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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六步三段两分支”教学过程模型的知识论基础是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广义知识分类理论,其学习论基础

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学习过程和条件的理论。因此,该模型不仅能指导陈述性知识的教学过程设计,而且能指导陈

述性知识向智慧技能和认知策略转化的教学过程设计。它的提出受了加涅的“九个教学事件”的影响,但它超越了

加涅的“九个教学事件”。近20年的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型好学好用,能有效处理课堂教学中的知识与能力教学的

复杂关系;推广该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六步三段两分支”;教学过程模型;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6-0070-08

收稿日期:2015-06-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科学取向的教学论在中小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DHA12023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君玲(1979—),女,山东潍坊人,教育学硕士,山东省教育科学研院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许爱红(1973—),女,山东潍坊人,教育学博士,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

王坦(1962—),男,山东潍坊人,山东省教育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我国教学论专家把课堂教学中师生相互作用的连续过程归纳为五个环节:组织教学———检查复习———
呈现新教材———巩固新教材———布置家庭作业[1]175。可以说,这一模型是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运用最为广

泛的课堂过程结构。随着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人们对这种结构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学者们

一般都承认这一结构对学生知识学习的效果,而对培养学生能力的效果却不予承认,甚至有人认为“该结构

的职能仅仅是掌握知识”[2]。从新的知识与能力观[3]来看,这种结构能够教授陈述性知识,不能解决从“知
识”向技能转化的问题。

综合现代认知心理学关于知识的信息加工过程理论,特别是安德森(J.R.Andersong)的两类知识相互

转化的理论、奥苏贝尔的同化论和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与教学论,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皮连生教

授在《智育心理学》中提出了“六步三段两分支”教学过程模型(见图1,下面简称“六步模型”),以替代传统的

五个环节的教学过程模型[4]248。我们认为,“六步模型”可以很好地区分知识与技能教学,并能实现从知识到

技能的转化。该模型提出近20年来,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它好学好用,能够较好地提高教学效能。为提高我

国教学理论界对它的认同度,本文特就它的理论依据、运用步骤与意义予以评论。
一 “六步模型”的理论依据

(一)“六步模型”知识论基础:广义知识的分类

现代认知心理学一般把广义的知识分为两大类: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前者主要用来回答有关世

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后者则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程序性知识在认知领域又可分为智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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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 教学步骤教学步骤

(1-4步同右）

5.提供复习
策略指导

6.提供知识
提取线索

注意与预期

激活原有知识

选择性知觉

新信息进入原
有命题网络

认知结构重组 变式练习，知
识转化为技能

根据线索提取
知识

技能在新的情
境中应用

1.引起注意与告知
目标

2.提示学生回忆原
有知识

3.呈现有组织的信
息

4.阐明新旧知识关
系，促进理解

5.引起学生的反应，
提供反馈与纠正

6.提供技能应用的
情境，促进迁移

图1.六步三段二分支教学过程模型

能和认知策略。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运用概念和规则对外办事,后者运用概念和规则对内调控。此外,
动作技能也是按照某种规则办事的能力,因此也属于程序性知识。我们平常教学强调的双基———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前者指的是陈述性知识,也即狭义的知识,它们在历史、常识、生物、地理等学科中占有很大的比

重;后者就是程序性知识。
广义知识、狭义知识、技能和策略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2表示。

广义知识

陈述性知识(狭义知识)

程序性知识(广义技能)
认知技能

智慧技能

认知策略
{

动作技能
{

{

图2.广义知识分类

图2综合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信息加工心理学知识分类理论和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从而形成了

广义知识与技能分类模型。从图2可见,广义的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狭义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广义技能)。
广义技能又分三类:动作技能、对外办事的智慧技能、对内调控的认知技能,即认知策略。所有技能的心理机

制都是规则(程序性知识)支配了个体的行为。
(二)“六步模型”的学习论基础:广义知识分类与学习阶段模型

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型适合于解释信息的感知、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加工、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储存与提取的

一般过程和条件,但难以解释知识的理解过程和条件。奥苏伯尔的同化论适合于解释知识学习中的理解过

程和条件,但难以回答知识怎样向技能转化的问题。为此,皮连生教授提出广义知识学习阶段和分类模型,
1、知识的习得阶段 2、知识的巩固与转化阶段 3、知识的迁移与运用阶段

提取陈述性知识，
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应用规则对外办
事：智慧技能

应用规则对内调
控：认知策略

通过练习命题知识
转化为产生式规则

陈述性知识的巩固
与重组陈

述
性
知
识
习
得

选
择
性
知
觉

激
活
原
有
知
识

注
意
与
预
期

图3.广义知识分类与学习阶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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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来解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一般过程和条件(见图3)。从图3可见,广义知识的学习可分

三阶段:知识的习得阶段、知识的巩固与转化阶段、知识的迁移与运用阶段。(严格地说,广义知识学习还包

括动作技能学习。但由于动作技能学习的主要方式是模仿,所以未放在此模型中讨论。)

1.知识的习得阶段。所有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都要经历知识习得阶段的4小步:(1)注意与预期;(2)激活

原有知识;(3)选择性知觉;(4)新知识进入原有命题网络(陈述性知识习得)。这4小步是从学习的信息加工

模型中推衍出来的。学生的学习从对新知识的注意和预期开始,由此,学习者处于一定的唤醒状态,并将与

预期要获得的与新知识有关的原有知识激活到工作记忆中。学习者基于自身学习状况和环境影响,在学习

目标的指引下有选择地接受新信息,将它们暂时贮存于短时记忆中。最后,学生选择接受的新信息与其认知

结构中的相关知识相互作用,从而使新知识获得心理意义。这一步可以用奥苏伯尔的同化论解释,也可以用

信息加工理论中的“建立两个联系”来解释。两个联系指新知识自身内部联系和新知识与学生原有知识的联

系(也称外部联系)。

2.知识的巩固与转化阶段。在知识的习得阶段,知识并未分化,都属于陈述性知识,以命题网络的形式

表征。进入下一步知识的巩固与转化阶段,一部分知识通过适当的复习得到巩固,同时原有认知结构得到重

建与改组。另一部分陈述性知识(一般而言是概括性命题知识)通过变式练习,转化为技能,相应的,命题表

征转化为产生式表征。下面举两个陈述性知识转化为技能的例子。
例一,心理学中的例子。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通过研究,提出了著名学习定律———效果律。其

含义是:机体反应之后,如果伴随满意的事件,那么该反应就会得到加强;如果伴随烦恼事件,那么该反应就

会减弱或消失。假定学生通过心理学课程学习,知道这一定律,并能用自己的话陈述这个学习定律的含义。
这表明他们习得了“知识”(狭义上的知识,即陈述性知识)。

在桑代克之后,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发展了效果律并加以运用,使之转化为行为矫正技术。行

为矫正中运用的基本规则是:如果问题儿童做出了合乎要求的行为,那么家长或教师就给予儿童奖励;如果

儿童做出了不合乎要求的行为,那么家长或教师应不予理会(尽可能少给予惩罚)。给予儿童的奖励可以是

实物,也可以是荣誉或其他象征物。
如果教师或家长通过心理学学习,既了解了效果律是怎么回事,又知道如何适当运用奖励和惩罚矫正儿

童的不良行为,激励其优良行为,那么可以说,教师或家长的心理学学习从知识转化成了技能。这种技能显

然不能用动作技能来解释。它属于运用规则对外办事,是加涅所说的智慧技能。
例二,小学数学中的例子。小学3-4年级学生学习分数。通过学习,它们知道: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乘

一数或除以一数,分数的值不变。学生理解这个定律,并能举例说明这个定律,表明他们习得了陈述性知识。
学习这个定律的目的是为了计算异分母分数。为此必须将定律(也可以称之为原理)转化为办事的规则。这

样儿童习得的知识才能转化成技能。至于此处的知识如何转化为办事的规则的教学方法,各国家的习惯有

所不同。在我国小学数学教学是下述几步。
规则1:如果要求两个异分母分数之和(如1/3+1/4),那么先求出它们的最小公分母(3×4=12);
规则2:如果两个异分母分数的最小公分母已知(即12),那么用两个异分母分数的分母(4和3)分别除

公分母(12),得到的商(分别是3和4),就是该分数的分子、分母需要同时扩大的倍数;
规则3:如果要将异分母分数化成同分母分数,且已知每个分数的分母扩大的倍数,那么其分子扩大相

应的倍数;
规则4:如果要求两个同分母分数之和,那么将分子相加,分母保持不变(3/12+4/12=7/12)。
类似例子很多,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一一列举了。在信息加工心理学中,这种以“如果/那么”表示的一

系列规则,被称为“产生式”规则。通过长期练习,产生式规则1被激活,它能自动激活与之相连的其余产生

式规则。这就是技能自动化的心理机制。

3.知识的迁移与运用阶段。迁移方面,一般认为,学习者良好的认知结构促进了陈述性知识的迁移,新
旧知识间共同的产生方式促进了技能学习的迁移。运用方面,陈述性知识被用于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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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如回答:“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部分程序性知识用于对外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另一部分程序性知

识用来解决对内“怎么办”的问题。
不同类型的知识的习得、保持、提取或应用过程既有某些共同特征,又有各不相同的特点。当前流行的

许多理论对知识学习过程的解释都缺乏对不同知识类型的具体分析,没有对不同类型知识的习得、保持、提
取或应用的心理过程及其条件作具体的研究,难以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

二 “六步模型”的运用

下面按“三阶段”中的“六步”和“两分支”来解释“六步模型”的具体操作。
(一)“知识的习得阶段”———第一至四步

在知识的习得阶段,两大类知识尚未分化。也可以说,程序性知识的前身是陈述性知识。所以,图1的

左右两边的前四步教学措施是相同的。
第一步,引起注意与告知目标;
第二步,激活或复习学生原有知识;
第三步,呈现有组织的新信息;
第四步,阐明新旧知识关系,促进理解。
下面以某实验教师设计的《珠联璧合觅佳趣》(教材:粤教版高中一年级)来说明“六步模型”的具体操作

方法。
学习目标:能运用一般对联创作的常用方法创作对联,并且符合具体情境的要求。
学生能力结构分析(见图4):

终点目标

⇑
运用创作对联的两种方法之一创作对偶语句

⇑
掌握对联的五个基本特征

⇑
掌握对联概念

⇑
起点能力

图4.创作对联的技能形成路线

第一课时

如果教学到此处为止,教学完成之后学生能回忆创作对联需要遵守的规则,甚至还可以举例说明这些规

则,那么可认为,教师较好地进行了陈述性知识的教学。如果学生只能机械背诵所学过的五条规则,从奥苏

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的观点看,可以说,教学完全失败。学生记住了言语符号,却没有获得心理意义。
(二)知识的巩固与转化阶段———第五步

此阶段知识出现分化,所以该模型出现两个分支。

1.陈述性知识的巩固。如果本课以陈述性知识为目标,那么教学至第四步,教师的工作基本完成了。余

下的巩固任务由学生承担。教师最多提供一些复习方法的建议。有意义学习的知识的巩固不是一遍又一遍

地多次重复,而是加强知识的组织和重建,提高知识之间的清晰度,如明确对联的知识与诗歌知识的联系与

区别等。

2.“知识”向“技能”的转化。如果教学目标定位于“技能”(此处是智慧技能),那么教师的工作只完成一

半,还需要做陈述性向技能的转化工作。接着第五步就是设计变式练习,促使陈述性知识向做事的技能转

化。请看对联教学的第五步———知识转化为技能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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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学方式方法与师生互动 评析

1.告 知 目
标,激 发
兴趣

对联艺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所以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
欢晚会上,各地方电视台送春联成为晚会的一大亮点。那么“你会贴春
联吗?”我们如何知道哪句是上联、那句是下联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探讨一下有关对联的知识。

课题引入、告知目标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2.激 活 或
复习学生
原有知识

1.请写出几副你所熟知的春联。
如: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

2.欣赏佳联。
(1)莲子心中苦 梨儿腹内酸
(2)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3)云水巴山雨 文章金石声……
……
教师简要评析、欣赏。
3.何谓“平仄”? 我们以2004年全国卷为例,当年第24题上联出题为:
春晖盈大地。于是同学们就作对下联为“瑞雪满宇宙”,自认为相当的
工整,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满分呢?
汉语拼音把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的字分别称为“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其中阴平和阳平我们称为平声,上声和去声我们称之为仄
声,刚才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哪句为上联? 现在告诉大家仄起平落原
则,也就是说对联中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仄声,下联的最后一个字
应该是平声。地为第四声,仄起正确;宙为第四声,仄落就错了,所以我
们改一下“瑞雪满乾坤”

此时只要求学生感知、欣赏内容、节
奏,不要强调修辞手法

这里的原有知识特指与学习对联的
五条规则有关的概念,如平、仄声概
念,词性、语法结构等概念。

3.呈 现 精
心组织的
新材料

1.自读必修三P133《珠联璧合觅佳趣》
2.根据以下几副对联,和上面的佳作欣赏总结出对联的一般特点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除夕年尾,新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

这个阶段是教学的重点时段;所用的
方法是“例—规”法,即先让学生充分
感知和辨别若干典型例子

4.归 纳 得
出 结 论
(即规则)

1.它可长可短,但不管长短,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
2.上下联相同位置的词性(语法结构)应该相同。
3.上下联平仄相谐,仄起平落。
4.上下联尽量避免出现重复的字。(即不能合掌)
5.内容关联,可正、可反、可串。
由于正对、反对、串对是新概念,可增加例子,以便学生理解。
正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反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串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由师生共同归纳出要学习的规则。
注意教师不能代替学生思考。

  所谓变式练习,是指在练习时,体现原理或规则的例子由易到难,不断变化,但原理或规则保持不变。在

练习时,教师要针对学生的错误不断提供反馈信息。通过在变化的情境中的练习和反馈,加深学生对规则或

原理适用的情境的认识。
(三)知识的迁移与运用阶段———第六步

这一步的工作主要指教学目标的检测。

1.如果教学目标定位于陈述性知识,其检测方法相对简单,只要求学生能陈述有关诗歌的五个结论并做

一些口头说明即可。

2.如果定位于技能,那么上述测验方法则不恰当。测验题应该引导学生运用习得的结论(或规则)做事。
通过学生做事的行为表现,教师推测学生是否获得运用规则做事的能力。设计得好的变式练习(如对联课的

变式练习)本身具有这样的检测能力。这样的测验叫形成性测验。在单节课内,教师可以通过这样的练习考

察学生学习结果或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但没有必要每节课都进行测验。在单节课的教学中,第五步有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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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六步重叠。但在单元教学完成后,应该进行比较正式的测验,以便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的测

验叫终结性测验。

教学过程 教学方式方法与师生互动 评析

五、变 式 练
习 (根 据 对
联 的 特 点,
完成练习)

1.将下列打乱的对联准确配对:
发愤识遍天下字  福运齐天赖党恩
福满人间万民欢  学海无涯勤可渡
书山万仞志能攀  立志读尽人间书
春回大地千山笑  家园似锦添春色

按照仄起平落原则,先确定出哪句是上联。“字、笑、渡、色”为上联。然后按照结构一
致原则,分别作对。

答案:a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B春回大地千山笑,福满人间万民欢

c家园似锦添春色,福运齐天赖党恩

d学海无涯勤可渡,书山万仞志能攀

2.按对联要求调整下联的顺序和结构。
上联:花灯悬挂杏花天,桃花开红,李花开白,头戴花,步生花,花上加花,百花香透

花马国
下联:麟甲呈吉,万甲光腾甲子年,甲箓翻看灵甲目,甲中添甲,龙现甲,龟甲呈祥,

鳖展甲
按照字数一样、结构一致原则,先确定相关句子,然后按照修辞方法、仄起平落原则,微
调顺序。
答案:甲箓翻看灵甲目,麟甲呈吉,龟甲呈祥,龙现甲,鳖展甲,甲中添甲,万甲光腾甲子
年。
3.请将下列句子搭配成两幅对联。--
①芳草留人意自闲②户纳春风吉庆多③四海祥云降福来

④芳草春来依旧绿⑤九州瑞气迎春到⑥梅花到时自然红
提示方法:首先根据每句末尾字的平仄定出可作上联的句子,再根据上联的内容和结
构形式选出下联。明确:①-⑥句末尾字的平仄分别是平、平、平、仄、仄、平。所以可
作上联的是④和⑤句。再根据上联的内容和结构形式可得出④和⑤句的下联分别是

⑥和③句。

练习的设计与呈现
应由 易 到 难,由 浅
入深

答案a.b.c.d主要运
用规则3和5;

此处主要运用规则

1、2和5

此处主要运用规则

2、3和5

  从上述教案设计来看,按布卢姆的认知教育目标分类,如果教案得到顺利实施,那么教学水平可以达到

分析和评价水平。但该课题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自创对联,即达到创造水平,所以接着进行了第二课时的

教学。教学内容是指导对联创作的两条启发式规则:“拆分联想组合法”和“定词联想扩展法”。教学方法是

“规—例”法,即先呈现规则,后举例说明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对联创作的综合练习,教师

及时提供反馈与指导。
从上述教学实例可见,陈述性知识教学相对容易,技能的教学设计则比较困难,因为分析、评价和创造都

需要综合能力教学。因此,没有科学取向的教学论指导,单靠教师个人的经验很难实现高水平的教学。
三 “六步模型”运用中应注意的几条原则

(一)所有重要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图式或概括性结论等规律性知识,根据学生原有知识不同,可以

选择接受式或发现式教学,但都必须经历“六步模型”的前四步,学生才能获得新的规律性知识的意义。事实

性知识,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次要的派生的下位概念,如在“分数”概念教学中同时出现的“分子”、“分母”
概念,其心理意义容易获得,不必经历六步过程。

(二)在发现式教学,即采用“例—规”法的教学,可以严格按前四步模式设计教学过程。如对联的教学设

计即是如此。在接受式教学,即用“规—例”法教学,一般先呈现结论,后提供解释性例子。不论是先呈现结

论还是例子,它们都是第三步教学的内容,即材料呈现。但在材料呈现中又必须同时解决对结论的理解问

题,即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问题。这样第三步就与新知识的习得的第四步相重叠了。所以,在接受式教学

中,第三和第四步不能严格分开。
(三)与新课程改革中提倡的学习方式(自主、研究、合作)相一致,在基础教育阶段,所有重要的概念、原

理、定律、公式、图式或概括性结论等规律性知识的教学,教师指导下的“例—规”法(即有指导的发现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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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体现学生参与、合作与生成的知识建构观,也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四)可以根据需要,把发现式教学和接受式教学二者结合起来。例如在对联教学中,第一课时是典型的

“例—规”法(发现式)教学;第二课时是典型的“规—例”法(接受式)教学。又如在教分数概念时,“分数”是重

要概念,用发现式;“分子”与“分母”是派生的概念,可用接受式。
不论采用接受式还是发现式教学,作为智慧技能的规则学习不能教到规则理解为止。规则的理解只是

智慧技能学习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通过变式练习,使规则支配学习者行为,即知识转化成技能。
(五)在发现式教学和接受式教学中都存在教学的水平问题。在发现式教学中,如果教师未充分启发学

生思考,在得出新结论时,学生的参与程度不足,那么教学水平只能停留于记忆和理解水平,达不到分析和评

价乃至创造的水平。在接受式教学中,依据奥苏伯尔的同化模式,其前提条件是,学生认知结构中已经具备

同化新知识的上位概念或原理,如教百分数(新知识)时,学生已经掌握“分数”概念。分数是百分数的上位概

念。此时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是发现式教学中熟悉的例子与新得出的结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主要是原

有上位概念与新的下位概念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这里的百分数概念不是来自例子,而是来自上位分数概

念。这里教学的重点在区分上位概念与下位新概念之间的异同。
(六)关于教学水平和检测与评估水平问题,在修订的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学中提出一个观点:教学水平

一般要高于检测水平。如果要求学生达到理解和停留在运用水平,教学应达到分析和评价水平。如果教学

只是理解和单一概念与原理运用水平,而测评要求学生达到分析与评价甚至创造水平,是不合理的。创造水

平是高水平的教学目标,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概念和规则,因此,如果要检测学生创造水平的能力,则应放

在后继课程中考虑。由此可见,培养学生的分析、评价和创新力,不能只着眼于单节课或单项内容学习。
(七)上述六条原则是对单项知识和技能教学而言的,但中小学许多学科知识教学具有综合性,例如语文

的阅读写作、自然学科中的问题解决都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知识和技能。在这些情况下,根据科学取向的教学

设计原理,需要将综合能力加以分解,例如阅读能力可以分解为生活经验与课文内容知识,运用字、词、句、标
点符号的基本技能和运用策略性知识进行构篇的高级技能。一旦综合能力被分解为单项知识和技能,那么,
“六步模型”又可以在这些单项知识和技能教学中运用。例如,单篇课文阅读教学的第二课时常常转入单项

知识或技能的教学,运用“六步模型”教语文单项技能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外,在一定条件下,单篇

课文阅读和问题解决也可以运用“六步模型”教学。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四 “六步模型”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现代教学设计的开创者加涅根据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型,提出了九个教学事件:引起注意、告知目标、回忆

原有相关知识、呈现教学内容、提供学习指导、引发行为表现、给予信息反馈、评估行为表现、强化保持与迁

移。美国著名教学设计专家迪克(W.Dick)认为,“教学策略”一说来自加涅的九个教学事件[5]193。
皮连生的“六步模型”受到加涅的“九个教学事件”的影响,因为它们的理论依据之一都是信息加工模型。

但后者更具有综合性,因为后者除吸收了加涅的学习分类思想之外,还吸收了J.R.安德森两类知识区分与

转化的思想和奥苏伯尔的知识同化理论。所以,它在课堂教学策略或课堂教学过程与方法的研究上具有创

新的意义。
“六步模型”提出后,近20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在解决知识向技能或能力转化的问题上,该模型优于国内

现有的任何单一的教学过程模型或方法。同我国传统的教学过程模型比较,新的模型没有将旧的模型完全

推倒重来,从而没有完全否定教师的原有教学经验。但新模型有学习分类思想和知识向技能转化思想,同新

课程改革中提倡的建构主义教学观相比,它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经过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它能广泛容

纳教师的优秀经验。所以,教师感到该模型好学好用,能迅速提高他们的教学过程和方法设计的科学水平。

2001年开始的课程改革提出六项具体目标,其中课程目标、内容、结构和管理的改革可以由教育行政部

门和专家合作完成,唯有学习方式与测评方式的改革必须有广大师生的参与才能有效实施与完成。新课程

改革倡导自主、合作和研究性学习,广大教师认为,“自主、合作和研究”的理念是很好的,但总感到课堂教学

中缺乏便于操作的过程与方法的模型。从现实情况考虑,“六步模型”正好弥补了新课程改革中的这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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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对联教学所显示的,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中,从下位到上位发现式教学(即“例—规”法)与从上位

到下位接受式教学(即“规—例”法)、教师的指导过程与学生的发现过程、学生个体的自主独立思考过程与学

生集体合作过程、需要变式练习的单项能力教学与需要运用多种知识与技能的分析、评价和创造水平的教

学,常常不可能绝对分开。“六步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课堂教学中的这些复杂关系。所以,运用和推广这一

教学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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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

Keywords:“sixsteps,threesectionsandtwobranches”;modelofteachingprocess;declara-
tiveknowledge;proceduralknowledge

[责任编辑:罗银科]

77

刘君玲 许爱红 王 坦 论“六步三段两分支”教学过程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