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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性 
◆杨  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临汾  041000） 

 
摘要：一堂课上教师教学内容安排是否合理是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学
生认知能力的发展与学生学习活动密切联系，教师在每个教学环节下进
行了哪些教学内容，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了哪种认知活动，直接影响了学
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时教师课堂教学环节下教学内容呈现的逻辑性也
关系着学生一堂课上的课堂框架的理解以及各个在框架下知识点或活动
步骤的填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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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维度与问题 
研究维度：教师教学•环节； 课堂文化•思考 
研究问题：从认知层次和教学环节上看，教师的教学内容安

排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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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例分析过程 
根据对教师课堂教学的分析，这堂阅读课是由导入环节；阅

读前；阅读中；阅读后；总结深化五个环节构成。笔者通过对教
师在这五个环节中教学活动的分析得出教师教学活动涉及到学
生的不同认知层次。 

（一）导入环节 
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学生描述回忆了所学水果蔬菜并联系关

于健康的谚语，根据 Anderson , L.W & Krathwohl, D.R. 等提供的
布鲁姆教育分类理论中提供的不同认知层次可能使用的动词和
活动举例可知，在此环节中学生在课堂环节中进行了 describe；
relate 的活动，学生参与活动利用了记忆这一认知层次。 

在导入环节中学生活动处于低认知层次，笔者认为，教师教
学活动安排应循序渐进，学生刚刚进入课堂活动，学生参与教学
活动处于低层次认知状 是可行的。读前是阅读准备阶段，用于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动机。主要活动有：引导学生进行内
容预测，讲授有关文章的背景知识、将新单词与语境结合进行学
习，尽可能的排除阅读过程中的语言和文化障碍（鲁子问，2004），
而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的教学活动并没有达到这一点，教学内容都
是简单的回忆复述且回忆内容是已熟知的有关健康的词汇谚语。
有效的学习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可用
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让学生猜测彼此 喜欢的食物是什
么；这种食物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等，既可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
活动的热情，又能导入文章主题。 

（二）阅读前阶段 
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认知层次不再处于记忆这一低认

知层次，学生能够把已学的词汇应用于新的人物，教学活动能够
使学生将已学的课本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笔者认为，在阅读前阶段，教师通过让学生描述周凯，不仅
使学生的认知层次往更深层次推进，同时教师利用了学生喜爱猜
测的心理又将学生引入了阅读中，引导学生步步接近文章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入教室，他们在以往的学习中
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这些经验，而要把
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知
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教师引导学生将旧的学习词
汇应用于新的活动教学当中，正是考虑到学生的已有的知识经
验。 

（三）阅读阶段 
在这个阅读环节中，教师将整个阅读目标划分为多个小目

标，教师教学主要从四方面展开：跳读回答问题；文章题目预测；
教师和学生思维导图呈现以及“as”的语法学习。在这一教学环
节中，学生的认知层次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且学生的认知活动
层次主要集中于理解、分析、评价。 

好的程序教学,让学生按极小的步子前进,而且使学生的每一
次努力都有助于他们的成功。笔者认为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将整个
阅读目标划分为多个小目标，在循序渐进中得到发展都在无形中
促进学生的学习。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活动不仅仅局
限于低认知层次，学生的认知活动开始向理解、分析、评价迈进。
但学生的认知层次向高级化层次迈进的同时，轻视了应用这一层
次的认知活动设计。为了弥补这一点，笔者认为教师在学生完全
理解“as”不同解释后，可以设计一些关于“as”的高考真题，
让学生“solve”解决这些习题的同时检验学生是否掌握这些学到
的知识。从教学环节来看，教学活动从跳读文章找文章线索，标
题预测文章主干，到师生构建思维导图的主干与分支， 后在理
解文章大意的基础上解决语言上的语法问题。从标题到内容，从
主干到分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有逻辑性，没有过多的纠结于
语法结构问题，符合了交际语言观，但又关注常见的“as”这项
语法项目。因此此阶段的教学活动安排是可取的，是值得大家学
习的教学活动思路。 

（四）阅读后阶段 
学习习得的信息要通过作业表现出来，信息的提取是其中必

需的一环。阅读后环节主要是教师布置作业让学生利用已获得的
词汇语句进行文章写作。 

笔者认为，在认知层次方面，学生达到了 高层次创造这一
层次，但此时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课堂 45 分钟，在此次课堂观察
中，教师引导学生达到了这一认知层次，但在以后正常的教学安
排中按照这正教学活动安排是否能达到创造这一认知层次就处
于待定中了。其次，学生通过作业的完成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学习
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这时教师给予适当的反馈，让学生及时指导
自己学习的结果，这样可以强化他们的学习动机。但此阶段学生
写作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指导，同伴互评也只是流于形式，只是
停留在教师言语上。 

（五）总结深化 
这时的总结深化环节，只是简单意义的教师个人总结在实际

生活中如何保持健康，学生并没有参与到该环节当中。因此没有
涉及到认知方面的概念。笔者认为此阶段教师总结过于粗糙，教
师此阶段的教学活动设计如果让学生主动总结深化会有较好的
的影响，以促进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此节课中，教师教学内容涉及到学生记忆、理解、应用、分
析、评价、创造各个认知层次且由低到高，层层递进，步步上升。
从认知层次安排上来看，本节课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堂课也存在
着一些问题：例如在应用和创造上这两个认知层次上，教师安排
的教学内容与之关联的较少，教师应注意在这两个方面增添一些
教学内容。此外，这堂课用了 88 分钟，将近两倍的正常教学时
间，显然教师教学应并没有将时间合理的安排。 

三、小结 
教学可取之处： 
以先前经验为基础，生成新的知识内容 
划分阅读教学目标，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注重文章语篇语境，适当讲解语法结构 
教学改进之处： 
灵活进行课堂导入，注重导入内容质量 
把握教学逻辑顺序，均衡安排认知内容 
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妥善处理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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