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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this paper represents a effective section lecture 
mode as the view of process management, while various general sections in the lecture are demonstrated and 
the methodology of optional sections of lecture tightly aimed as key kernel is discussed. Through the rational 
sectional design and precise time control,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can be improved outstandingly. 
In the duration of figuring out and fixing the low effective sections,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finally, 
will be qualified. The effective section lecture mode, however, can help the lecturer find the issues in teaching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it can also be taken as a the teaching communicational ap-
proach among th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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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改善大学的课堂教学质量，本文从过程管理的角度提出环节有效型课堂教学模式。论文

探讨了课堂教学的各种常见环节，提出了课堂教学应围绕核心目标选择教学环节的思想，并通过对环

节内容设计和时间控制，来发现各个教学环节的效率。针对效率低的环节找到改进的方法，最终达到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目的。环节有效型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教师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并改进教

学方法，也为教师间的教学交流提供了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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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课堂教学仍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课堂

教学效果对教学质量好坏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改进课

堂教学效果，许多教育专家进行了研究[1,2]。Joyce 和

Weil 的《教学模式》一书，通过对 80 多个教学派的研

究以及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系统地提出了四类 23 种

教学模式[3]。受西方教学改革模式的影响，自 80 年代以

来，我国成功的教学改革已得出或使用的教学模式有

“自学—指导式”、“目标—导控式”、“问题—探究式”和

“情—知互促式”四种[4]。后来新的教育技术发展，又归

纳出 10 种模式[5]。 

显然每种模式都有其长处，也有其针对的环境和对

象。但是这么多的模式，对许多刚上讲台的教师来说却

显得有些无从下手。面对一门课程，这些教师更需要的

是关于某一内容的教学方法，需要的是教学过程指导。 

另一方面，在考察教学质量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

教学的效率。如果一堂课，仅有“质量”而没有一定的

效率，那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广义上的课堂教学质量

（或称教学绩效），应以有限时间内学生所获得的学习

成效来衡量，其中包括授课效率、学生理解的深度、以

及知识扩展应用的潜力等。授课效率指单位时间所讲授

的知识点，它代表了量，学生理解深度代表了质，而潜

力意味着创新。提出这些要素的目的，是为了教师在教

学过程的设计中考虑这些需求。 

上述可见，无论是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还是教学

质量的控制，其实都涉及教学的过程管理。过程往往是

由若干具有联系的环节组成，通过对课堂环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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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环节有效型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为教师改善

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法。 

2 环节有效型教学模式 

2.1 定义 

环节有效型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根据

课堂任务具体需要，合理选择具有某种功能的教学环节

进行有效组合，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绩效，来保障整个

课堂教学质量，达到课堂教学目标的完成。 

2.2 课堂环节分类 

现实教学活动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不同，往往

会选择不同的教学环节组合。例如，技术类的项目实

践，一般情况下，教师会先介绍项目背景，然后提出

具体的任务要求，再让学生自己完成项目。但有的时

候，如果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还不够充分，教师有可

能在说明任务后给同学提供一些资讯或者资料，告诉

学生在哪里可以获得些什么帮助，以利于学生自主完

成任务。此例中，可以看出该过程所包含的四个环节。 

又如，某一加密算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能会

先就某种算法产生的缘由进行介绍，然后详细阐述该

算法原理、实现过程，在第三环节可能会示范该加密

算法的具体使用方法，最后组织同学进行一个自由的

感想交流。在感想交流的环节中，同学们可以自由地

从不同的角度谈自己所想到的，有可能想法之间差别

很大，但是往往能碰撞出一些下闪光的东西。而且从

这种感想交流中，同学还可以慢慢学会多视角地看待

问题，也可以发现自己的局限，从而慢慢学会如何沟

通、如何理解别人。 

类似的典型课堂教学案例很多，通过对这些案例

的分析发现，课堂教学中的主要环节基本有以下几类： 

1) 背景/原由 

2) 阐述/解释 

3) 示范/演示 

4) 启发/提问 

5) 下达任务 

6) 资讯/支持 

7) 感想交流 

8) 试做练习 

9) 作业答疑 

10) 课堂测试 

其中，“阐述解释”环节是指书本内容的讲解、

推导证明等，这也是一般教学中应用最多、比重最大

的环节。“示范演示”是指教师在课堂上演示某个问

题的实际解决方法和过程。“试做练习”环节是指学

生尝试做某种事情或课堂练习。“感想交流”和“启

发提问”不同在于，感想交流是同学表达自己的看法、

观点、创意、见解等，提问是在教师的主导下回答问

题。 

了解课堂环节的目的，是为了在教学过程中选择

合适的环节组合，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避免环节

过于单调而导致的互动少、学生易疲劳、学生思维难

以激发等不利现象出现。 

3 课堂环节的组织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总有一定的任务，即使在一

堂课中，也会有一个具体的教学目标，而这个目标就

是这一堂课或者一次课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那么，

应选择什么样的教学环节组合，才能最能有效地达成

这个目标并具有良好的质量效果呢？ 

3.1 突出核心目标 

一堂课教学目标的确立是有原则的，那就是这堂

课应该让学生学会什么或者掌握什么，而不是完成书

上多少页的内容。因为，要完成书上的内容，那只要

讲就可以了。所以现实中满堂灌、注入式的教学方式

非常普遍，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正确选择课堂目标。 

让学生在这一堂课中获得什么能力、什么认识，

这才是真正的课堂教学目标。它是这一堂课的核心，

围绕这个核心，来选择适合的环节才有实际意义。 

3.2 选择环节 

选择环节关键是围绕核心目标。首先看核心目标

的达成需要哪些东西、或者哪些过程，就在环节中予

以相应的安排。其次，从学生的认知感受来看，学生

在什么时候最可能产生疑问和见解，在这个时候应给

学生一定的机会，安排适当的环节。如学生有疑问的

时候安排“启发提问”，而在讲完一个新东西后，安

排“感想交流”，让学生的思想能够展现和碰撞。这

样可能比较容易激活同学的思维，产生创意。 

其次，课堂环节的选择上，多采用示范性教学。

语言的阐述纵然非常重要，但与“亲眼所见”得到的

收获相比，往往差别巨大。在一些工科以及技术性的

课程中，示范演示环节的教学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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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演示可以让学生看到更真实的东西、感受真实的情

况。许多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通过示范学生能够轻

松掌握。这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3.3 设计内容分配时间 

环节选择后，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就是设计每个环

节中的关键内容，并分配所需的时间。 

每个环节都是为一定的教学目的服务的。在勾画

关键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如何行动才能使该环

节达到应用的效果。根据这些来估计所需要的时间。

并进行分配。 

有的时候可能受到总的时间限制，需要对某些环

节的时间进行压缩。那么，这时候依然要设法保证环

节的效果，这就必须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例如，是否

有更贴切的例子能让学生更易理解，或优化表达方式，

或者提出一些便于记忆的绝招等等，用这些方法来提

高环节的效率。如果每个环节的绩效能够保证，那么

总的教学质量也就有了保障。 

为了便于说明，表 1 给出一个具体示例。 
 

Table 1. Design form of procedures in the class 
表 1. 课堂教学环节设计表 

目标 让学生学会并应用 MD5 算法 

环节 背景 阐述 示范 试做 感想 

描述 

 
原因 
谁？ 
时间？ 

 
原理 
方法 

 
应用 
实例 

 
学生操练 

 
应用？ 
评价？ 
移植？ 
改进？ 
 

时 长

(分钟) 
8 17 8 12 5 

改进 
     

 

在表 1 中，针对 “让学生学会并应用 MD5 算法” 

这一核心目标，课堂采用 5 个环节来实现。首先是背景

介绍，包括当时的情况、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环节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有限的

时间内把背景尽可能展示清楚。阐述环节具体说明算法

的原来以及计算的步骤，让学生对算法细节有清楚的了

解。第三环节是教师示范 MD5 算法应用，让学生看清

楚操作过程，明白“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有条件

的，还可以进行第四个环节，让学生现场实践。当然这

样做，必须事先准备一些相关的函数代码、编程工具等。

但是现场实践的好处确是非常巨大的。学生可以立刻发

现自己是否完整掌握，如果没有可以立即获得教师的指

导，而不是等到课后发现不会，把问题积压在那里。现

场的实践和指导，可以较少很多的疑问，大大提高学习

的效率。如果不具备现场实践条件的话，也可以直接进

入第五个环节“感想交流”，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或提出问题师生共同探讨，或者来次小小的头脑风暴。 

此外，表 1 中还列出了每个环节执行的时间，有了

这个时间，可以为评价环节效率提供基础，也可以促使

教师在环节内容上进行改进，以便在规定时间达成环节

目标。这样可以帮助教师自主改进教学方法。 

3.4 成为教案的一部分 

以上只是一个环节有效型课堂教学的例子。环节有

效型教学模式要真正长远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将其融入

到备课习惯中去，成为教案的一部分。在教授一门课程

时，需要将课程划分成一系列的核心目标，这本身是一

个整体教学内容重新组织的问题。好的目标选择，可以

将知识由主到次地串连起来，对于整个课程效率和质量

的提高是非常有益的。其次，不同的目标，教学方法可

能不同，这将为教学经验的积累提供很好的机会。 

环节有效型模式提供了一个框架，完成教学还需要

和传统的讲义、PPT 等结合使用。在按照环节设计表执

行后可能会发现一些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这时候可

以将改进内容写入设计表中，再次实践。通过反复实践

和总结，可以快速丰富教学经验，并针对不同教学内容

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 

4 教学交流 

网络的发展给教学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网上

也推出了许多国家级精品课程，很多教案讲义都是公

开的。如果有众多的教师将他们课堂教学方法以环节

表的形式展现出来，将会给许多年轻的教师提供宝贵

的教学参考。 

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些教师是如何将一门分解成若

干核心子目标的，可以发现课程的主线，这对教学绩

效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对每一个核心

教学任务有经验的教师是如何完成的。环节组合体现

的就是教学方法。 

如果建立网上论坛，可以让教同一门课程的广大

教师互相借鉴，相互交流。对教学质量的快速提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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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5 总结 

环节有效型模式注重的是过程，以及过程改进，它

并不排斥任何其他的教学模式。环节有效型模式，以环

节中的质量与效率为着眼点，旨在改善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它既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工具，其具体

应用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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