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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教育和培训领域，几乎人人都认同的一点是，

人们的学习效率是不同的，学习需求也不一样。但

是，我们的学校和培训项目，通常都是在特定时间

内，教授预先安排好固定容量的内容。这就必然导

致那些学习效率低的学习者被迫在掌握已学内容之

前又进入新的学习阶段，从而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累

积不足，继而在学习后续内容时遭遇困难。同时，学

习效率高的学生会无聊甚至沮丧地等待集体一起前

进，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而这也浪费了当前社会所

需要的才智。真正最大化地促进学习的教育系统，

不会迫使学生在未掌握当前学习材料之前进入后续

学习，也不会迫使学习效率高的学生等待其他学生。

当前的教育与培训范式是在工业时期发展起来

的。那时，我们尚无法承担将所有人培养成为高层

次人才的教育或培训成本。当然，当时也不需要让

每个人都成为高层次人才，因为那时的主要工作形

式是体力劳动。如果我们通过教育或培训让每个人

都成为高层次人才，那么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流水线

工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费脑力的任务。所以，在

工业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学生进行分类的教

育系统，也就是将应该从事体力劳动的孩子与应该

成为经理人或专业人士的孩子区别开来。因此，不

聪明的孩子会被退学，比较聪明的孩子则有机会进

一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所以我们的学校通常采

用常模参照评价系统而不采用标准参照评价系统，

即是为了帮助对学生进行甄别。培训系统也是如

此。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教育和培训系统的主要

问题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系统本身———设计该系

统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甄别而非学习（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１９８７；１９９４）。此前，我曾提过对于后工业教育系统
的设想，即一个最大化促进学习的教育系统（Ｒｅｉｇｅ
ｌｕｔｈ，１９８７；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Ｇａｒｆｉｎｋｌｅ，１９９４）。通过对该系
统进行微调，也可以将其应用于培训系统。

本文主要是描述支持后工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

教学理论和技术，而且还将：１）描述基于戴维·梅
瑞尔（Ｍ．ＤａｖｉｄＭｅｒｒｉｌｌ）的“首要教学原理”（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的通用教学方法（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２）讨
论在特定情境下的适应性方法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和解决通用教学方法存在的明显矛盾；３）描述后工
业教学范式的核心理念（ｃｏｒｅｉｄｅａｓ）；４）讨论基于任
务的教学（ＴＢＩ）的重要性及其问题；５）探讨后工业
教学的设想，包括多个主要的教学策略；６）描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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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习者和技术在新范式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二、通用的教学方法

梅瑞尔 （Ｍｅｒｒｉｌ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提出了一套规范
性的教学原则（“首要教学原理”），用于提高所有情

境下的教学质量。

这些原则涉及的内容包括“以任务为中心”

（Ｔａｓｋ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激活”（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示范”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整合”（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等，概括如下：
１）以任务为中心的原则
该原则指教学应该运用“以任务为中心”的策

略；教学任务应该是一系列难度递增的整体性任务。

２）示范原则
该原则指教学应该向学习者提供与组成技能类

型（哪一类？如何做？发生什么？）相一致的技能示

范；示范过程要提供指导，而且这种指导要将技能的

示范与需要应用该技能的大多数情境联系起来；让

学习者积极参与同伴讨论和同伴示范；允许学习者

通过与学习内容相匹配的媒体观看示范。

３）应用原则
该原则指教学应该向学习者提供与组成技能的

类型（哪一类？如何做？发生什么？）相一致的应用

机会；向学习者提供反馈或修正反馈；提供能够逐渐

撤出的指导，用于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让学习者积

极参与同伴协作。

４）激活原则
该原则指教学应该通过让学习者回忆、描述或

展示相关先前知识或经验的方式激活他们的相关认

知结构；让学习者彼此分享先前的经验；让学习者回

忆或者获得一种能够组织新知识的结构等。

５）整合原则
该原则指教学应该通过让学习者反思、讨论或

辩论新知识或技能的方式，将新知识整合到学习者

的认知结构中；让学习者积极参与同伴评论；让学习

者创造、发明或探索个人的方式来运用所学的新知

识新技能；让学习者公开展示他们的新知识新技能

等。虽然，这些原则可普遍应用于所有教学情境中，

但运用其中任一个原则的教学方法要想获得理想的

效果，都必须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进行相应的调整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９ａ）。

比如，在“教学应该运用以任务为中心的教学

策略”原则中，“以任务为中心”的策略的实质可能

因情境的不同而不同。类似的，在“教学应该提供

指导”的原则中，指导的性质也因情境的不同而体

现出巨大的差异。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探究一下这

些变量或“情境性”。

三、情境教学方法

我们可以用多个精确度阐述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９ｂ）。比如，精确度
较低的，可以像梅瑞尔所说的那样，教学应该提供指

导。而要提高精确度的话，人们可以这样说：“在教

授过程时，如果学生的演示过程跳过了一个步骤，那

么教学者应该通过提问的方式提醒学生，使学生及

时认识到遗漏的步骤”。而当我们使用更为精确的

教学方法或原则时，通常会发现这种精确性要求教

学方法需要因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教学代理

（和教学理论家）面临的挑战是识别哪些情境适合

所选定的教学方法。此外，这些方法也可融入到由

一系列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法所组成的“方法

包”中，这样我们只需要识别哪些情境适合所选定

的“方法包”（整套方法）。

瑞格鲁斯等人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
２００９ａ）认为有两大情境类型要求从根本上采用完
全不同的“方法包”与之相适应。第一类是基于不

同教学方法的情境，如角色扮演 （ｒｏｌｅｐｌａｙ）、共同研
讨法（ｓｙｎｅｃｔｉｃｓ）、掌握学习法（ｍａｓｔｅ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直
接教学法（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冲
突解决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同伴学习（ｐｅｅｒ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体验式学习（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基于问题
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模拟学习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等。第二类是基于不同学习结
果的情境，如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理解（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ｏｎ）、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综合（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情感发展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综合性学习（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等。瑞格
鲁斯等人（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９ｃ）描述了
九种这类系列方法的“通识库”。

在本文的后面部分，我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

后工业教育范式的设想。文章首先论述了该范式的

“核心理念”，进而对该范式的设想进行了描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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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阐述了这一教育范式所涉及的关键人物的角色。

四、后工业教育范式的核心理念

以下是后工业教育范式的若干核心理念。以它

与工业时代的核心理念相对立的形式呈现，从而突

出对比两个时代教育范式的核心理念的差异。不

过，需清楚阐明的一点是，这种对立通常是不准确

的，后工业时代思维的特征更多的是“兼而有之”，

而非“非此即彼”。

（一）关注学习与关注甄别

此核心理念前面已讨论过，不再赘述。接下来

提到的所有核心理念都用于支持这一中心理念。

（二）以学习者为中心与以教师为中心

麦库姆斯等人（ＭｃＣｏｍｂｓ＆Ｗｈｉｓｌｅｒ，１９９７）对
“以学习者为中心”这一核心理念作了如下界定，即

教学要把对每个学习者的关注与对学习本身的关注

结合起来，其中对每个学习者的关注，是要关注他们

的遗传特性、个人经历、个人观点、个人背景、天赋才

能、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和个人需求等。对于学习本

身的关注，是要关注学习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关注有

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效果和学习成绩等教

学实践的那些可靠的知识。

对此，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

是为每个学习者量身定制的，并且由学习者而非教

师实施。学习者在自我指导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

用，包括对学习的反思以及在学习中进行反思。

（三）做中学与听中学

大多数学生的时间应该主要花在“真实任务”①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ｔａｓｋ）上，而不是用于听教师讲。有些人
用“学生作为‘工人’，教师作为‘经理人’，而非教师

作为‘工人’”来描述基于任务的教学（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ｙ，
２００２），其他人则用“教师作为‘身边的向导’而非
‘台上的圣人’”来描述，还有些人称之为建构主义

学习方法。

不管采用哪种说法，对于“基于任务的教学”，

最重要的一点是教学应该是活动性的、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并以自主学习为主。

（四）基于学习结果与基于学习时间

每个学生是否继续学习新主题或新技能，依据

的应该其是否达到成就标准，而不是达到一定的学

习时间。学生不应该在其达到学业成就标准之前，

就被迫进入新的学习阶段，但只要他们达到了指定

的成就标准，就应该允许他们学习新的内容。这就

可以避免工业时代教育范式中存在的学生大量时间

被浪费的不足。从“基于学习结果”的词义看，它是

一个基于标准的教育系统。掌握学习（Ｂｌｏｃｋ，
１９７１；Ｂｌｏｏｍ，１９６８，１９８１）是这一观点的早期实践。

（五）定制化教学与标准化教学

新范式提供的是定制化学习体验而非标准化学

习体验。这种新范式超越了基于学习结果的学习进

程（定制化的步调），还包括定制化的内容和方法。

在定制化教学中，所有学生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及

态度等须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学生还要有充分的

时间培养才能、兴趣及特长。

霍华德·加德纳（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９９）已经证实学
生在七大智能类型上存在着差异。他认为可以利用

学生自身最有优势的智能类型作为“切入点”来有

效地学习知识、技能和态度等 。教学方法也可根据

学习者的个人特征与偏好进行定制化变通。“个人

学习计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ｌａｎｓ）（区别于“个别
化教育计划”②）和“学习合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是定制化学习的重要工具。

（六）标准参照测试与常模参照测试

在新范式中，实施学生评价的两个目的是引导

学生学习（形成性评价）和验证学生学习成果（总结

性评价）。其中常模参照测试（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总结性评价）已经不再使用了。

形成性评价意味着要为每个学生的表现提供及

时反馈，还要及时提供提示或其他类型的指导，从而

帮助学生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总结性评价意味着在

学生达到指定任务的特定成就标准时进行验证。

（七）协作学习与独立学习

在工作场合，大多数脑力工作都以团队形式完

成，而且协作能力在工作生活、公民生活和家庭生活

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学生需要在小组学习中体

验协作。以团队化方式开展任务教学是培养学生协

作能力的绝佳机会，也是学生相互学习的良好契机。

而且，社会建构主义极力主张采用这一学习形式

（Ｐａｌｉｎｃｓａｒ，１９９８；Ｓｃａｒｄｅｍａｌｉａ＆Ｂｅｒｅｉｔｅｒ，１９９６）。
（八）愉快学习与学而生厌

在知识时代，终身学习对于提升公民生活质量

和营造健康的社区环境至关重要。热爱学习这一品

·３４·

查尔斯·瑞格鲁斯新教育范式的教学理论和技术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质极大地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发展。在工业时代教育

范式下，很多学生不喜欢学习，学校文化变成了一种

贬低、嘲笑擅长学习的学生的文化。这种思维倾向

和文化与终身学习的理念相悖。虽然终身学习已经

成为教育的流行词汇，但工业时代教育范式一直妨

碍着它的发展，后工业时代教育与培训范式则通过

引导学生热爱学习来改变这一状况。这也就要求学

生的学习动机由外部动机转向内部动机，同时也要

求采用真实的并能够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任务进行

学习，如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习。

这些核心理念是后工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重要

特征，也是后工业时代教学的普遍观点，就像梅瑞尔

提出的“首要教学原理”适用所有教学范式那样。

但他们应用的方法在不同的教育系统中可能有相当

大的差别。

五、基于任务的教学及其问题

学生的主动性或学习动力是学习的关键。不管

教师付出多少努力，如果学生不努力，那么这个学生

也将学无所成。学习的质与量和学生付出的努力直

接成正比。

工业时代的教育与培训范式与外部动机直接挂

钩，如分数评级、自修室补习、课后留校以及最糟糕

即留级或退学等。相反，出于各种原因，信息时代的

教育与培训范式强调内部动机，主要原因在于终身

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因此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的品质的

重要性，还有家庭和学校对学生的纪律约束力的下

降和外部动机有效性的降低等。因此，为了增强内

部动机，教学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而非以教师为中

心；教学应该融入“做中学”；采用学习者真正感兴

趣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通常必须是“真实”的；以

及提供协作学习的机会。如此，基于任务的教学③

的应用也就更加恰当，就像与信息时代的教育与培

训范式相适应的基础教学理论一样。

此外，考虑到基于学习结果而非基于学习时间

决定学习进程的重要性，学生应以不同的学习速率

取得进步，在特定时间学习不同的内容。这一特征

也使得“基于任务的教学”更加适用，因为该教学形

式更多的是学习者自主而非教师主导。

似乎很显然，基于任务的教学应该在新的教育

与培训范式中使用，但基于任务的教学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

我在应用基于任务的教学时，主要遇到四大问

题。大多数基于任务的教学是以协作或团队的形式

展开的，且通常根据团队的最终作品评估整个团队，

这就造成教学者难以评估和保证所有学生学到原计

划要学习的内容。另外，我还发现，团队通常会有一

名学生是“懒汉”，一点都不学。而且成员之间经常

是分工合作（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而非相互协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即他们分别做不一样的任务，因此学习到的
内容也不一样。

就个人经验而言，很少有学生能够学习到原计

划要学习的内容，对于学习进程基于学习结果的教

育系统来说，评估和确保队伍中每个学生的学习至

关重要，但这一点却很难在基于任务的教学中实现。

这一问题虽然对高等教育来说不具有普遍性，但对

于基础教育来说却是个大问题。

其次，基于任务的教学通常教授的是学习者需

要在多种情境下应用的技能（或能力），特别是复杂

的认知任务。但在基于任务的教学中，学习者通常

只能在一个项目中运用某技能一到两次，这就导致

他们在真正需要该技能的情境中很难运用。很多技

能需要经过大量练习，才能达到精通熟练或成为该

项技能的专家，但基于任务的教学很难实现这一

目标。

再次，为了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释放高级思维所

需要的有意识的认知加工进程，需要使一些技能自

动化，但基于任务的教学满足不了这样的教学需求。

最后，学生的大量时间就在这一任务的教学中

被浪费掉，如搜索信息、做额外的作业、重复运用已

经掌握的技能以及在没有充分的指导或支持的情况

下挣扎着学习等。通常，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多

的知识非常重要，这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培训中，也体

现在Ｋ１２和高等教育中。然而，这样的效率通常不
是基于任务的教学的特点。

考虑到“基于任务的教学”存在的这四个问题，

即难以确保掌握、迁移、自动化和效率，那么这是否

意味着我们应该如基施纳等人（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Ｓｗｅｌｌｅｒ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６）提出的那样，抛弃基于任务的教学
（ＴＢＩ），而继续直接教学？对此引用一个著名的广
告词：“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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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工业教学范式的设想

（一）任务与教学空间

想象一下，在基于计算机模拟情境（即“任务空

间”）中做真实任务的一组学生，很快需要在任务中

填补学习差距（如知识、技能、理解、价值、态度、性

情等）。再想象一下，如果学生可以冻结时间，并且

有虚拟的指导者及时提供定制化的指导，能单独培

养每个学生的技能或理解力（即“教学空间”）。

研究表明，教学中告知学生如何运用一项技能，

并向他们示范在多种情境中如何使用，以及提供伴

有及时反馈的多种情境下的练习机会，这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技能的学习（Ｍｅｒｒｉｌｌ，１９８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Ｆａｕｓｔ，１９７９）。因此，学生就可以将所
学技能推广或迁移到现实生活的相应情境中。

所有学生都需要持续练习直至达到掌握该技能

的标准，这和可汗学院（ｗｗｗ．ｋｈ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ｃｏｍ）的
形式类似。一旦达到标准，学生就可以返回到没有

冻结时间的任务空间，将所学技能应用到任务中，然

后继续努力，直到碰到下个学习差距，这种“做 －学
－做”的过程循环往复。而经过充分验证的教学理
论已经能为任务空间和教学空间的设计提供指导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１９９９ｂ；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 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
２００９ｃ）。

如此，我们就超越了工业时代的典型思维即

“非此即彼”，迈入更适合信息时代的较为复杂的

“兼而有之”的思维。我们所用的教学理论融合了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与模式的精华，

聚焦于个体能力的掌握，还避免了过去许多掌握学

习项目的碎片化特征。

（二）团队评估和个体评估

基于任务的教学常见的一个问题是根据团队作

品的质量评估学生。因为这会使得你不知道哪个学

生掌握了哪种技能，也无从获得关于学生具备何种

能力的任何线索，也无法帮助他们将这些能力迁移

到可能需要这些技能的其他情境中。因此，团队评

估虽然重要，个体评估也不可或缺。对此，教学空间

提供了非常好的满足这一需求的契机。就像任务空

间一样，教学空间是以学习绩效为导向的，让学生持

续练习（为获取及时、定制化的反馈和真实性，这种

练习主要在计算机模拟情境中进行）直到学生连续

达到学业标准所要求的若干正确表现的标准。形成

性评价通常针对学生不正确的表现及时提示，从而

促进学生更深层次的认知加工和理解。若技能的自

动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至关重要，那就需要有绩效
速度的标准与之匹配。这样，学生评估就能完全融

入教学中，在执行个体评估时就不会浪费时间，而且

评估能确保每个学生都达到各个情境下所要求的

标准。

当某种表现无法通过计算机完成时（如芭蕾表

演），专家可携带有评价量规的手持设备，在观察学

生表现时填写评估量表，并在表现的恰当时机实施

形成性评价，若需要进一步评价学生，则可在适当时

候，允许学生在子标准上重新尝试，信息也会随之自

动输入到存储学生成绩记录的计算机系统中，学生

和其他授权的用户都能够访问。

（三）任务空间的教学理论

经过验证的对于任务空间设计的指导理论，包

括任务空间的普遍性和情境原则有很多（Ｂａｒｒｏｗｓ，
１９８６；Ｂａｒｒｏｗｓ＆Ｔａｍｂｌｙｎ，１９８０；Ｄｕｆｆｙ＆Ｒａｙｍｅｒ，
２０１０；Ｊｏｎａｓｓｅｎ，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Ｓａｖｅｒｙ，２００９），这些指
导理论包括如何在适当的复杂程度下选择合适的任

务、组建小团队、如何自主学习、教师应该做什么以

及如何完成任务报告等。

“计算机模拟”通常在创造和支撑任务环境方

面非常有效，但任务空间可以全部由真实世界中的

地点、对象和人组成（基于场所的学习），或者是计

算机模拟和真实环境的结合。“ＳＴＡＲＬＥＧＡＣＹ”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就是一个面向项目空间的基
于计算机模拟的不错的案例。

（四）教学空间的教学理论

教学空间中教学策略的选择主要根据涉及的学

习类型（即教学目标）确定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
ｍａｎ，２００９ｃ）。如果教学的目标是记忆知识（Ｍｅｍｏ
ｒｉｚａｔｉｏ），那么训练和练习是非常有效的（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１９９０），包括知识编组、重复提示和记忆技巧。如果
教学目标是为了应用技能（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则一般性
的指导、举例、实践和及时反馈是最有效的（Ｍｅｒｒｉｌｌ，
１９８３；Ｒｏｍｉｓｚ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９）。如果是为了“理解概
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将新的概念与学生
认知结构中已有概念相联系则需要使用类比、上下

文情境（先行组织者）、比较和对照、分析部分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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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以及基于理解维度等技巧和方法（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１９８３）。如果是为了“了解理论”（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那么通过探究原因（解释）、影响（预测）
和解决方案（问题解决）可以很好地学习因果关系，

通过描述自然过程中事件的顺序可以更加容易理解

自然过程（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８９）。
这些教学策略的有效性、效率和吸引力已经得

到了较充分的验证，而且这些策略最好通过基于计

算机的教程、模拟和游戏等方式实施。

再一次强调，这仅仅是后工业教学范式的设想。

我鼓励读者尝试思考其他能够满足后工业时代的需

求的设想，这些需求包括内在动机、定制化、基于学

习结果的学习进程、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等。要实

现这些内容，需要考虑新教学范式中各个角色发生

转变的方式。

七、后工业教育范式的关键角色④

教师、学生或技术的角色很可能发生转变。接

下来简单描述这些角色。

（一）教师的新角色

在新教学范式中，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从“讲台上的圣人”，转变成了“身边的指导

者”。目前，我认为作为一个指导者，教师主要扮演

三种角色。第一种是学生任务的设计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ｙ，
２００２）。学生任务包括在任务空间和教学空间均需
完成的内容。第二种是学习进程的促进者，包括帮

助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在适当时候指导或提供

脚手架支持学生的学习，促进讨论与反思，以及合理

安排人力物力资源。第三种可能是开放教育领域最

重要的，即教师应是一位爱心导师，关心学生的全面

发展。

教师作为设计者、促进者和指导者仅仅是教师

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中的三种，不是教师均需扮演

所有角色。受过不同类型和层级的训练、拥有不同

类型和级别的专业技能的教师可能专注于其中的一

个或两个角色。

（二）学生的新角色

首先，学习是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学生必须付

出努力，教师不能代替学生付出努力。这也是为什

么施莱第（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ｙ，２００２）认为新范式中“学生是
任务执行者而非教师，教师是学生任务的设计者”。

其次，学生要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教师要帮助

每个学生成为自我指导和自我激励的学习者。学生

从出生到第一次上学本就是自我激励的学习者。但

是，工业时代的范式通过移除所有自我定向性，安排

与他们生活无关而又无聊的学习内容，系统地摧毁

了这种自我激励精神。相反，后工业系统通过在与

生活相关又有趣的任务情境中的自我定向性和学习

主动性来培育自我激励精神。而且学生的学习动机

是教育生产力和帮助学生实现自身潜能的关键，能

极大地减少纪律及其他不良习惯等问题。

第三，人们常说，学会一件事情的最好途径是教

授之。学生可能是学校体系中最未充分利用的资

源。而且，通常来说，刚学会了某些内容的人，即学

即教，要比那些很久前学习了该内容的人，再来帮助

他人学习该内容的效果更好。除了年龄大的学生当

小老师外，同伴之间可以在协作项目中互相学习，也

可以作为同侪导师。

因此，学生的新角色包括工作者、自我指导的学

习者和教师。

（三）技术的新角色

目前，技术主要有四种新角色，能够使新教学范

式更具可行性和成本效益（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
ｍａｎ，２００９ｃ；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接下来针对基础教育领域描述技术的每种角

色，但这些角色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企业培训、军

事训练以及其他情境的教育与培训。

１．学生学习的记录工具
基于学习结果的学习进程要求做好每个学生的

学习记录，而技术能够帮助教师节省大量时间。在

这个角色中，技术代替了当前流行的学习成绩报告

单，改用以下三类清单来体现学生的学习进程。首

先，它有一个“标准清单”，包括所要求的教育标准

（国家的、州的和地方的）和一些可选的教育标准供

教师、学生和家长选择。这些标准被分解为一个个

达标要求，并以“学习领域地图”的方式呈现，与可

汗学院的做法相似。域理论（Ｂｕｎｄ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ｅｙ，＆
ＭｃＢｒｉｄｅ，２００９）对于设计这种技术工具极具可操作
性。“学习领域地图”展示了一系列应该达到或能

够掌握的学习要求，同时列出所能够达到的学习要

求的层次或标准等。其次，它还有一个“个人达标

清单”，记录着每个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技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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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它标出了每个学生在标准清单中所列出的每

项达标要求的进步状况，这不仅表明达成每项标准

的时间、具体要求以及各个领域内的后续要求等，还

给出了每个达标的证据链接（以总结性数据或原始

作品的形式）。第三是“个人特征清单”，记录了影

响学生学习的个性特质，如学习风格、多元智能的分

布、特殊需求、学生兴趣和目标以及重大的生活事件

等（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９ｃ；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２．学生学习的规划工具
对教师来说，为所有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或

学习合同非常困难。因此，技术再次扮演了理想的

角色，即学生学习的规划工具。它能够帮助学生、家

长和教师：１）制订长期目标；２）查明学生达标情况；
３）综合考虑要求、长期目标、兴趣和机遇等因素，从
中选择学生想要取得的（短期）目标；４）确定或创设
为取得短期目标的任务；５）确定并与其他有兴趣参
与该任务的学生进行合作（若想要或需要合作），还

明确所有队员要扮演的角色；６）明确教师、家长和
其他指导者在支持学生的任务学习过程中可能要扮

演的角色；７）制定学习合同，明确目标、任务、团队、
学生角色和责任、家长和教师的角色、评估方法以及

每项任务的截止日期等（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３．促进学生学习的教学工具
如果教师不得不像工业时代范式那样一直担任

教学代理，试图指导２５名学生在任何时间地点学习
不同的内容，这对于教师来说非常困难。但技术可

以在任务空间中将任务介绍给学生或学习小组，在

教学空间的任务中提供教学工具（如模拟、辅导、操

练、研究工具、交流工具和学习材料）用于辅助学

习，提供控制和支持学生任务进展的工具，甚至提供

帮助教师和其他教职人员制定新任务和制作教学工

具的工具。技术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学生提

供以上所有的帮助。教学理论对于指导这些工具的

设计极其重要（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４．学生学习的评估工具
实施学生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对于教师

可能又是一场噩梦，因为学生并非同时参加指定的

测验。但是，技术可以再次使教师如释重负。首先，

如前所述，评估是融合到日常教学中的，大量的学业

表现既可用于形成性评价也可用于总结性评价。其

次，评估呈现的是真实性任务，学生在其中展示他们

个人的知识、理解力和技能。第三，不管是在模拟或

辅导还是操练中，技术的用途在于评估每个表现是

否与标准相契合，并及时提供形成性反馈给学生，从

而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当学生的学习表现

在ｙ个达标要求中达标了 ｘ个，总结性评价就完成
了，相应的达标要求则自动在学生的个人达标清单

中核对。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技术不能进行评估，

那么观察者就会带有评估量规的手持设备，针对学

生的表现当面提供及时的反馈，手持设备的信息上

传到存储学生个人信息的计算机系统中。所以技术

此时的角色就是帮助教师实施评估，并将评估结果

与标准联结起来（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注意，这四种角色（功能）是无缝对接的（Ｒｅｉｇｅ

ｌｕｔｈ＆ＣａｒｒＣ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９ｃ）。学习记录工具能够
自动为规划工具提供信息，规划工具确定哪些教学

工具可用，评估工具又是整合到教学工具中的，而且

评估工具还可自动将信息输入到学习记录工具中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ａｔｓｏｎ，Ｌｅｅ，＆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２００７）。

在早期的论文中，我们用“学习管理系统”

（ＬＭＳ）这个词来表述这种全面的、定制化的、整合性
的工具，但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以教师为中心的

课程管理系统。因此，为避免混乱，我们决定称之为

“定制化整合教育系统”（ＰＩＥＳ）。
定制化整合教育系统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这些“第二”角色包括沟
通工具（如电子邮件、博客、网站、讨论板、维基、白

板、即时信息、播客和视频广播等）、ＰＩＥＳ管理（提供
访问信息和当局的权限，根据角色和信息类型输入

信息）、学生的一般数据（家庭地址，父母或监护人

信息，辅导教师和学校，学生的位置或出勤情况、健

康信息）、学校的人事信息（地址、证明和奖励、位

置、分配的学生、编撰的工具、学生的评价、教师职业

发展规划和记录，教学工具仓库，学生获得的奖励）

以及其他。

显然，技术在后工业教育范式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相较当前工业时代范式下每年每生所花费的成

本，技术很可能会以更低的成本极大地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益，就像电子表格使会计的工作更快、更简

单、更经济以及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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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定制化整合教育系统将使教师的工作更

快、更容易、更经济以及更有趣，但技术需要教学理

论实现其潜在的价值。

八、小结

在后工业时代，我们需要将大多数的教育和培

训系统从分类学生的教育系统转变为最大化促进学

习的教育系统，从基于学习时间的学习进程转变为

基于学习结果的学习进程，而这种转变需要教学理

论和教学技术的进步。

梅瑞尔的“首要教学原理”（即以任务为中心的

原则、激活原则、示范原则、应用原则和整合原则）

对高质量教学的最重要的特点做了较好的总结（尽

管一般）。为获得更多精细的指导，我们必须注意

到，“情境性”决定着教学方法应该因情境而有所区

别。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些原则的运用主要基于不

同的教学手段（不同的教学途径）和不同的教学目

标（不同的学习结果或学习类型）。

了解新教学范式更全面的设想是有帮助的。我

认为这样的一个新范式应具备以下核心理念：“关

注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做中学”“基于学习结

果的学习进程”“定制化教学”“标准参照测验”“协

作化学习”和“愉快学习”等。

随后，针对这些核心理念的可能的实践，我提出

了一个教学设想，它描绘了任务和教学空间、团队评

估和个体评估、用于任务空间的教学策略以及用于

教学空间的教学策略等。

本文最后总结了新教学范式的一系列关键角

色。教师的新角色包括学生任务的设计者、学习进

程的促进者以及爱心导师。学生的新角色包括工作

者、自我指导的学习者和教师。技术的四种主要的

新角色中，第一个是学生学习的记录工具，包括提供

“标准清单”“个人达标清单”以及“个人特征清

单”；第二个是学生学习的规划工具，包括帮助学

生、家长和教师确定或制订：１）学生能够达到的长
期目标；２）学生已达成的学习要求；３）接下来的学
习合同中要达到的学习要求；４）为达成这些要求的
任务；５）其他能够组队合作的学生、教师和家长的
角色；以及６）制订学习合同等。第三个是帮助学生
学习的教学工具，包括用于任务空间和教学空间的

多种类型的工具。第四个是针对学生学习的评估工

具，学生的学习评估是整合到日常教学中的，采用真

实任务和演示，验证达标要求以及提供形成性反馈。

目前已有很多能够指导设计新教学范式的教学

理论，尚有很多有待学习。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更好

地解决学习的强烈情感基础（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１９９７），促
进情感和社会属性的发展，提升积极态度、价值观、

道德观和伦理等。我希望读者您能够迎接挑战，进

一步推动相关专业知识的发展，提高我们的能力，从

而帮助每个学生实现其个人的潜能。

（翻译：马珊珊，顾小清）

［注释］

① 真实性任务包括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基

于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基于问答的学习以及所有基于绩

效的学习或做中学等。

② 个别化教育计划或个别化教育项目，主要用于特殊教育。

③ 我使用“基于任务的教学”而不是“基于任务的学习”，是因

为后者是指向学习者的，前者是指向教师或教学系统的，是用于支

持学习的。此外，我使用ＴＢＩ这一术语广泛地囊括了基于项目的学

习、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基于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以及基

于问答的学习等。

④ 关键角色的选择主要依据如下：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２００９）及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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