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板块三串式”有效教学设计之
行动研究

　 　 一、基本概况

课题名称：中学“板块三串式”有效教学设计之行动研究
课题类别：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
课题主持人：常州市新北区教研室　 万荣庆
核心组成员：赵国琴　 　 副组长　 　 新北区教研室　 　 　 语文、政史地

周文雅　 副组长　 新北区教研室　 音体美
薛国民 新北区教研室 英语
吴亚红 新北区实验中学 数学
万茂如 新北区薛家中学 理化生
龚云良 新北区百丈中学 物理

研究周期：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结题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二、主要内容

　 　 （一）研究价值
目前我国各级教研部门、各中学都在积极投入课改，进行改进教师教学设计，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的实践，但纵观国内外一些教学设计案例，我们仍发现在这些设计中，虽
关注教学材料（学生学习材料），亦关注教学的方式，及教学效果反馈的描述，但仍难有
较明确的操作方式。

在一次对全区教师的教学设计情况全面调研分析后发现，有９０％的教师的书面设
计仅关注教学材料（或学生学习材料），对于教学方式特别是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学效果
的反馈设计方式单一，甚至缺失，直接造成课堂教学的随意性较大，指向性不明。随着
新课改实施的深化，迫切需要吸收有关教学设计的理论成果，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应用
性研究，探索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课堂教学设计操作方式，为广大教师创造性地进行
教学设计提供具体的专业支持。

我们在分析国内外一些典型的教学设计后提出：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必须转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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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教学设计方式，明晰教学设计中关键要素：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教
到什么程度（学到什么程度），并对各部分做出整体安排，形成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可操
作的一种教学设计流程。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研究目标
１． 各学科形成板块式的、可操作的、清晰的教学设计结构。
２． 提升教师重组教材的能力。
３． 实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领者角色，提升任务导向性问题的设计能力。
４． 实现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学习主体性，体现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５． 通过合适的师生互动反馈设计，提升教学目标达成度。
６． 实现学科备课组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研究内容
１． 依据课标对教材内容重组分析之研究
２． 针对学习材料设计恰当有效的任务性问题之研究。
３． 教学目标融合于教学过程的学生学习活动方式之研究。
４． 学生学习活动效果多样的反馈方式之研究。
５． “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下的课堂教学方式之研究。
６． “板块三串式”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在课堂教学中呈现的有效性评价之研究。
７． 学科备课组活动的有效性研究。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策略
（１）调研现状分析：采用现场查看，调查问卷，个别访谈方式进行前期现状分析工

作。召开现状分析通报会
（２）理论学习：学习国内外教学设计理论及当前较有影响的教学设计案例，课题组

研究成员定期作学习专题交流。提出“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的初结构及操作的要求，
召开课题论证分析会

（３）选点实验：选择全区数学学科、孝都中学、魏村中学所有学科进行试点研究，并
对“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进行修改。

（４）全面研究１：
①全面推进教学设计结构，统一提供“板块三串式”设计样稿，并统一发放教师的备

课本。
②组织对所有学科教研组长、行政人员进行案例式培训。
③分批到各校进行“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解读与再解读，提供各学科的精品设计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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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选择五所学校（龙虎塘中学、孟河中学、魏村中学、安家中学、薛家中学）的七年级
同时尝试“板块三串式”设计结构下小组学习试点，并初步提供“板块三串式”设计结构
下的观察量表。

（５）阶段反思：
①对全区中学“板块三串式”教学结构再次调研分析，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召开课

题阶段分析会。
②下发推进工作方案，行政推动。
（６）全面研究２：
①由学科核心组成员系统积累“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案例及练习设计。
②全面进行“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下的课堂教学方式及课堂观察的实践。
③推进备课组活动的“一备二上”课题研究方式。
④各教师逐步形成自觉行动。

　 　 三、实践举措

　 　 （一）前期研究工作
我们认真学习相关教学设计理论，阅读了国内外有关教学设计书籍，包括［美］加

里． Ｄ．鲍里奇的《有效教学方法》，我们提炼出影响一堂课的五个关键因素：①清晰地授
课②任务驱动③多样化学习④学生积极投入⑤确保成功率。理出了教学设计的核心
要素：知识主线（目标）、学习任务、活动方式、效果反馈。

经过对比分析，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学设计基础上，形成了中学“板块三串式”的设
计结构框架：

“板块设计”是解决教学设计中如何对学生学习任务进行整体思考的逻辑结构设
计。“三串设计”是针对每一个板块的学习任务如何展开教与学活动的具体设计，分为：
①教师的有效问题串设计；②针对每个问题学生的有效活动串设计；③针对每个活动后
目标达成反馈串设计，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该设计结构的理论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并被人大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得到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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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为了加快对该设计结构的实践研究，我们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并申报江苏省
十二五教科院规划办研究课题。该课题于２０１２年２月正式确定为江苏省十二五教科
院规划办立项课题，批准号为：Ｄ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０３５。
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８月，我们在孝都中学、圩塘中学各学科，区初中数学学科，开展“板

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的备课实验，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于２０１２年８
月，课题组认真分析当时的备课，对教师的备课本进行了重新设计，并召集部分教师进
行分析座谈后在全区进行了实验推广。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该研究课题由常州市教研室理论组组长龚国胜老师等组成的

专家组，在三井实验小学进行了开题论证。
　 　 （二）重点进行“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实践研究
１． 座谈分析，调整设计结构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们召开部分教师座谈，了解到部分教

师对该设计结构各板块的理解仍较模糊，问题主要集中在设计问题、目标达成不知如何
描述。对此，课题组分析出的原因是我们没能清晰的拓宽解释。为此，我们分析后对该
设计结构作了调整（下表）。

任务性问题设计：可任务、可问题、可活动
交流反馈设计：教师巡视发现典型资源、典型资源呈现方式、教师归纳提升什么、观察学
习效果
２． 开展“板块三串”设计结构的再解读。课题组组织全区中学教研组长集中于实

验中学，由课题主持人万荣庆老师对中学各学科备课设计结构再次解读。同时，由核心
组成员分别对各学科组长进行设计结构讨论，并由教研组长回校后进行深入的二次解
读。课题组核心成员随即分别深入到各中学进行调研、解读。

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区中学各学科，基本上依“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进行备
课，呈现了大量的精品案例，以此结构撰写的研究性文章，被人大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十
多篇在核心期刊发表。并被邀请至陕西师范大学、青海共和州、常州市名师大学堂作全
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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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行“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下的课堂实施行为方式的研究
１． 选点研究。在分析上述问题后，结合“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的特征，结合

当前较为有效的小组学习形态来强化“板块三串式”设计结构的落实，在结合区域特点
的基础上，我们对龙虎塘中学、安家中学、魏村中学、小河中学（龙虎塘中学教学质量较
好，班容量较大，安家中学、魏村中学教学质量中等，班容量中等，小河中学教学质量较
差，班容量较小）四所不同特征的学校进行显现分组实验，其余学校为隐性分组实验，研
究“板块三串”结构下的小组学习。并逐步形成课堂小组学习方式的基本操作策略：

（１）分组策略：选择较为合理的４人一组，形式有显性和隐性两种。
（２）明晰小组学习的多样方式：
这里的小组学习方式至少有四种：一是小组内各成员独立倾听教师讲课；二是小组

内成员独立思考（操作）；三是小组内同伴交流互帮互纠；四是小组成员间集体合作探
究。这些学习方式的不同选择。

（３）学习方式的适合性。
研究表明，独立学习也许最适合练习和训练性任务，两个学生组成一对（同伴）最适

合认知性问题解决类型的任务，而小组合作学习（４ － ６名学生）最适合应用性和扩展性
学习任务，全班学习最适合传递和控制信息。

（４）小组学习任务的呈现策略（略）
２０１３年４月起，教研员分工到全区各中学，对全体教师进行“板块三串式”教学设

计结构下小组学习的解读，并在每所学校解读后的第二周，教研员就深入到该校以“一
备二上”方式，进行课例分析研究。一备：就是如何以“板块三串式”结构集体备课，二
上：就是在此结构下，以小组学习形式第一次试上后集体评议，再由该教师下午继续上，
集体分析前后的变化。
２０１３年３月，为推进该项工作，课题组着力研究两项工作：一是开展分管校长的课

堂转型公开研究课活动，全区１５所中学的分管教学校长于龙虎塘中学，共同研究“板块
三串式”结构下的小组学习。二是课题组加大对学校的调研和指导。至２０１３年６月，
课题组对其中１０所学校进行了课堂调研，并当场与学科组长反馈相关情况。
２． 深入开展课例的研究。课题组成员于３月份深入各学校，对多位教师的备课进

行深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概念课，专题课，复习课中“板块三串”备课的结
构。

为了验证课题的实验效果，课题组组织开展了近３００节的研究课，有学校行政层面
的，有教研组长层面的，有骨干教师层面的，有新教师层面的，更有老教师层面的。课题
组核心成员亲自上观摩课，主持人万荣庆老师每年在区内、区外上实验课。
　 　 （四）加强课堂观察的研究

积极推进课堂课例观察研究。当我们的备课结构与课堂学习形态发生变化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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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帮助教师来观察课堂，也是课题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为此课题组结合板块三串教
学设计结构的特征研究制定出课堂观察量表（实验稿）。过程中，发现教师操作比较繁
锁，观课视角多，用打√的形式教师研究不深入。为此，我们对此表进行简化研究制定
出第二稿课堂观察量表在２０１３年４月，江苏省教研室鞠文灿主任和部分教研员来我区
指导课题工作，鞠主任提出该课堂观察量表，既然用量就得有科学依据，我们考虑到该
课堂观察表主要用于实践，因此，我们淡化量化，再次对该表作了修改，形成观课议课表
（如下）

“板块三串式”教学设计结构下课堂观课议课表
观　 察　 视　 角 意见与建议

视角１：
整体板块设计

１． 对教材整体结构的把握
２． 以学习视角描述学习任务与目标

视角２：
每板块中任务性
问题

３． 任务性问题的清晰呈现
４． 任务性问题的有层次性
５． 及时关注巩固性任务的设计

视角３：
学生学习
活动方式

６． 针对每一任务性问题学习方式的
适合性
７． 每位学生投入学习的状态
８． 学习团队（同伴、小组）合作效果

视角４：
目标达成
反馈方式

９． 及时巡视发现学习资源
１０． 指导学生积极投入学习
１１． 学生学习结果展示反馈方式
１２． 教师点拨归纳提升

视角５：
教师综合素养

１３． 语言表达简洁亲切、明晰机智
１４． 走进学生、关注个体
１５． 媒体技术的恰当应用

　 　 四、理性认识

１． 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教材解读能力。部分教师的教材解读能力、组织教学能力、归
纳评价能力不强，尤其是对教学内容如何转化为一种学习任务的能力缺乏，在问题串的
设计中问题设计质量偏低。
２． 进一步提升教师学校主动变革意识。本课题是区域性范围行动研究，在研究过

程中课题组成员积极性大，部分学校想研究，但还是等着上面来研究，自主研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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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大。有的教师缺乏研究动力、持之以恒的实验，特别是一些优秀教师在研究推进中
较被动。课题研究中，涉及到学生常规管理，学生的评价，研究的理想化，实验的短期效
益等，有的学校、教师归因不正确，而动摇了研究的信心。
３． 如何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生进行灵活多样化研究。
４． 深入研究设计中的具体问题。区域推进面广量大，课题所研究的对象层次不一、

任务重，使得课题研究在某些领域不能深入展开。
５． 有型框架到无框架的设计转化。

　 　 五、成果与影响

１． 形成的主要观点
（１）先进的教育理念要渗透于教师的教学行为中，就要能形成一种可操作的结构化

形式。
（２）初步形成了教学设计理论结构（见文本前面）
（３）基本形成此结构下的课堂学习形态（见文本前面）
（４）形成了一些可操作的实施策略
“板块”设计策略、“任务性问题”设计策略、“学生学习方式”设计策略、“反馈交流

方式”设计策略、学习任务的呈现策略、课堂小组学习分组策略、课堂小组学习合作策
略等
２． 形成新的课堂观课议课表（见上）
３． 促进教师上课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１）缩短了新教师上课的适应期。
（２）转变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
（３）教师的教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４． 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
５． 提高了区域教研的质量
６． 部分论文、课例、讲座成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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