215c 0.408c 1 

秩序 0.478c 0.461c -0.100c 0.388c 0.274c 0.408c 0.300c 1 

少数人控制 -0.031 -0.040a 0.189c -0.063c 0.087c 0.010 -0.004 -0.033 1 

缺乏了解 -0.141c -0.147c 0.144c -0.394c -0.067c -0.102c -0.084c -0.134c 0.152c 1 

矛盾 -0.143c -0.105c 0.129c -0.244c 0.030 -0.063c -0.039a -0.161c 0.287c 0.355c 1 

“大学数学课堂学习环境问卷”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aP<0.05; bP<0.01; c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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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课堂学习环境结构效度分析 

兴趣与满意度(I & S)

q35 e30.74

q36 e31.71

q38 e32
.69

q40 e33
.74

q41 e34

.62

q44 e35

.69

q45 e36

.67

难度(Diff)

q99 e37

q100 e38

q105 e39

q106 e40

q107 e41

q108 e42

q109 e43

.62

.64

.57

.71

.61

.62

.54

互助合作(Corp)

q18 e44

q19 e45

q22 e46

q23 e47

q25 e48

q26 e49

q30 e50

.59

.61

.57

.50

.63

.61

.51

竞争(Comp)

q48 e51

q49 e52

q50 e53

q51 e54

q52 e55

q56 e56

.58

.65

.67

.53

.57

.55

创新(Inno)

q79 e57

q80 e58

q83 e59

q84 e60

.73

.74

.64

.56

缺乏了解 (Unde)

q24e26

q14e25

q11e24

.55

.77

.70

选择权(Choi)

q61e14

q60e13

q59e12

q58e11

.67

.74

.59

.54

秩序(Orde)

q92e18

q91e17

q89e16

q88e15

.56

.55

.46

.61

q93e19 .68

师生关系 (RTS)

q69e4

q68e3

q67e2

q66e1

.69

.63

.69

.63

q70e5
.68

q71e6
.60

q74e7 .58

q75e8 .62

q76e9 .70

q77e10
.64

少数人控制(Cont)

q117e23

q116e22

q112e21

q111e20

.67

.59

.57

.47

矛盾(Conf)

q21e29

q20e28

q15e27

.63

.54

.57

学习环境

.71

.56

.76

-.08

-.30

-.26

.75

-.21

.63

.53

.77

e61

e67

e68

e69

e70

e71
e66

e65

e64

e63

e62

•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 

x2＝8597.860，
df=1699,P<0.001，  

n=2529； 

 GFI=0.882； 

 RMSEA=0.040； 

 NNFI=0.847； 

 CFI＝0.853。 

从这些拟合指数值可以
看出，该模型的拟合度是
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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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子量表/维度 题目数 
信度 

(α系数) 

建构 

深层方式 11 0.827 

表层方式 11 0.712 

子量表 

深层动机 7 0.734 

深层策略 4 0.720 

表层动机 4 0.642 

表层策略 7 0.685 

维度 

内在兴趣 3 0.643 

学习承诺 4 0.622 

关联 2 0.592 

理解 2 0.538 

担心失败 2 0.638 

目标为获得证书 2 0.675 

学习范围最小化 4 0.517 

记忆 3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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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子量表/维度 相关系数 

建构 深层方式 表层方式 深层动机 深层策略 表层动机 表层策略 

深层方式 1 

表层方式 0.123*** 1 

子量表 

深层动机 0.942*** 0.140*** 1 

深层策略 0.871*** 0.072*** 0.656*** 1 

表层动机 0.143*** 0.726*** 0.134*** 0.127*** 1 

表层策略 0.067*** 0.867*** 0.097*** 0.009 0.286*** 1 

维度 内在兴趣 学习承诺 关联 理解 担心失败 
目标为获
得证书 

学习范围
最 小 化 

记忆 

内在兴趣 1 

学习承诺 0.488*** 1 

关联 0.576*** 0.480*** 1 

理解 0.508*** 0.444*** 0.559*** 1 

担心失败 -0.022 0.052** 0.014 -0.002 1 

目标为获得证书 0.205*** 0.142*** 0.128*** 0.229*** 0.296*** 1 

学习范围最小化 -0.009 0.082*** 0.042* 0.034 0.209*** 0.190*** 1 

记忆 -0.020 0.225*** -0.015 -0.046* 0.241*** 0.147*** 0.464*** 1 

 “修订的学习过程调查问卷”各建构、子量表和维度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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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结构效度分析 

表层方式
Surface Approach

q160 e12
.39

q161 e13
.25

q164 e14.35

q165 e15.35

q168 e16
.29

q169 e17
.53深层方式

Deep Approach
q167e6

q166e5

q163e4

q162e3

q159e2

q158e1

.68

.64

.62

.48

.66

.63

.07

q170e7
.52

q171e8 .47

q174e9 .45

q176e10 .43

q178e11
.48

q172 e18
.32

q173 e19.55

q175 e20.57

q177 e21.56

q179 e22
.52

• 拟合优度指数： 

x2＝3845.444 

(df=208,P<0.001) 

RMSEA=0.079 

GFI=0.872 

NNFI=0.698 

CFI＝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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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维度 项目数 信度(α系数) 测量题目示例 

享受 9 0.90 我从数学学习中获得了真正的享受 

娱乐 8 0.85 我会做一些额外的数学作业，但只是为了娱乐 

价值 7 0.86 
我觉得数学在提高人的推理能力、想象力方面有独特
作用 

真理 5 0.77 我喜欢那些可以用理性和逻辑方法解决的问题 

审美 4 0.88 数学观点的建立和发展有一种美的感觉 

程序 3 0.68 我会使用适当的概念和原则来解决问题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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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维
度 

项目数 
信度 

(α系数) 

相关系数 

享受 娱乐 价值 真理 审美 程序 

享受 9 0.90 1 

娱乐 8 0.85 0.549a 1 

价值 7 0.86 0.485a 0.233a 1 

真理 5 0.77 0.539a 0.286a 0.526a 1 

审美 4 0.88 0.669a 0.347a 0.563a 0.562a 1 

程序 3 0.68 0.412a 0.242a 0.453a 0.490a 0.404a 1 

“大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发展量表”各子量表的信度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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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Enjoyment

q118 e1

.59

q119 e2

.74

q120 e3

.74

q121 e4

.69

q122 e5
.68

q123 e6
.79

q124 e7

.63

q125 e8

.75

娱乐
Recreation

q142 e10

q143 e11

q144 e12

q145 e13

q146 e14

q147 e15

q148 e16

q149 e17

.58

.66

.62

.63

.68

.59

q126 e9

.76

价值
Values

q150e18
.61

q151e19 .71

q152e20 .75

q153e21
.79

q154e22

.75

q155e23

.71

q157e24
.58

真理
Truth

.74

.73

q136e29 .75

q135e28

.74

q134e27
.56

q133e26
.53

q132e25 .61

审美
Beauty

q131e33

q130e32

q129e31

q128e30

.84

.81

.77

程序
Procedures

q141e36

q140e35

q139e34

.56

.74

.69

学习情感
Affective Scale

e37

e39

e40

e41

e38

e42

.82
.64

.83

.52

.80

.85

.71

• 拟合优度指数为
： 

x2＝5019.6，
df=588,P<0.001，
n=2802) 

GFI=0.894 

RMSEA=0.052 

NNFI=0.899 

CFI＝0.906 

从这些拟合指数
值可以看出，该
模型的拟合度是
比较高的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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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感知的数学课堂学习
环境的特征 
– 师生关系良好 

– 学生之间的互助合作程度较
高 

– 课堂的秩序较好 

– 大学生对课堂学习环境的竞
争性、创新性、选择权有一
定程度的认同 

– 大学数学课程具有一定难度 

– 激发学生的兴趣不足，学生
的满意度有待提高 

 

• 学生对大学数学课堂学习环境
的感知总体上处于较好的状态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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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学习方式 
 

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基本特征 

学习方式/子量表/维度 N 平均数 标准差 

深层方式 2801 32.2670 6.82909 

表层方式 2801 30.5880 6.26249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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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学生采用的学习方式特点 

对其进行两步聚类的结果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 
深层方
式 

表层方
式 

1 521 18.6 25.13 34.35 

2 470 16.8 38.63 38.68 

3 771 27.5 33.58 31.53 

4 463 16.5 39.13 24.25 

5 576 20.6 26.26 24.42 

合计 2801 100.0 32.27 30.59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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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发展的基本
特点 

– 除“娱乐”维度外，大学生
在其他5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
都较高 

– 大学生最能够体会学习大学
数学的“价值”，也理解大
学数学处理问题的“程序”，
认同大学数学对“真理”的
追求，能够欣赏大学数学之
美(“审美”)，并从学习大学

数学中获得了精神上的“享
受”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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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深层方式 表层方式 

师生关系 0.272*** -0.008 

兴趣与满意感 0.355*** -0.054** 

难度 -0.168*** 0.231*** 

互助合作 0.300*** -0.017 

竞争 0.262*** 0.141*** 

创新 0.287*** 0.000 

选择权 0.260*** 0.027 

秩序 0.292*** 0.006 

少数人控制 0.000 0.139*** 

缺乏了解 -0.153*** 0.108*** 

矛盾 -0.039 0.093*** 

大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对其学习方式的影响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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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变量 
标准化 

回归系数 
t 

显著性 

水  平 
R2 R2变化 F值变化 

F值变化的
显著性水平 

1 兴趣与满意感 0.142 6.108 0.000 0.126 0.126 346.698 0.000 

2 互助合作 0.166 7.887 0.000 0.161 0.035 99.226 0.000 

3 竞争 0.118 5.883 0.000 0.174 0.014 39.624 0.000 

4 男性 0.110 6.008 0.000 0.186 0.012 34.395 0.000 

5 难度 -0.113 -5.895 0.000 0.196 0.010 31.040 0.000 

6 选择权 0.097 4.840 0.000 0.206 0.010 29.100 0.000 

7 秩序 0.098 4.509 0.000 0.212 0.006 18.911 0.000 

8 矛盾 0.046 2.384 0.017 0.214 0.002 5.684 0.017 

预测大学生深层学习方式的逐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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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 

学习 

兴趣与满
意感 

+12.6% 互助 

合作 

+3.5% 

竞争 

+1.4% 

男性 

+1.2% 
难度 

-1.0% 

选择权 

+1.0% 

秩序 

+0.6% 

矛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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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变量 

标准化 

回归系
数 

t 
显著性 

水  平 
R2 R2变化 

F值变
化 

F值变化

的显著性
水平 

1 难度 0.198 9.946 0.000 0.053 0.053 135.284 0.000 

2 竞争 0.130 6.613 0.000 0.072 0.018 47.588 0.000 

3 少数人控制 0.077 3.845 0.000 0.080 0.008 21.132 0.000 

4 缺乏了解 0.083 4.167 0.000 0.085 0.005 13.822 0.000 

5 男性 0.070 3.505 0.000 0.091 0.006 16.497 0.000 

6 
经济管理类专
业 

-0.043 -2.181 0.029 0.093 0.002 5.528 0.019 

7 
自然科学类专
业 

0.041 2.082 0.037 0.095 0.002 4.336 0.037 

预测大学生表层学习方式的逐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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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学习 

难度 

+5.3% 

竞争 

+1.8% 

少数人 

控制 

+0.8% 

缺乏 

了解
+0.5% 

男性 

+0.6% 

经管 

专业 

-0.2% 

自然科学 

+0.2% 

2012/8/11 西安交大  陆根书 151 



                            学习情景 

学习环境 
享受 娱乐 价值 真理 审美 程序 

师生关系 0.327*** 0.140*** 0.435*** 0.368*** 0.349*** 0.385*** 

兴趣与满意感 0.512*** 0.433*** 0.290*** 0.308*** 0.367*** 0.268*** 

难度 -0.317*** -0.117*** -0.145*** -0.112*** -0.203*** -0.084*** 

互助合作 0.287*** 0.199*** 0.324*** 0.301*** 0.265*** 0.349*** 

竞争 0.228*** 0.220*** 0.250*** 0.228*** 0.173*** 0.241*** 

创新 0.400*** 0.397*** 0.258*** 0.257*** 0.291*** 0.269*** 

选择权 0.343*** 0.339*** 0.196*** 0.232*** 0.227*** 0.208*** 

秩序 0.389*** 0.268*** 0.335*** 0.340*** 0.339*** 0.318*** 

少数人控制 0.004 0.079*** 0.029 0.033 -0.012 -0.005 

缺乏了解 -0.109*** -0.099*** -0.094*** -0.071*** -0.078*** -0.091*** 

矛盾 -0.067*** 0.007 -0.079*** -0.043* -0.101*** -0.105*** 

大学数学课堂学习环境与大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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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学习与其数学学习情感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 

大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发展 
学习方式 

深层方式 表层方式 

享受 0.485*** -0.084*** 

娱乐 0.413*** 0.014 

价值 0.330*** -0.023 

真理 0.372*** 0.027 

审美 0.359*** -0.051* 

程序 0.337*** -0.022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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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 

学习 

享受 

(+) 
娱乐 

(+) 

价值 

(+) 
真理 

(+) 

审判 

(+) 

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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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学习 

享受 

(-) 
娱乐 

(×) 

价值 

(×) 
真理 

(×) 

审美 

(-) 

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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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来建构提高大学教与学质量的途径
是完全可行的 

 

• 着力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环境 
• 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满意程度 

• 提高同学之间的互助合作水平、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选择权”与教与学的“创新性”水平 

• 适当控制大学课程的学习难度和同学之间的竞争 

 

•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3.如何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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