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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简介 

为进一步推动“学习学”的基础教育理论研究，使“学习与思维”

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北京

教育学院于 2019年 5月 18日成立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学习与思

维教育研究中心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31名，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传

承、发展、创新和应用”的研究理念，传承我国著名教育家温寒江先生

在“学习与思维”研究中所形成的宝贵的学术财富、精神财富和方法论

财富，尊重与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教育规律，致力于发展与创新“学习与

思维”相关教育理论，并聚焦学习与思维实践问题开展“学习与思维”

教师教学培训。 

2021年 5月，中心出版五卷本“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书研究成

果，并开发《学习学原理》《学习与思维基础理论》《学习与思维教学策

略》《学习与思维教学案例》四门课程共 25个主题明确、内容连贯的课

程模块。丛书理论研究成果与课程开发应用模块积极回应了习近平总书

记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和教师如何培育学生等重大时代命题，充分吸收了

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信息技术科学、学习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新思

想和新成果，基于育人方式变革的时代背景，为教师提供了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基础理论、有效策略和实践案例，切实助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建设，以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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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学原理》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包括学习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历程与意义和核心观点五

个模块。课程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认知神经科

学为依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揭示人的全

面发展与思维的关系以及学生学习的规律与特点。本课程配套有全部学

习讲义与学习课件资源，适宜广大中小学一线教育工作者参考使用。 

 

 培训对象 

基础教育领域一线学校校长与教师 

 

 课时安排 

2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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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师简介 
 

� 肖韵竹，《学

习学原理》课程主

讲教师。北京教育

学院党委书记，兼

任北京市教育学会

学习与思维研究会

理事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 滕利君，《学习学原理》

课程主讲教师。北京教育

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研

究方向为数学教育。 

 

� 陈崴，《学习学原理》课

程主讲教师。北京市宣

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

小学书记，研究方向为

思想政治教育。 

 

 

� 郝玉伟，《学习学原理》

课程主讲教师。北京教育学

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校长，

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 王振先，《学习学原理》

英文课程主讲教师。北京

教育学院外事办主任，研

究方向为英语教育。 

 

 

� 李军，《学

习学原理》课

程负责人。北

京教育学院

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历

史教育。 

 

� 杨建伟，

《学习学原

理》课程主讲

教师。北京教

育学院信息科

学与技术教育

学院讲师，研

究方向为信息技术学。 

 

� 白 永 然 ，

《 学 习 学

原理》课程

主讲教师。

北 京 市 房

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研究方向

为教育学原理。 

 

� 王延梅，

《 学 习 学 原

理》课程助理

教师。北京教

育学院党政办

公室科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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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课程方案 

《学习学原理》 

一、课程目标 

1.了解温寒江先生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探索

解决基础教育所存在共性问题的研究历程，在学习和工作中传承温寒江先

生的问题意识、学习态度、创新品格、实验精神和服务意识。 

2.掌握学习过程中以思维为中心，由思维、技能、能力、创新能力与智

力共同组成的基本概念体系，为进一步探索学习与思维理论发展和实践应

用的新思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3.理解学习学体系中的六大基本原理（工作记忆原理、学习的迁移原

理、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能力发展的多层次原理、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原

理和学习的主体性原理），进一步做好相关理论成果的教学转化和课程推广。 

二、课程内容要点 

温寒江先生从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以脑

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的形象思维为切入点，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持续开展了脑科学在教育应用中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

学”理论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学习学原理》主要沿着温塞江先

生从事科学研究“基础--初耕--再耕--深耕--精耕”的实践历程，阐释其关于

学习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 

三、课时分配与教学方式： 

《学习学原理》主要包括五个关键模块，授课时间共 20 课时，主要学

习模块内容与时间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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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学习学的研究历程与意义（4 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学习与思维的研究历程，理解“学习与思维”

问题的ᨀ出背景。 

（二）课时分配： 

1. 学习学的研究对象（1 课时） 

2. 学习学的研究历程（2 课时） 

3. 学习学的研究意义（1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本节内容采用在线学习方式以讲授法进行讲解。 

模块二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16 课时） 

（一）教学目标：掌握学习与思维理论的核心观点，以及观点之间的

相互关系。 

（二）课时分配： 

1. 形象思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4 课时） 

2. 创造性思维及其教学新模式（4 课时） 

3. 学习与思维理论的关键概念（4 课时） 

4. 学习与思维的六大基本原理（4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本节内容为主要ᨀ供教学微案例，在案例基础

上采用讲授法。 

四、教学资源与条件 

（一）教学资源 

1.本课程教学资源一为《学习学/脑科学·思维·教育丛书》（上下册），

温寒江著，教育科学出版，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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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 2018 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习学（上卷）》

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

依据，以中小幼主要学科教学为实验平台，界定了思维的概念，并且以思

维为核心，研究了思维与技能、能力的关系和能力ᨀ升与发展的策略，形

成了以思维为中心，由思维、技能、能力、创新能力、智力共同组成的基

本概念体系。《学习学（下卷）》解决了“什么是学习”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该书ᨀ出，学习是一种认识过程，思维是这个过程的核心，技能、能力是

它的两翼，知识是认识的主要成果。该书将学习问题的研究成果，概括为

六个基本原理，即思维的基本法则、学习的迁移原理、学习的基本过程原

理、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原理、能力发展的多层次原理和学习的主体性原理。 

2.本课程教学资源二为《用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教育/脑科学·思维·教

育丛书》，温寒江等主编，教育科学出版，2016 年版。 

本书选取了丛书主要学科作者的代表性文章，分为专题阐释、学科教

改报告两部分内容。从理论上对课题思想和典型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

述，再从一线专家型教师的教学实践出发，对研究成果和实验内容进行了

总结和分析，辅之以典型情境和问题解决的具体阐释。《用中国的故事讲中

国的教育/脑科学·思维·教育丛书》八篇理论文章和五篇实验报告相对独

立，但各篇文章均围绕课题研究和核心命题和价值判定展开，理论性和实

践性强，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3.本课程教学资源三为《学习与思维：温寒江的探索》《学习与思维：

基础理论》《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学习与思维：实践案例》，肖韵竹，

汤丰林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 5 月。 

（二）教学条件 

1.保证授课教室多媒体设备并在线上网； 

2.ᨀ供课件、讲义与习题，保证课程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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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 

本课程考核内容和方式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开卷考试，主要考点为教材内容及课堂教学要点，旨在考

察学员教师对学习与思维核心观点的掌握程度；试卷内容主要有课程授课

教师及团队集体协商出题，保证试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授课对象结业

时由项目统一进行。 

第二部分为教学小论文，主要考点为学习过程中的主要重难点进行课

下论文写作。 

（二）考核评定 

本课程考核评定按考核内容和方式由三部分组成。开卷考试试卷卷面

分为 100 分，成绩占总成绩的 60%，由教学团队集体阅卷。教学论文占总

成绩的 30%，由教学团队集体评分。授课对象考勤占总成绩的 10%，由授

课教师严格按照学员教师出勤情况进行分数判定。如下表： 

考核项目 所占比例 考核说明 

考勤及学习表现 10% 
缺勤超过四分之一不予赋分，学习表现含学

员的听课表现、发言表现等 

开卷考试成绩 60% 试卷总分为 100 分 

教学论文成绩 30% 设计总分为 100 分 

六、任课师资条件 

本课程任课主责教师（院内）：肖韵竹，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专业。 

本课程任课主责教师（院内）：李军，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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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授、博士，历史教育专业。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内）：滕利君，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任数学教育专业。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内）：杨建伟，北京教育学院信息科学与

技术教育学院，信息技术专业。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内）：王延梅，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中共党史专业。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郝玉伟，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

验学校校长，语文教育专业。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陈崴，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

一小学书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白永然，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

校教研员，教育学原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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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学习学的研究历程与意义 

一、 模块名称 

学习学的研究历程与意义 

二、 课时安排 

4 课时 

三、 模块目标 

本模块为主要阐述学习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历程与研究意义。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学习学的研究对象 

学习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脑科学的新

成果为依据，以思维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核心，探索学习可持续发展教育规

律的理论体系。 

（二）学习学的研究历程 

北京教育学院前院长温寒江教授带领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 40 余所，

从开发右脑，研究形象思维，到构建学习学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教育理

论研究和实践的新突破。以温寒江教授撰写的《学习学》为代表的 22 本著

作，标志着温寒江学习学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学习学理论推广的全面启

动。 

1990 年以后，依据脑科学的新成果，温寒江教授进行了发展形象思维

与学习问题的研究。课题研究是从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ᨀ出来的。

“八五”期间，温寒江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首先感到的问题是：中小学学生

对语文、地理等学科的学习，感到枯燥乏味、没有兴趣，对平面几何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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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认为抽象难懂。随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逐渐概括出了基础教育中所存

在的问题：在实践上，课堂教学相当普遍地存在四种现象：枯燥乏味，抽

象难懂，死记硬背，高分低能；在理论上，现有教育理论存在八个未能解

决或未能完全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德、智、体、美）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为什么

说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 

第二，人是怎样认识客观事物和理解所学的知识的？现有理论有较大

的局限性。如不能阐明人如何领悟一首诗、一个故事或一首歌，也不能说

明如何理解正确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第三，中小学生能否培养创新能力？技能、能力、创新能力内在联系

的机制是什么？ 

第四，学习从已知到未知，新旧知识内在联系的机制是什么？（当时

国外有多种学习迁移理论，但没有统一的学习迁移理论） 

第五，学习是一种认识过程，关于学科学习过程的理论，有的学科存

在缺失，如语文、几何；有的学科尚不清楚，如体育、音乐、美术。 

第六，教育要信息化。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原理、方法、特点

是什么？ 

第七，学习是否可以持续？中小学各科教学存在教学难点，如何化解

教学难点？ 

第八，学习脱离实际的理论根源是什么？ 

上述这些问题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

在，已严重地影响教育质量的ᨀ高和素质教育的发展。课题研究的指导思

想主要有两个。最初，温寒江教授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

胡锦涛同志ᨀ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又把科学发展观也作为课题研究的指导

思想。课题研究与实验的目标是让青少年的智力得到最佳发展；教会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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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课题的研究有三大特点。第一，以脑科学

的新成果为科学依据；第二，有中国特色；第三，一边搞理论研究，一边

进行教学实验，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课题的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八五”期间，首先进行了形象思

维基本理论的研究，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1）形象思维的科学依据；（2）

形象思维的一般概念与特点（“十五”期间对思维定义作了修改）；（3）形象

思维的普遍性；（4）发展形象思维的重要意义；（5）形象思维的一般方法；

（6）形象思维的产生——观察与直觉；（7）形象思维的表达；（8）形象思

维与教学等，初步形成了形象思维的理论框架。研究成果为《开发右脑—

—发展形象思维的理论与实践》中第一编《形象思维概论》。 

“九五”期间，温寒江教授研究了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根据

思维发展的全面性分析了创造过程的思维活动，将创造性思维定义为“创造

性思维是创造过程的思维活动，它主要是两种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

新颖的、灵活的、有机的结合。”从而对创造性思维的理解获得了一个比较

全面、可操作性强的概念。接着又总结了培养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初步经验，阐述了构建中小学创新教育体系的目标、原则和途径，

ᨀ出了中小学创新教育体系的一个初步框架，并撰写了《构建中小学创新

教育体系》一书。 

“十五”、“十一五”期间，温寒江教授主要研究学习理论，研究的着重

点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理论的脑科学基础。着重研究了下面三个方面：（1）思维

是大脑的机能，人能进行思维，是由于大脑的两种属性。温寒江先生据此

界定了思维的定义，并以此为核心，重新界定了技能、能力、创造性思维

等基本概念。（2）“工作记忆是推理的核心”，根据工作记忆的理论ᨀ出了

“思维的基本法则”。（3）“天生的机制使儿童能获取语言”，大脑存在“语

言模块”。人在思维时就是运用语言模块形成的普遍语法进行思维，称为“语

言的思维语法规则”。这就是脑科学和学习理论相结合的基础或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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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习的基本过程——思维、技能、知识三个要素及其相互的关

系。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温寒江教授主要研究了：（1）新旧知识的衔

接是学习过程可持续的基础。课题组ᨀ出了新的学习迁移的理论，解决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外不同心理学派从各自的哲学思想、学习理论出发，

所ᨀ出的内容不统一的多种迁移理论，从而使迁移理论成为学习过程中新

旧知识（包括知识、经验、技能、能力等）衔接的一项基本原理。（2）“学

习是一种认识过程，思维是这个过程的核心，技能、能力是它的两翼，知

识是认识的主要成果。”这个学习基本过程理论，揭示了思维、技能（能力）、

知识是学习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理顺了思维、技能、知识三者的关系，

认为思维是学习过程的核心，并从心理学角度（思维、技能）阐述了从感

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两个飞跃。 

第三，学习与发展——思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于发展着重

研究了下面六个方面：（1）思维的全面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基

础，科学与艺术在思维上（形象思维）是相通的。（2）思维的协调发展主

要体现在知识与技能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学科学习中两种思维（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的协调发展。（3）现代教育媒体（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多媒体与

网络）是当代思维全面发展的好载体，媒体的变革促进了学习方式的变革。

（4）发展的层次性。技能、能力、创新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

别，是人的认识能力发展的三个不同层次，思维是三者内在联系的机制。

技能通过思维综合性的训练可以形成能力，通过思维的新颖性、灵活性训

练可以培养创新能力。因此，能力、创新能力是可以操作的，中小学可以

培养能力和创新能力，青少年智力可以得到最佳发展。（5）思维的可持续

发展。在思维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思维是可持续发展的。（6）由于思

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学科学习的难点是可以化解的。因此，学习是

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教材教法改革，ᨀ高教师素质，教师可以教会每一个

学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以上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让青少年智力得

到最佳发展》和《学习中思维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学习学》（上

下卷）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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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学习与思维的理论研究，温寒江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还进行了

下面四个方面的教学实验研究。第一，思维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的学科

特点、过程的实验研究，及构建学科教学过程模式的实验；第二，学科教

学中如何培养能力、创新能力的实验研究；第三，学科教学中思维发展起

步教学的实验研究；第四，学科教学难点分析及化解教学难点的教学实验。

这些在中、小学校进行的教学实验是对理论成果的实践验证。上述以思维

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学习理论，已不同于现有的学习理论，它

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体系，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学理论。 

（三）学习学的研究意义 

第一，学习学结合教育教学对形象思维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

究，构建了形象思维基本的理论框架。两种思维理论的ᨀ出，充分确立了

形象思维在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学校教育逐渐克服只强调抽象

思维的片面性，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第二，创造性思维是创造过程中两种思维有机结合的观点是创新能力

的核心，也是创造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建立两种思维相结合的教学新模

式、建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可以帮助扎实有效地培养

中小学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第三，学习学以对思维的研究为起点，进一步研究思维、技能、能力、

创新能力、智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学习与思维的概念体系并ᨀ出了学习

的六大原理，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性和独创性的学习学研究成果，建构了

中国特色的学习学体系。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本模块任课主责教师（院内）：肖韵竹，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本模块任课主责教师（院内）：李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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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专业； 

本模块任课团队主责教师（院外）：郝玉伟，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

验学校校长，语文教育专业。 

本模块任课团队助理教师（院内）：王延梅，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中共党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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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考问题一: 学习学的研究对象、历程与意义 

• 体验 

 

 

 

• 理论 

 

 

 

• 活动 

 

 

 

• 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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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形象思维的教学理论

与实践 

一、 模块主题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形象思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二、 课时安排 

4 课时 

三、 模块目标 

理解形象思维的科学依据、特点、方法、产生、表达，以及发展形象

思维的意义；掌握形象思维与教学过程紧密结合的方法。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形象思维的科学依据 

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和对人脑两半球功能的揭示，推

进了人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为深入研究形象思维ᨀ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

科学依据。 

实验研究发现了人脑左右半球具有两个相对独立的意识活动。“他们发

现大脑每一个半球都有其独立的意识思想链和自己的记忆。更重要的是，

他们发现大脑两半球基本上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维的，左脑倾向于用语

词进行思维，右脑则倾向于以感觉形象直接思维。”“大脑两半球具有一种

合作关系，即左脑负责语言和逻辑思维，而右脑则做一些难以换成词语的

工作，通过表象代替语言来思维。”具体地说，左脑主管抽象思维，具有语

言的、分析的、连续的和计算的能力，同抽象思维、象征性关系和对细节

的逻辑分析有关。右脑主管形象思维，与知觉和空间判断有关，具有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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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的、整体的和几何-空间鉴别能力，对复杂关系的处理远胜于左半

脑。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功能上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实验表明右

脑也存在一些语言中枢，在左脑中也存在一些视觉-空间能力控制中枢，所

以只能说大脑两半球在不同功能上有各自的优势，也就是说，更擅长某些

方面。在少数人身上，两半球这种功能还可能是对换的。就是说存在于左

半球的语言中枢、分析性思维由右脑控制，而整体性、形象性思维则由左

脑控制。据统计，左利手者中有 15%的人是这样的。 

斯佩里博士关于裂脑人实验的一系列研究，应该说是划时代的。它使

人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大大前进了。实验对人脑两半球功能的揭示，为我

们科学地构建现代教育的价值观念，改变过去仅重视语言和抽象思维而忽

视形象思维，ᨀ出“开发右脑，发展形象思维”的教学实验研究ᨀ供了一

个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使用“裂脑人实验”视频辅助讲解 

（二）形象思维的一般概念 

形象思维以表象为材料,通过对表象的加工改造（分解、组合、类比、

联想、想象）进行思维。表象有视觉表象，听觉表象，味觉表象，嗅觉表

象和运动表象等。其中视觉表现是大量的，视觉表象ᨀ供关于外部世界中

各种事物和事件的无穷无尽的丰富信息，因此，形象思维主要说的是视觉

表象思维。 

教学ᨀ示：可以和抽象思维对比讲解 

（三）形象思维的类型 

人们用自己的感官感知周围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按

表象产生的通道不同，形成多种表象，有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味觉

的、嗅觉的等。再经过大脑对不同表象的加工，产生不同的形象思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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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思维、听觉思维、触觉思维等。有实验表明：人类获取的信息 83%来

自视觉，11%来自听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这是

对一般的人来说的。对专业人员来说，由于专业不同其获得的信息类型各

不相同。视觉思维的普遍性前面已经谈到了，下面再谈一谈其他思维。 

1.听觉思维 

（1）音乐 

（2）自然声音 

2.触觉、动觉思维 

体育运动、舞蹈以及微雕等多种技能的形成，主要依靠触觉、动觉。

还有中医的切诊、音乐的弦乐演奏、盲人用触摸识读盲文等，都主要是运

用触觉思维。 

3.味觉及嗅觉思维 

通常我们饮茶、喝酒、吃饭，对于味道的感觉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

而品茶师、品酒师、美食家、名厨师、香水设计师却充分发展和运用了他

们的味觉思维、嗅觉思维。 

教学ᨀ示：小组讨论、总结，借助思维工具梳理、呈现 

（四）形象思维的特点 

1.形象性 

形象性是形象思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人们进行形象思维时，是用形

象材料、典型（ 表象） 来思维，头脑中不断涌现出形象（表象），一刻也

离不开形象，整个思维过程是形象性的。形象可以说涵盖着世界上的一切，

表象的丰富性为形象思维ᨀ供了广阔的基础。 

2.可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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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认识活动中，通过感官的作用，把从客体获得的种种信息，同头

脑中已有相关信息结合起来，进行思维加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这时，

思维是感觉与记忆的综合，思维中既有记忆的成分，也有感觉的成分。可

见，可感性是形象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可感性也称直感性。需要指出的

是，这里说的可感性，已不是感性认识中的感觉，而是感觉与记忆不断整

合所得到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以及所具有的体验和感觉。形象思维具有多

种类型，形象思维的可感性多种多样，各具特点。 

（1）节奏感  

节奏感主要见于声音，是人对声音的时间、强弱周期性变化的一种主

观感觉。人的生理活动存在节奏。节奏也是音乐、体操、舞蹈的重要因素。

许多体育运动有很强的节奏，节奏感是运动员掌握运动技术的重要思维因

素。 

（2）运动感和触觉感 

人们在运动时，肌肉、骨骼、关节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它是多种感

觉（视觉、动觉、触觉、平衡觉等）的综合，可以分为时间感和空间感。

时间感有节奏感和速度感，空间感是指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对自身身体姿

势、状态以及对认识对象的形状、距离、方位等空间特性的感觉。这些特

殊感觉是运动员经过长时间的练习而获得的，运动员凭借这些感觉能够准

确而熟练地完成运动技能。 

（3）美感 

人们欣赏自然风光，鉴赏文艺作品或品鉴人物的心灵时，各种事物会

对人的情思有所触动、激发，产生一种情绪体验-美感。美感不是一种孤立

的情绪体验，而是由多种体验交织而成的整体感受，它是一种特殊的认知

活动和心理现象。 

3.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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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健康人和脑损伤患者的调查样本中获得的证据表明，脑的右半球倾

向于总体加工，左半球倾向于局部加工。人对物体的识别主要根据它的形

状和结构特征，整体性是事物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形象思维是将一个完

整的表象作为一个单位来思维的，所以，它具有对形象或背景已经有了改

变的事物的再认能力。 

4.概括性 

在思维活动过程中，通过多次对表象的比较（类比），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可以抓住事物的基本特性或本质，这就是形象思维的概括性。 

5.跳跃性 

跳跃性是形象思维的又一个特点。逻辑思维是一步一步地有顺序地推

理下去的，是线性的，而形象思维没有一定的程序，是跳跃的、发散的。 

6.直觉性 

形象思维的直觉性是指对事物的识别、判断，它不是以规定的程序和

步骤一步一步地做出的，而是瞬间做出的。由于形象记忆是将一个完整的

表象作为一个单一的单位来处理，因此它能容纳的实际信息量是惊人的。

因此，直觉思维能同时分析大量的数据，并做出判断。直觉不仅具有敏捷

性，还具有跳跃性，它可以突破一般思维的常规，跳过某些阶段，直接识

别事物或获得最终结果，使形象思维成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中一个关键因

素。 

7.非语言性 

形象思维就像看无声电影，虽然没有语言，我们却能理解一幕幕景象。 

教学活动：小组讨论、总结，借助思维工具梳理、呈现 

（五）形象思维的方法 

 1.移动与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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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运动是事物固有的属性。移动和转动

是事物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机械运动和物理运动的形式。 

2.分解与组合 

在识别的任务中，形状与结构的分解起着首要的作用。表象的分解（分

离）、组合（整合） 成为认识事物、揭示事物内在联系和规律的一种基本

思维方法。 

3.类比与概括 

自然界、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在其形态、运动方式、功能诸多方面，

存在大量相似之处。类比就是运用事物间的这种相似性，通过形象思维比

较其同异，抓住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方

法。在思维活动过程中，通过多次对表象的比较（类比），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可以抓住事物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这就是形象思维的概括。所以类

比的方法是和概括的方法联系着的。     

4.联想 

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是一切事物和现象所共有的本性。联想就是这

样一种思维方法，它是事物普遍联系在人的头脑中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映。

联想的具体方法很多，一般分为接近联想、类比联想、对比联想，还有功

能联想、自由联想等。其中有抽象思维的联想，有形象思维的联想，有两

种思维相结合的联想。 

（1）接近联想   

（2）类似联想 

（3）对比联想 

（4）自由联想 

5.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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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人们在头脑中，把原有表象加工改造成为新的表象的思维方法。

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经常运用想象的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

问题。想象主要分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 

（1）再造想象 

再造想象是人们在阅读文艺作品或欣赏艺术作品时，根据语言的᧿述

或图形、图像在头脑中产生它们的表象。这些未感知过的事物的表象，是

以读者头脑中原有表象为材料，根据作者的᧿写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的新

表象。 

（2）创造想象 

创造想象是不依现成的语言᧿述或图像而独立地创造出新表象的思维

过程。想象的过程往往综合上述分解、组合、类比、联想等多种思维方法。 

教学ᨀ示：讲解+小组讨论 

（六）发展形象思维的重要意义 

1.形象思维的发展，是进行智力早期开发的基础 

2.形象思维是创造思维的一个决定因素 

3.发展形象思维是丰富道德情感、完善人格的重要基础 

4.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左右脑并用、更加聪明的新一代 

教学活动：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和前面的内容放在一起组内交流 

（七）形象思维的材料 

1.表象的概念 

表象又叫心象，当强调事物形象在心理活动中的再现时，又称为再现

表象或表征。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心理学家对表象下的定义为：表象是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22 
 

在物体并没有呈现的情况下，头脑中所出现的该物体的形象。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由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诞生，人们对表象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将

表象定义为形成“头脑中的图像”这种相对特殊的活动，也指积极回忆或

操纵空间表征这种更一般的非言语思维过程。 

2.表象的特征 

（1）客观性与主观性 

（2）形象性 

（3）模拟性 

（4）概括性 

（5）可操作性 

（6）优势性 

（7）非言语性 

3.表象的种类 

   （1）一般表象和个别表象 

个别表象反映个别事物的特征，而一般表象则反映许多同类事物共有

的、一般的特征。表象总是沿着从个别的向一般的方向不断发展。而一般

表象也是不断向更富有概括性的方向发展，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2）记忆表象和想象表象 

    ①记忆表象 

记忆表象是在人们过去感知的事物的基础上，当事物不在面前时，在

头脑中再现出来的事物痕迹的形象。记忆表象与感知觉相比，具有暗淡性、

不稳定性和片断性的特点，同时具有概括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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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想象表象 

想象表象是人脑在原有表象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形成的新形象，即对

记忆表象加以重新组合、融合后生成新的表象。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形

成思维了。想象表象的种类有以下几种。 

⚫ 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   

无意想象是没有特定的目的、不自觉的、低级形式的想象。这在幼儿

的想象中是常见的，梦是无意想象的极端形态。有意想象则是有一定目的

的、自觉的想象，其在人的创造性思维中起重要作用。 

⚫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 

再造想象是依据语言的᧿述或者图形、图像在头脑中产生自己不曾感

知过的事物的形象。这些未感知过的事物的表象，是以人们头脑中原有的

表象为材料，根据别人的᧿写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的新表象。 

创造性想象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创造性活动不可缺少

的重要方面。如对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艺术感受力和丰富的

想象力。 

（3）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表象以及其他感觉表象 

表象按照刺激的性质以及刺激所作用的感觉通道的不同，可分成视觉

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表象以及触觉表象、味觉表象等。由于视觉在人类

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因而心理学所研究的表象常以视觉表象为主。 

① 视觉表象 

② 听觉表象 

③ 运动表象 

④ 其他感觉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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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讲解+小组讨论、总结，借助思维工具梳理、呈现 

（八）形象思维的产生 

1.观察 

（1）观察与观察力 

什么叫观察，在抽象思维的范畴内是难以讲清楚的，因此需要从思维

的两种方式和人脑左右半球的功能，进一步研究观察与观察力问题。观察

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活动，贯穿于人们社会生活、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之中。

对于认识一个事物，视觉参与约 90%的观察活动，起着最主要的作用，但

视觉不是唯一的感觉器官，还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都是能够感知外

部世界的感官，所以观察是人脑通过人的各个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一种

认识过程。同一般认识活动一样，观察也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分。一

般情况下，人们初次的观察或表面的观察，只看到事物的现象，获得对事

物的表面的、非本质的认识，这时它只是一种感知觉，属于感性认识。当

观察继续深入，即有计划、有目的深入地观察，抓住了事物本质的特征和

规律性的联系，这时观察已不是感性认识而属于理性认识了，这就是一种

思维活动。科学的观察属于这一种。通常说的观察力，就是这种思维能力。

一般地说，观察力表现在能迅速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表现在对一些

表面似乎不相同的东西，能迅速找出他们共同的特征或彼此规律性的联系，

表现在从一些平凡事物、现象中，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特点或发现新的事

物。 

（2）观察的特点 

观察作为思维活动有主要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当人们深入的观察某一事物时，总是把现在的观察同过去多次

观察获得的表象联系起来，并且不断的进行比较、补充、修改和概括。 

第二，观察时对过去表象的加工，是右脑的功能，与左脑的功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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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由于过去表象的参与，观察能对现时知觉加以补充、修正。 

以上说明，深入的观察主要为形象思维。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许多情

况下，观察又是两种思维的结合。例如，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

在观察过程中分清主次，进行分析、综合等，则属于逻辑思维。有时两种

思维交替进行。 

2.直觉 

（1）直觉的概念 

什么是直觉？当人们对某种事物深入地进行观察，获得多次以至极为

丰富的积累（表象、经验）时，认识上能产生一种飞跃（不是必然的），当

他在一种新的变化了的情境中再次观察时，能及时做出判别，这就是直觉。

所以直觉是一种观察能力，是一种对事物的识别、判断的思维能力，是一

种形象思维。 

（2）直觉的特点 

    ①即时性 

    ②直感性 

③不能用语言来解释其过程 

教学活动：讲解+小组讨论 

（九）形象思维的表达  

思维活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是主体内在的精神活动，外界既看不见

也不知道，要使自己的思维让别人知道，进行人际间的交往和思想交流，

就需要把思维的过程或结果表达（传达）出来，把主体内在的东西变为外

在的东西，把精神活动变为物质现实。人们之间的交往、学习、交流，一

刻也不能离开人的思维的表达。 

1.形象思维的语言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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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形象思维是很普遍的，是一种主要的方式。主要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人们深入地观察、考察某一事物的变化过程、状态、

结构、性质，掌握了它的基本的、本质的特征之后，通常用语言文字以叙

述、᧿写或说明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知识。另一种就是文学，文

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形象思维表达的艺术形式。语言文字的最大特点和优

点，是具有可分离性和可组织性。用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是有局限性的。

面对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形象世界，语言的表达是贫乏的。举例来说，

仅红的颜色只有很多种，对此人们可以区别它，却难以用语言来᧿述。再

者用语言来表述图像（表象）时，不少信息丢失了，往往造成语言᧿述的

不确定性。对于许多几何图形、空间形体、空间观念，语言是难以表达的。

如一条曲线、一个不规则的立体图形、一个舞姿，用语言难以表述得十分

准确。人的情绪活动，也是语言无法精确表达的，经常是只能意会，不能

言传。 

2.形象思维的图像表达  

图像已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

是不是所有的图像、图片或模型都是形象思维的表达呢？当然不是。图像、

图片中大量的内容没有经过形象思维的加工，只是反映感性认识，但那些

对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经过深入的、细致的观察，反映事物的基本特征或

本质联系的图像、图片，则是人们理性认识（形象思维）的一种表达了。

图像的表达方式有许多特点。其一，形象性，直观性。其二，整体性。图

像总是整体的表达思维认识的成果。其三，所含信息量多。其四，对于一

个初学者来说，图像特别是带彩色的图像，容易引起学习兴趣，同时图像

也比文字更易于记忆。但是图像存在一个突出的不足，就是可分离性和可

组织性差，在这点上，它较之文字就逊色多了。所以图像表达往往同文字

表达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连贯的系统的知识。 

3.形象思维的艺术（具象）表达  

所谓具象，是作家、艺术家从他丰富的生活积累中，经过取舍ᨀ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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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形象。它不仅对众多的表象进行了加工、改造，而且融进了作家、

艺术家自己的体验和感情。所谓具象的表达，就是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

工具，把艺术家、作家的艺术构思，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用艺术形象

客观地传达出来（艺术品）。这种方式主要有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工

艺品、建筑等。 

 教学ᨀ示：案例教学 

（十）形象思维与教学过程 

    1.感知与形象思维  

学习活动从感知开始，感知是思维的源泉，感知活动是和知识的理解

联系着的，也就是和思维的形成密切联系着的。只把感知和抽象思维联系

的观点，从脑功能的理论看来，是不全面的。感知材料既是抽象思维的基

础，也是形象思维的基础。由于两种思维形成过程不同，其感知活动的作

用、特点是有区别的。从感知到抽象思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根据教材ᨀ

供丰富的、切合实际的感性材料；二是对这些材料通过比较、分析、综合、

概括形成概念；三是到了理性阶段，运用概念来思维，脱离了具体的事物。

关于形象思维，从感知到思维的特点与抽象思维不同。一是根据教学内容

ᨀ供典型的材料（不是丰富的材料）或示范动作，形成表象，如情境、图

像、图表以及演示、表演等；二是对所形成的表象，直接进行加工（分解、

组合、类比、联想、想象），不经过概念的中介；三是到了理性阶段，形象

思维过程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直观材料仍然有用。 

（1）情境教学 

文学艺术作品是用形象、图画来᧿写现实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包

括人物、景物、场面、环境和一切有形之物。语文、音乐、美术情境教学

就是根据教学内容塑造的形象来创设情境，以此来引发学生进行再造想象。 

（2）直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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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图像、图片、图表、模型、幻灯片、影视等典型材料进行直观教

学，如化学的原子结构图、电子云图，力学的物体受力图，地理的地图，

历史的插图等，通过直观的作用形成表象，结合教师生动的᧿述，引发学

生开展想象，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从二维到三维。只有直观而

没有引导，被直观而直观，是达不到教学目的的。如学生观看电子云图，

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学生只有通过想象才能理解微观世界中电子

运动的规律。 

（3）教师的演示、示范 

实验操作、体育训练时教师的演示、示范和动作姿势的图片、图解，

可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动作视觉表象。练习时，学生将自己操练动作的知觉

所产生的动作表象，对照老师的示范动作表象不断加工和调整，从而逐渐

形成准确完整的动作表象。 

2.理解与形象思维  

知识的理解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已有知识、经验（表象），在丰

富的或典型的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认识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

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过程。教学实践表明，由于忽略了形象思维在教学

过程中的作用，对许多学科知识的理解过程脱离了学科思维方式的特点，

使知识变得抽象、难懂，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怎样全面地认识学生掌握知识过程的思维活动呢？应该根据脑科学的

新成果，结合学科的思维方式进行具体研究。总的来说，知识的理解过程

是两种思维的过程，其中有的学科以抽象思维为主，有的以形象思维为主，

更多的是两种思维的有机结合。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理解过程是大家所熟悉

的，着重介绍后面两种情况。 

（1）在开展形象思维基础上,把两种思维结合起来 

在开展形象思维基础上,把两种思维结合起来，如语文、历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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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感知基础上,把两种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感知基础上,把两种思维有机的结合起来，如数学、地理以及物理、

化学、生物等学科的部分知识。 

（3）以形象思维为主 

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学科，如体育、音乐、美术。 

分析一些学科知识的理解过程，由于注意了两种思维的结合，可以发

现知识理解过程的思维活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抽象与具体形象结

合。二是想象与分析结合。三是直觉与论证结合。四是整体把握与局部分

析结合。 

教学ᨀ示：案例教学+小组讨论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本模块任课主责教师（院内）：杨建伟，北京教育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

教育学院，主要从事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ᨀ升和信息技术应用继续教

育培训工作。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30 
 

关键思考问题二: 形象思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 体验 

 

 

 

• 理论 

 

 

 

• 活动 

 

 

 

• 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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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创造性思维及其教

学新模式 

一、 模块名称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创造性思维及其教学新模式 

二、 课时安排 

4 课时 

三、 模块目标 

1. 了解培养创新能力是时代的使命，实现教育的创新要努力实现六个

转变。 

2. 了解创造力的研究历程，了解创造力研究的两个基本观点，明确创

造力、创造与创新的含义，了解创造的过程和创造与环境的关系。 

3. 了解创新能力的关键品质，了解创造性思维的一般概念、特征，以

及创造性思维概念的特点，了解创新能力的构成。 

4. 了解传统的学科教学模式，了解我国开展的教学改革实验，对国内

外创造教育的借鉴，了解两种思维相结合的学科教学创新模式。 

5. 了解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新体系，教学方法的概念与分类，重构课

内学习的教学新方法以及如何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培养创新能力是时代的使命及创造性思维的新视角 

1.培养创新能力是时代的使命 

邓小平同志 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ᨀ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论断，他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人

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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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温寒江先生带领课题组开始了培养中小学生创新能力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2.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实现教育的创新要努力实现六个转变 

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不单是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涉

及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课程结构、教材教法等一系列的问题，

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教育工程，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实现教育的创新要

有以下六个转变：第一，学习目标的转变；第二，学习方式的转变；第三，

培养模式的转变；第四，学习场域的转变；第五，学校教育职能的转变；

第六，学习手段的转变。 

3.了解创造力的研究历程。对创造力的认识：创造力就是进行创造活

动的能力。关于创造力研究的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创造力人皆有之。其

二，创造力是可以训练的。 

4.明确创造力、创造与创新的含义 

活动：讨论对创造力、创造与创新这几个相近的表述的理解 

现，也是创造性思维的外在表现。 

5.创造性思维的新视角 

创造性思维视角下的创新能力培养，要注重全面发展思维、积累丰富

的知识、培养创新精神、培养实践能力以及关注个性发展。创新能力的关

键品质：一是创新精神，即一种在创新活动中高度的劳动热情和自信心基

础上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精神；二是创造性思维，即创新过程中的思维，它

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三是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创造性思维的一般概念及

特征：创造性思维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两种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

新颖的、灵活的、有机结合的一种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的定义主要有下

面两个特点。 

1.全面性。创造性思维是创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是两种思维新颖的、

灵活的、有机的结合。“新颖性”是对思维的结果、成果、成品来说的；“灵

活性”是对思维活动的特点（多维度、多方向及发散性、变通性、跳跃性）

特点来说的；“两种思维有机结合”是对思维的类型、方法来说的，它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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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思维的种种方式、方法，因此，对创造性思维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 

2.可操作性。创造性思维的可操作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说：第一

是思维层次。思维的一个基本属性是可操作的，因此，创造性思维是可操

作的，无论思维的敏捷性（如直觉）、思维的灵活性（如想象）、思维的深

刻性（如概括、分析）、综合性等，都是可以操作的。第二是活动层次。创

造性思维训练可以同能力的培养、解决问题的练习结合起来，能力表现在

高质量的学习活动中，是多元的、发展的；课内外学科教学中，各种能力

的培养，为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因为两种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各自都有一整套思维方法。如

果每种思维各取一种方法进行组合，则有五六十种结合方式，如果把两种

方法再结合起来，则有两千多种结合形式。学习学理论ᨀ出了最主要的、

基本的结合形式，这就是：观察与分析相结合；想象与分析相结合；直觉

与论证相结合；假设与实验（分析）相结合；发散与收敛相结合；设计与

实验分析相结合；设计与制作相结合。 

活动：尝试列出一支笔的用途 

观看视频：创造性思维 

创新能力的构成：创新能力组成的基本因素——思维、知识、能力、

意志、个性研究了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构成。 

6.培养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 

动手与动脑是紧密联系的。动手能力，是根据一定目的通过双手及运

用工具，改变客观实物的状态、形状、结构、功能的实践能力（技能）。 

观看视频：《动手比动脑更有助于增强记忆》 

活动：尝试手的动作，讨论动手与思维有着怎样的联系。 

7.注重个性发展 

个性：一个人的整个心理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

和。个性作为整个心理面貌，既有与别人相同的一面，即共性，又有不同

的一面，即差异性。一般与个别是辩证的统一。兴趣、特长（特殊能力）、

创造力是个性的重要特征。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创新能力，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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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全面发展教育基础上培养创新能力的一条可行之路。 

（二）两种思维相结合的学科教学新模式 

了解传统的学科教学模式，了解我国开展的教学改革实验，对国内外创

造教育的借鉴，了解两种思维相结合的学科教学创新模式。了解培养创新

能力的教学新体系，教学方法的概念与分类，重构课内学习的教学新方法

以及如何积极开展课外活动。了解建立课内外结合的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

创新价值和意义。 

活动设计:讨论传统班级授课教学的优势与不足 

1.两种思维相结合的学科教学创新模式 

培养创新能力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工作。学习学理论认为培养创新能力

必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创造性思维，二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三是促进青少年的个性发展。 

技能或产生思维或表达思维，而知识是思维活动的结果，知识和技能

都离不开思维。在一个具体认知过程中，思维起核心作用，思维的特点决

定着教学过程的特点。教学过程的实质就是技能、思维、知识三者的动态

结构的转化过程，其中思维是这一过程的动力和灵魂。因此，研究教学模

式必须抓住思维这个核心。 

研究两种思维结合的学科教学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研

究两种思维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发展形象思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验”

课题在教学实践上的一种创新，也是课题研究在教学实践方面的重要成果。

第二，两种思维多样化的结合方式，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各种教学

广泛的发展形象思维促进两种思维的结合，将为培养创造性思维打下坚实

的基础。这是任何一种单一的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模式所不能比拟的。

建立发展形象思维、两种思维相结合的教学新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是否定

已有的“感知—理解—巩固、运用”这个最一般的模式，也不是完全废弃

具有代表性的“课堂传授”“活动式”和“发现（探索）式”三种教学模式，

而是在已有经验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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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形象思维的和两种思维相结合的培养与训练，并突出不同学科的不同特

点。 

活动：举例，了解具有不同学科特点的两种思维结合的教学模式 

2.重构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新体系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要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相结合，既要在学科

教学中构建新的教学方法模式，又要在课外重视活动课的教学，开展丰富

多彩的课外活动。 

活动：举例说一说常用的教学方法都有哪些？ 

活动：说一说您了解的课外活动有哪些？课外活动的开展有哪些形式

和方法。 

观看视频：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3.建立课内外结合的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活动：讨论学生个体素质的发展（五育）与思维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联

系？ 

第一，各育之间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共同的一点都是以两种思维为

核心的认识过程。第二，各育的特点、各科教学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

在认识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把两种思维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任何单

一的思维方式都不能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第三，德、智、体、美、劳各

育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能及时地加以沟通和迁移，其沟通的桥梁和迁移

的动力就是两种思维的积极活动。 

活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结合的新教学机制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什

么作用？ 

第一，学科课程和活动课都强调了实践活动，特别是活动课把学生独

立自主的活动放在了首要位置，这就真正落实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创造力离不开创造性思维。新的课程体系突破了传统，打开了

封闭的课堂，在活动中把发展形象思维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为两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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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颖的、灵活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机会和有利条件。 

第三，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单是一个智育的问题，实际上培养一个人具

有创新能力，必然是他的综合素质的不断ᨀ高。 

3.重构新教学机制的意义 

学习学理论倡导的新教学机制是课内外结合、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相

结合，也就是学科课程与活动课（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机制。本质就

是要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发挥两种课程的优势，克服二者的不足，全面贯

彻教育方针，全面ᨀ高学生的素质。其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学

科课程为基础，充分发挥班级教学的优势；其二，以实践活动为核心，充

分发挥活动课的优势，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其三，学

科课程与活动课的结合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作

用。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本模块任课主责教师（院外）：陈崴，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

学党总支书记，高级教师，教育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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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考问题三: 创造性思维及其教学新模式 

• 体验 

 

 

 

• 理论 

 

 

 

• 活动 

 

 

 

• 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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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学习与思维理论的

关键概念 

一、 模块名称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学习与思维理论的关键概念 

二、 课时安排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理解学习与思维理论的关键概念与体系；初步学会将学习与思维理论

的关键概念运用到学科教学改进之中。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思考”是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也是当前学习科学和心理学关注的热点。温寒江先生认为在当前教学工作

中，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枯燥乏味、抽象难懂，学生学习死记死背、囫囵

吞枣、不求甚解的现象。 

（一）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与思维的关键概念 

1.思维是什么 

思维是什么？思维是平常的，又是深奥的。人们思考一天的工作计划，

学生理解他所学的知识，工程师思索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里，思维

是平常的，人人都要运用它。而科学家在探索一个又一个自然的奥秘，如

研究不为人知的暗物质、暗能量，并已经发现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这时，

又使人感到思维是十分深奥的。 

思维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我们说它简单，是因为小学生识字，识

别字形、辨别字音、理解字义，把形、音、义结合起来，就是在思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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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四则运算，先乘除后加减，也需要进行思维，思维在这里是简单

的。但思维经过发展，又是非常复杂的。 

思维近在眼前，又远在千里。古人就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的故事。毛泽东同志读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消息后，浮想联翩，他的思

维“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上面只是对思维做一些大致的

᧿写，要回答思维是什么，就要对思维加以界定。 

2.人脑的特点 

人类通常都被认为是理性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经常会做

出不理性、具有偏见甚至是非常愚蠢的决策。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

与维拉达斯·格里斯科维斯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在这些

貌似愚蠢的行为背后，其实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大脑决策系统。根据本书

的理论，在我们的大脑中，实际上包含着 7个内在的次级自我：自我保护

型次级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社交型次级自我、社会地位型次级自

我、择偶型次级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育儿型次级自我，正是这 7

个次级自我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

决策，甚至是不理性的、匪夷所思的决策。韦钰教育部原副部长的观点：

教育就是在塑造大脑。 

3.人的行为方式 

理性的定义是有目的的活动，其中活动是种，目的是属差。动物的活

动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的活动的符合一个目的，因此人被称为是

有理性的动物。相比于小孩子，成年人的活动更加的符合一个目的，因此

成年人也被称为是有理性的人。 

理性可以分为思辨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前者以真理为目的，后者以

活动为目的。思辨的理性处理完善的东西，实践的理性处理可变的东西，

因此，虽然二者都是真实的，但是前者较为精确，后者较为粗略。理性常

常被拿来与感性和知性作比较，其中感性是肯定的，知性是否定的，理性

是否定之否定，所以也是肯定的。理性和感性的一致性表现为经验和真理

的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感性产生经验家，知性产生辩证家，理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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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三者的区别在于，经验家致力于收集事实，辩证家专务批评，而

哲学家追求真理。 

理性是人类具有的依据所掌握的知识和法则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和能

力，从人类的认识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发现出来的，主宰人类的认识、思维

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事物。 

4.关于理性 

哲学产生的关于理性事物的命题判断知识或真实的信念。哲学是以人

类的认识思维活动为对象的认识思维活动。人类的认识思维活动是具有发

现实体和产生知识这两种末体事物能力的本体事物。主体是存在、运动、

变化、事情和行为的主宰者或统帅者。存在、运动、变化、事情和行为是

主体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智慧、真理、命运、灵魂、理性、人性、绝对、

必然、心灵、精神、意志是西方人表述主体事物经常使用的词语概念。天、

命、纲、常、大、极、道、德、理、神、性、心、意是中国人表述主体事

物经常使用的词语概念。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为了获得预期结

果,有自信与勇气冷静地面对现状,并快速全面了解现实分析出多种可行性

方案,再判断出最佳方案...。 

5.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连

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党的教育方

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

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学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中观层

面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

式变革。 

其中科学精神几个指标，如理性思维：一是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

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二是尊重事实和证据，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知

态度；三是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指导

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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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试的指挥棒 

伴随着高中新课标的发布，高考命题的风向也正在对新课标的要求做

出回应，凸显各项学科核心素养。而每一门学科的核心素养中，思维都是

其中的核心。在真实情境下对思维能力的考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基于

学生核心素养和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必将成为趋势，而思维型教学便十分

契合当下的育人目标 

（二）思维的关键概念 

1.关于思维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

物在脑中的表征，即对语

言（概念）和表象进行加

工的一个认识过程，它既

能反映、揭示事物的本质

特征和事物间的规律性联

系，又能预测、计划事物

的未来。思维具有三个特

点：一是科学性。认知神

经科学阐述了语言、表象

和句法加工的脑机制，阐

明了工作记忆是推理加工

的核心。这些脑科学研究的成果，使大家对思维的定义能建立在脑科学的

基础上，为大家对思维的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二是全面性。这个定义既

包括以语言为载体的思维（抽象思维），也包括以表象为载体的思维（形象

思维）；既有显性思维，也有隐性思维。可见，思维定义的内涵是比较全面

的。三是可操作性。语言或表象是无比丰富的，其加工方法（即思维方法）

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语言或表象不仅是可操作的，而且是具体的、多

种多样的。 

2.关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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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能概念的新探讨是从考察认识过程，特别是学生的学习活动入

手的。温寒江先生的研究发现，技能是学生整个认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由人体外部动作（感官和肌肉、骨骼等的运动）和内部智力活动（思

维等活动）两部分组成。正是由于这两个部分的结合，学生才完成了从获

取信息、思维加工到表达运用的认识过程。技能在学习过程中体现为“完

成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活动方式”。获取知识是借助技能的内化实现的，

这是技能将外界的信息通过感官的活动转化为思维，通过思维活动使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运用知识则是借助技能的外化把人脑中的思维活动

及其结果通过感官的活动转化为输出信息而实现的。因此，温寒江先生将

技能定义为：技能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外界信息经感官活动内化为思维，

和思维活动及其结果通过感官活动表达出来的活动方式方法。定义说明，

技能是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之间信息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形成和体现的

活动方式。 

在技能新概念里，包含这样的含义：第一，技能体现在一个人在有目

的定向和特定要求的活动之中，如在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之中。第二，技

能是一种活动方式，而这个活动的实质是信息的转化，它是内隐的心理操

作（思维）与外显的感官协同活动的结果。第三，技能活动中，其外部动

作，有的感官和肢体活动的力度较小（如观察、阅读、运算），有的感官和

肢体活动的力度较大（如操作、表演），有的技能可能二者兼有体现。第四，

技能训练的目的是使得训练对象在实现信息转化过程中，将某种特定活动

方式或动作规范要求内化为个体稳定有效的活动方式。这时，技能就可以

表现为一种个性特征，成为能力形成的基础元素。 

3.关于能力 

温寒江先生根据两种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两类技能（内化技

能、外化技能）的研究，参考上述定义，将能力的概念，重新界定为：能

力是一种顺利地或高质量地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个性心理特征，是技能

的高水平的综合。 

这个定义比较明确地表明能力和认识过程的三个基本因素（技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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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知识）的关系。 

第一，能力与技能。能力是技能高水平的综合，也就是说，能力源于

技能又高于技能。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在知识的最前哨也好，在三年

级教室里也好，智力活动全都相同。一位科学家在他的书桌上或实验室里

所做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读一首诗时所做的，正像从事类似活动而想要

获得理解的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样，都是属于同一类的活动，其间的差别，

仅在程度而不在性质。 

技能分内化技能和外化技能，前者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通过

观察、阅读和听的活动，获得客观事物的种种信息，经过大脑思维的加工，

才了解、掌握有关知识。后者是指人们把知识（思维的结果）通过生产、

实验、社会活动表达出来，使思维转化为外在的物质的存在。而能力是顺

利或高质量地完成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活动方式。可见技能是能力的基

础，在这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能力是技能高水平的综合，每一种能

力都由相关技能综合而成，都有其特定的个性心理特征，这点又是不同的。

这种把能力和技能看作既有相同又有区别的观点，是一种发展的、动态的

观点。对于教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观点，它说明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一

个杰出的作家，是从识字、阅读、观察、习作起步的；一个大科学家是从

观察、实验开始的；一个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必须刻苦练习唱、念、

做、打、手、眼、身法基本功。温寒江先生认为过去教育工作对能力问题

认识的误区，就在于既没有弄清能力与技能相同之处，也没有看到不同之

处。 

第二，能力与思维。能力永远是一定种类活动的能力，是认识过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它同技能是属于同一类性质的活动。温寒江先生研究认为，

不论内化技能还是外化技能，一般都由人体外部动作（感官、肌肉）和内

部智力活动（思维活动）两部分构成。所以，思维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思维活动具有概括性、系统性、灵活性、变通性等特点，所以思维是

技能发展成为能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能力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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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外界客观事物获得的信息，经过思维的加工，抓住了事物的本

质，形成了知识。这时知识是主观形态的。而后，头脑中的知识，通过生

产、社会实践而表达出来，以客观的物质形态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能力

是认识活动的过程，知识（主观形态、物质形态）是认识过程的结果。因

此，能力与知识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从一次认识活动来说，能力和

知识二者似乎是不相干的。然而，人的认识活动是不断发展的，认识、实

践，再认识、再实践，以至于无穷。在认识发展的长河中，个人的知识（概

念、表象）不断地积累着、丰富着。丰富的知识是思维的基础，思维一般

是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加工的。没有丰富的思维材料，再好的加工方法也

是徒劳的。作家、诗人要有丰富的语言储备，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

你想把一个字安排停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画家要有丰富的表象

积累，他们走遍大川名山，“搜尽奇峰打腹稿”（石涛），刘海粟 90高龄第

10次上黄山。优秀乒乓球运动员，要接好一个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训

练积累起来球路的表象。这就是厚积而薄发。这个厚积是就知识来说的，

薄发是就能力而言的。知识在能力的发展中形成，能力在知识的活动与运

用中不断地发展。这就是知识与能力二者的关系。知识的积累是能力发展

的重要因素。 

创新能力是个人多种心理品质和能力的复杂的、高水平的结合。不同

领域的创新，这种能力的结构各不相同。一个文学家的文艺创作和一个工

程师的技术创新，其能力结构是不同的，就是科学家的理论发现和工程师

的技术发明，其能力结构也不尽相同。温寒江先生从创造能力（创新能力）

的研究中，得出其中最重要的心理品质和能力有三个方面：一是创新精神，

即在创新活动中高度的劳动热情、自信心、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二是创

造性思维，即创新过程中的思维，它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三是实践能力、

动手能力，一切创新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只有在活动中，通过勤奋

的劳动、高超的技术，才能把创新的思想变为现实。这种高水平的能力—

—创新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以扎实的知识和一般能力为基础，是从

一般能力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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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人的认识（实践）活动能力，无论在个性特征或

思维训练上，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上述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都表明：创

新能力的培养和能力的训练是紧密联系着的，创新能力（创造力）是能力

发展中最高水平的表现；技能、能力、创新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

相互区别，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三个层次。 

4.关于知识 

知识是人类在长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所

获得的成果和经验的总和。它是实践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的

反映。 

知识是思维的产物，是思维的结果与表达。用思维对知识进行分类，

弄清它与由它所产生的思维形式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思维虽有多种

分类，但根据人脑内对客观事物的表征物来划分，只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

维。温寒江先生把主要由抽象思维产生的知识称抽象性知识或理论性知识，

而把主要由形象思维产生的知识，称为形象性知识。知识作为思维的结果，

具有概括性、结构性和综合性三个特点。理解是学习过程的核心，在理解

的过程中，人们把对新知识（事物）的感知和已有相关知识（经验）联系

起来，经过思维加工形成种种概念，使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

段。 

5.关于智力 

由于人们对智力的研究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切入点不同，对智力

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温寒江先生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智力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恩格斯的观点和课题关于两种思维的研究成果ᨀ出了关于智力的新定

义。温寒江先生对于智力的研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为了测量人的智力ᨀ供

理论和方法的依据，而且也在于更充分全面地开发人的智力以培养具有聪

明才智的新一代社会主义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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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键概念的结构与关系 

 

举例（教师可根据参加培训学员的学段选用，比如可分为小学、初中、

高中学段补充例子） 

做好教学的前ᨀ是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情况，然后才是教学设计中加强

教学的针对性。 

1.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诗人思考时的直感性跃然纸上。（思维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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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法分配律 

3.医生治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抓住了某些病的特征，即抓住了共

性，是思维的概括过程，而当他为某一病人看病时，又将概括了的东西具

体化、个别化。概括性和个别性是思维活动不同的两个过程，都是思维活

动的特征。（思维的特征 ） 

4.由于规律是在一定条件下反复起作用的东西，大家掌握了思维规律，

就是掌握了认识同类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联系的思维方法，可以用来指导

实践活动。这是认识规律的意义之所在。学生学会四则运算法则，不仅能

用来进行数字的加、减、乘、除，还可以用到代数分析、微积分的相应运

算中去。教师掌握了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就可以用来指导教育，进行各种

实践活动。（思维规律） 

5.解应用题实际上是运用数学模型解决问题的初步训练。学生解应用

题，一般要经过了解题意，掌握问题结构、分析数量关系，画图，列式子、

计算、答等步骤，其中掌握问题结构，分析数量关系到列出式子，思维操

作复杂，灵活性大，需要把它程序化并且进行更多的训练。而传统教学没

有抓住这个关键进行应有的训练，使得解应用题成为教学难点，长期得不

到解决。（思维的可操作性） 

6.人的思维活动、思维训练是内隐的、看不见的，由于思维是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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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技能是同思维联系着的，因此思维活动可以通过技能活动变为

可看得见的东西。换句话说，思维活动可以转换为技能的活动，这是十分

有利于教学工作的。例如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学生写作时，头脑中的构思过程，他人（教师）是看不见的，

如果让学生通过语言说出来，教师就能及时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帮助，不

必等到写成文章后再去修改。所以，“观察·说话·写话”是学生习作教学

的好方法。 

第二，学生进行数的运算时，是一边思考，一边列出算式进行运算，

这时思维和技能是同步进行的，学生可以及时检查修正运算中的错误。 

第三，学生学习解应用题时，要审题，要分析题目中条件之间、条件

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解题的思路。思维的过程少则几步，多则几

十步，往往想到后面，又忘了前面，使解题成为学习的一大难点。解决的

办法，就是使思维活动外化，把审题、分析问题的过程，有步骤地写出来，

再通过分析与综合，找到解题的途径。 

第四，学生学习写生时，面对一个风景，先要用美学的思想进行构思，

思考景点的取舍、笔墨的浓淡、画面的布局等。然后用画笔、颜色一笔一

画地᧿绘。这时，审美思维活动和技能的表达是同步进行的。 

7.学生学习 20以内的加减法（技能），要做几千次的练习，学会以后，

就能不假思索地完成计算了。人们学骑自行车，开始时，怎样蹬车、上车，

怎样扶把，小心谨慎地练习，还免不了摔跤。一旦学会了，就能轻松地骑

车走了。技能形成后，思维活动成为隐性的，人们再运用它时，不用意识

的努力就能自动地完成。 

8、以种植水稻为例，种植水稻就是一个项目 

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驱动性问题： 

问题一，如何种植水稻？ 

种植过程可分为：选种子，播种，管理，收获，评价。涉及的知识领

域包括水稻种植与管理（生物学）、生产工具（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等

机械类）使用、土地规划与投入产出（数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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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如何通过培育水稻的优良品种ᨀ高水稻的产量？      

这个问题将项目聚焦在纯生物学领域，需要学生对植物生长和育种的

核心知识的理解、应用，在核心知识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环境进行

迁移，从而在理解核心知识基础上培养应用、迁移创新的能力。 

问题三，如何通过改进生产工具，实施规模化机械生产来ᨀ高产量呢？ 

这一问题将项目聚焦在物理学科、机械类学科的核心知识的理解、应

用，在此基础上迁移创新。 

问题四，如果生产队种植水稻的种子、工具以及从事生产的人员都是

固定的，那么如何通过改进管理方式ᨀ高生产产量？ 

该问题将项目聚焦在管理学方面的核心知识的理解、应用，迁移、创

新，这会涉及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政治学科的问题。 

（四）讨论与分享 

1、结合学习与思维的关键概念，分享一个你成功教学的案例。 

2、给你所在的学校或所在的学区（或地区）在学生思维能力培养方面

做一个评价。 

五、任课师资条件 

本模块任课主责教师（院内）：滕利君，男，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任，中学高级教师，曾教授高中数学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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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考问题四: 学习与思维理论的关键概念 

• 体验 

 

 

 

• 理论 

 

 

 

• 活动 

 

 

 

• 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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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 ——学习与思维的六

大基本原理 

一、 模块名称 

学习学的核心观点——学习与思维的六大基本原理 

二、 课时安排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了解六大基本原理的ᨀ出背景，理解学习学体系中的六大基本原理。

通过学习与体验，能将六大基本原理运用于教学中。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思维发展的特征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特在脑中的表征，即对语言（概念）和表象进行

加工的一个认识过程，它既能反映、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间的规律

性联系，又能预测、计划事物的未来。 

思维的定义明确了三个内容：第一，思维材料是什么？即事物在头脑

中的表征；第二，思维加工方法是什么？即表征能否操作、怎么操作；第

三，思维的指向性是什么？同时具备这三点的只有两种思维，即形象思维

和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的表征物涵盖了所有事物。 

思维发展的特征则体现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

具体体现为两种思维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思维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技

能与知识的协调发展、学科中思维的协调发展、思维与人的全面发展。 

（二）思维的工作记忆原理 

记忆是人脑去过去经验的保存与ᨀ取，包括记和忆两部分。记忆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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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不同的记忆有着不同的

工作机制。 

短时记忆往往被称为工作记忆，它是一种可以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

储存能力的记忆，具有处理和储存信息的双重任务，是作为短时记忆的加

工场而被ᨀ出的。不同的感觉通道具有不同的工作记忆，不同的工作记忆

源自不同的脑功能区。 

法国先驱心理学家 Alfred Binet 发现人服最多只能记住 5-9 个无关

的数字，因此，研究者发现短时记忆的容量是 7±2个组块。 

活动一：工作记忆与神奇的 7±2 

记忆数串：1729304527859201 

864749636525416392411 

136541230246060 

学会组块，进行有意义地记忆。 

温寒江选择ᨀ出“工作记忆原理”，即工作记忆的容量非常有限，思维

活动需要采取小步子；注意力要集中，以维持工作记忆中思维元素的同一

性；要防止无关元素的影响。并诠释如下：工作记忆是一个动态的操作系

统；小步子开展；保持概念的确定性和同一性；进行意义编码，实现组块

迁移；防止干扰。因此，利用这一原理来ᨀ升学习，要做到在理解的基础

上记忆、进行形象化记忆和结构化记忆、把握分散记忆和集中记忆。 

活动二：研讨交流——在教学中如何利用思维的工作记忆原理开展教

学？ 

（三）学习的迁移原理 

自古以来人们都将学习建立在新旧知识的联系上，因此ᨀ出多种迁移

理论。在知识学习过程中，知识的理解一般分为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和进

行思维加工两个步骤，二者分别为思维材料和思维方法。原有的知识以思

维的材料或方法的形式参与了学习过程，就会促进对新知识的理解。这种

“参与”与“促进”的过程就是迁移。新旧知识间的共同思维要素越多，

实现迁移的程度越大，学习效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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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研讨生活与学习中的迁移 

关注概念学习间的上下位关系：如哺乳动物与猫 

字词学习：单体字与合体字、字与词  

数学运算：加、减、乘、除的学习 

技能是通过多次练习后形成的，迁移起了很大作用。技能的迁移呈现

以下特点：第一，新技能是在原有同类技能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第二，在

技能的迁移过程中，同样的技能与同样的思维方法相联系；第三，技能属

于一种内隐记忆，思维活动通常不为人们所觉察。技能是能力的基础，能

力是技能的高水平体现。技能是在反复练习基础上习得的，实现有限迁移；

能力需要通过思维的灵活训练，实现广泛迁移。技能解决的质量问题，能

力解决的是效率问题。 

迁移既能发生在知识、技能、能力和习惯中，也会在情境的影响下发

生兴趣、情感、信心的迁移。实际教育过程中，兴趣、情感和信心往往有

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共同参与着迁移的发生。学习的迁移原理是指先前的

学习经验是通过思维活动而实现对后期学习产生影响。内涵包括：第一，

在学习活动中，迁移是普遍存在的，迁移是人的认识活动、创造活动的基

础；第二，前后两种知识、经验，若有共同思维要素，就能产生迁移；共

同思维要素越多，迁移程度越大；第三，前后两种同类技能、能力，若有

共同的思维材料、方法，就能产生迁移；共同的思维材料、方法越多，越

容易迁移；第四，与学习活动伴随的兴趣、情感、信心也能产生迁移；第

五，迁移根据其作用，可分为正迁移、负迁移和零迁移。基于两种思维的

学习的迁移理论具有全面性和操作性两个特点，是ᨀ高教学质量、教学效

率的重要途径。 

（四）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 

学习一种认识活动，它遵循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即从感性认识上升

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直接感知和

间接感知两种方式，这是学习的理解过程，是在两种思维参与下而实现的。

认识和理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实践活动，人们通常通过表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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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将所理解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两种思维的学习理论完善了学习的认识过程。在认识活动中，外界信

息通过感官内化为思维，这被称作“内化技能”；思维活动及其结果又通过

感官表达出来，被称为“外化技能”。这两种技能都与思维相联。知识作为

技能的产物，当它是内化技能的产物时，是头脑中主观形态的知识；当它

作为外化技能的产物时，是特质化的知识。这两种形态的知识也与思维相

联。由此，温寒江先生得出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即：学习是一种认识过

程，思维是这个过程的中心，内化技能和外化技能是它的两翼，知识是认

识的主要结果。 

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揭示了学习的认识过程，其内涵表现为：知识、

技能、思维是学习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学习过程则是感官感知客观世界

后，经过内化技能，形成思维及知识（思维结果），然后再通过外化技能，

形成物质化的知识。思维既是智力的核心，也是学习过程的核心，它是全

面的，既有抽象思维，也有形象思维。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认识到实

践，到再认识和再实践的过程，知与行统一于学习过程中。站在唯物观的

主场上，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阐明了学习是由客观到主观实现对外部世界

的感知，再从主观到客观，从而能动地改造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技能（能

力）是连接主观和客观的“桥梁”。 

（五）能力发展的多层次原理 

人在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中展开了学习，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

不断发展。人的发展既包括身体的发展也包括精神的发展。在两种思维的

理论下，结合不同的教育目标，采用不同的思维材料和思维方法，开展基

于人的整体发展的、以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教育和学习，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 

技能（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学习和工作的正确途径。从横向来看，能

力发展具有多元性、多侧面性，如观察能力、语言能力、运算推理能力、

动手能力、图像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乐能力等。从纵向看存在多层次

性，包括技能、能力、创新能力。技能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一种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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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质量地完成某一活动的心理特征。当这种高质量的活动表现为一种独

特的、新颖的成果时，这种能力就是创新能力。 

温寒江先生把能力发展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建构成“能力发展的多层

次原理”，包括：第一，学习与发展是指在学习与实践基础上人的身心发展

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方法是发展能力；第二，能力

的发展从横向是多元的，多侧面的，主要有七种能力，即观察能力、语言

能力、运算推理能力、动手能力、图像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乐能力；

第三，能力的发展从纵向来说是多层次的，同一类能力有技能、能力、创

新能力三种不同程度的水平。培养能力是ᨀ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有利

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要广泛发展学习兴趣、爱好，不拘一格培

养人才。 

活动四：研讨交流“能力发展的多层次原理”对教学有哪些启示 

（六）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原理 

活动五：交流如何处理学习（教学）中的难点问题？ 

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是知识不断丰富、技能不断增多、ᨀ

升的 过程,这个过程思维是不断发展的,学习也实现了可持续性。在学习过

程中,根 据各学科的特点,在思维全面性和知识与技能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新旧知识、技能中,若具有必要而且是足够的思维共同要素,通过有序的步

骤和具体的方式, 把新旧知识、技能联系起来,进行思维加工,就能获得新

知识,并通过多次练习 形成新技能,使学习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学习的可

持续发展原理”。  

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原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新旧知识、技能的关系。学习的迁移原理明确了新旧知识与技

能之间有“足够且必要的”共同思维要 素时就能实现迁移。这些共同思维

要素恰到好处时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学习的发展。  

第二，思维加工方法。两种思维各有不同的加工方法。抽象思维通过

分析、比较、抽象、概括等方 法形成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形象思维

主要是通过表象的积累和加工,实现 由量变到质变,但没有概念的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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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思维加工方法,达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学习。如语

文阅读教学主要运用一般思维方法,识字用联想、理解句子用语言法则和再

造想象,篇章阅读则是联想、想象、分析、归纳的 有机结合。数学中对数

量分析分析、综合来建立其特殊的思维加工方法。  

第三，对知识的理解。所谓对知识的理解,是指通过思维加工,把握了

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属 于理性层面的认识。理解是以思维发展的全面

性为基础的,通过思维的加工而实现。抽象思维是在思维加工中舍弃了具体

的、可感的东西,而抓住了抽象的本质。 形象思维是在对表象的加工过程

中始终保有其形象性和可感性。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形式和结果。  

（七）学习的主体性原理 

学生是学的主人，也是学的主体。虽然教育和环境对学习有着很重要

的影响，但真正促使学习发生的是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体

现为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发学习潜能。 

主体性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等。人是认识

的主体，周围的环境则是认识的客体。环境是指自然、社会和他人，人是

在认识周围环境的过程中深化着对自我的认识。人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认

识中产生和发展了自我意识，一般表现为意识的产生、自我意识的发展、

自我意识的深化三个阶段。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知识是学习的对象和客体。通常情况下，学习的

过程是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动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促进身心发展的过程。这

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客体的知识不光包括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实现的。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

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学习的主体性是在从客观（客

体）至主观（主体）和从主观（主体）到客观（客体）的过程中体现的。

具体而言，学习的主体性是主体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

觉性（自为性）。 

以人为本就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思想。在学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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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分别是学的主体和教的主体，以人为本既是教育的本

质要求，也是主体发展的要求。教育中实现以人为本需要做到关爱每一个

学生，将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尊重孩子的个性特征。因学生不同

的个性、兴趣、认知方式、学习动机不同而进行因材施教。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本模块任课主责教师（院外）：白永然，女，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

校教研员，一级教师，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方向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干

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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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考问题五: 学习学的六大基本原理 

• 体验 

 

 

 

• 理论 

 

 

 

• 活动 

 

 

 

• 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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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与思维基本理论》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把握学习与思维的关键概念、基本规

律以及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共分为《科学用脑学习才好》《思维，为学

生成长赋能》《创造性思维如何养成》《如何让学生爱学、学懂、学会》

《深度学习才能促进教学变革》《学习科学是如何研究学习的》六个模

块。本课程配套有全部学习讲义与学习课件资源，适宜广大中小学一线教

育工作者参考使用。 

 

 培训对象 

基础教育领域一线学校校长与教师 

 

 课时安排 

3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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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师简介 

� 沈彩霞，《学习与思维基本理论》

课程负责人。北京教育学院教育心

理系副教授，博士，研究领域为学

习心理、教师教育、儿童青少年网

络心理等。 

� 汤丰林，《学习与思维基本理论》课

程主讲教师。北京教育学院副院

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兼任北京

市教育学会学习与思维研究会副理

事长，主要研究方向有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教师专业发展、校长教师

培训。 

 

� 孙美红，《学习与思维基本理论》

课程主讲教师。北京教育学院讲

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教

育与前教育政策等。 

� 吕俐

敏，《学习与

思维基本理

论》课程主

讲教师。北

京教育学院

副教授，博

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 何 冲 ，

《学习与思

维 基 本 理

论》课程主

讲教师。北

京教育学院

朝阳分院高

级教师，硕

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教

师专业发展与教师教育等。 

� 崔莹莹，《学

习与思维基本理

论》课程主讲教

师。北京市海淀

区教师进修学校

一级教师，硕

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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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课程方案 

《学习与思维基本理论》 

一、课程目标 

（一）需求分析 

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变革都在要求学校和教师从关注“教师的教”

转向关注“学生的学”。只有深刻理解了学生何时才能发生真正的学习，教

师才能更有效地教。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的要素。著名教育家

温寒江先生指出，学习的核心在于思维。教育在根本上讲，应该重在学生学

习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学习与思维能力，他们才

能真正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优

秀公民。 

当前很多教师的关注点仍然是教材、教法，对学生的学习和思维的本质

和规律缺少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信息时代，各种教育的新名词、新概

念层出不穷，令教师们应接不暇，也让很多教师不知该何去何从。越在这样

的时候，越是需要对教育中的基本概念和热点概念进行厘清、审视和辨思。 

因此，本课程的基本目标在于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把握学习与思维的关

键概念、基本规律，以及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二）目标定位 

1. 在意识层面，学员通过课程能够加强从学生如何学习和思维的视角

来设计教学的意识，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思维水平的ᨀ升作为重要的教

学目标； 

2、在认知层面，学员通过课程能够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理解思维的

内涵和本质、规律和方法，掌握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内涵、规律和培

养路径，掌握学生的动机、理解、迁移及深度学习的基本理论，并对学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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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和热点领域有系统的了解； 

3、在实践层面，学员通过课程能够掌握促进学生学习和思维全面发展

的教学策略，将学习和思维的理论运用积极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 

二、课程内容要点 

（一）脑是思维的器官，人的任何一种思想行为的改变、习惯的养成、

知识的获得，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所有行为、态度、情感的变化，

都是大脑本身结构和功能变化的结果。理解人脑的工作机制，我们能够更加

深入地了解学习的机制和规律，并且通过对学习机制和规律的探讨，促进科

学的学与教。脑的各部分结构，包括：大脑皮质、边缘系统、小脑和脑干，

都与学习密不可分。人类基本的认知和思维活动都是大脑活动的结果，都有

其内在规律和机理，掌握这些认知规律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并促进学生

大脑的发展。 

（二）要全面认识思维，需要有多学科的视角。哲学、逻辑学、心理学、

生物学、语言学对思维内涵的界定不尽相同。ᨀ取对思维的共同认识，可以

概括出思维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概括性、间接性、逻辑性、连续性、独特性。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两种重要的思维形式，有各自的思维方法和规律，但

两种思维不是相互分离的、割裂的，它们不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

的，同时也是协调发展、共同发挥作用的。思维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思维品质的培养可以从培养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独创性入手。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标志是

具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从思维的基本类型来说，属于两种思维（抽象

思维、形象思维）的有机结合。创造性思维具有突破性、新颖性、灵活性、

目标指向性等特征。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思维不可分的两面。创造性

指挥制作、产出的过程，批判性则指挥评估和判断的过程。要培养创造性思

维，必须要打破已有思维定势。 

（四）动机、理解和迁移是学习中的重要要素。动机是关于学生是否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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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学的问题，关系到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努力程度。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很

多，学生层面、教师层面、任务层面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学生的学习动机

产生影响，针对每个影响因素又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策略能够培养和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理解和迁移是关于“学生学的怎么样”的问题，决定了学

习的质量及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建构主义理论对促进学生真正、深层次理解

知识的内涵有重要的启示。建构主义可以划分为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

义两种主要取向。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主要有情景化教

学、支架式教学和探究性学习。发展学生良好的迁移能力是教育的关键，是

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学生在学习知识、形成技能和能力，以及学习兴

趣、情感和信心中都会产生迁移。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除了包括学生个人自

身的因素，还包括外部的情境因素。每种因素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相

应的教育教学策略。 

（五）深度学习是当前学习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关于“深度

学习”的研究，更多是立足于学校教育的情境，强调教师指导下的学习；国

外关于“深度学习”的实践，更突出打破学校的壁垒，践行“学校在窗外”

的理念。“深度学习”指向高品质的学习效果，也指向高品质的思维水平，

注重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深度学习活动的设计，我国目前重点有两种实践

方式，一种是基于教材的“单元学习活动设计”，一种是在班级学习背景下

的“学历案”的编写。 

（六）学习科学是一个研究教和学的跨学科领域。它研究各种情景下的

学习——不仅包括学校课堂里的正式学习，也包括发生在家里、工作期间以

及同伴之间的非正式学习。学习科学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有价

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日益受到教育领域的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关注，也成

为一些教师进行教学实践探新的理论基础。 

三、课时分配与教学方式： 

共 6 个模块，32 课时。 

模块一 科学用脑才能学习好（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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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理解脑的工作机制和注意及记忆的规律； 

 2、通过体验活动，体验影响注意力的各因素； 

 3、能将基于大脑工作机制的教学策略应用于教学中。 

（二）课时分配： 

1. 你知道脑是如何工作的吗？（1 课时） 

2. 你会管理学生的注意吗？（1 课时） 

3. 记忆好还得会用脑（2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体验式活动。 

模块二 思维，为学生成长赋能（8 课时） 

（一）教学目标 

1. 通过教师讲解和学员的自主学习，深刻理解思维的基本概念与规律，

包括思维、思维过程、思维品质、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问题解决、问题体

验等。 

2. 通过实验、测试及案例分析等，引导学员体验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

与规律，包括思维的特征、形象思维的特点与规律、抽象思维的特点与规律、

问题解决中的思维规律等。 

3. 通过教师讲解和课堂讨论，理清思维教学的基本思路，并就如何结

合学科开展思维教学建立可操作的实践体系。 

4. 通过学员的教学设计和案例剖析，指导学员合理运用思维的各种方

法与策略，进而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与习惯。 

（二）课时分配（8 课时） 

1. 思维及其发展规律（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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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维教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策略（4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 

讲座+体验式活动+讨论 

模块三 创造性思维如何养成？（4 课时） 

（一）教学目标：  

1. 理解创造性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2. 理解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条件与过程； 

3. 通过体验活动掌握一些实用的、利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方法。 

（二）课时分配： 

1.你了解创造性思维吗？（1 课时） 

2.如何思考才能打破墨守成规？（3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案例讨论、体验式活动。 

模块四 如何让学生爱学、学懂、学会（8 课时） 

（一）教学目标 

1、理解学习动机、知识理解和迁移的相关理论； 

2、体验动机、理解和迁移在学习中重要性，产生尝试应用理论的意愿； 

3、能够应用理论支持下的多种策略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

生的理解和迁移。 

（二）课时分配 

1.怎样让学生爱学习？（4 课时） 

2.怎样让学生学懂？（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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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么让学生做到“举一反三”？（2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小组研讨、卡片风暴、世界咖啡、案例分

析等体验式活动。 

模块五 深度学习才能促进教学变革（4 课时） 

（一）教学目标： 

1、理解“深度学习”的本质与内涵，能够区别何为深度学习； 

2、通过对“深度学习”案例的分析，体验“深度”“学习”的内涵，能够体会

到“深度”不是知识的深度，而是思维的深度，“学习”是学习者自己的能力ᨀ

升、认知水平的ᨀ升； 

3、通过“深度学习”的活动设计，掌握如何针对具体的学习内容，设计

学习活动。  

（二）课时分配： 

1、 “深度学习”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特点（2 课时） 

 深度学习是对碎片化、浅表学习的反动 

 关于深度学习的诸多理解 

 深度学习的本质特点 

2、我理解的深度学习：举例（2 课时） 

 整本书阅读的深度学习活动如何设计——以《西游记》阅读为例 

 主题阅读的深度学习活动设计——以《朱自清读本》阅读为例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案例讨论＋练习活动。 

模块六 学习科学是如何研究学习的？（4 课时） 

（一）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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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学习科学产生的背景、研究内容以及发展脉络； 

2. 理解学习科学主要理论和研究成果； 

3. 体验学习科学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4. 应用学习科学理论改进教育教学实践，ᨀ升学习科学素养，促进专业

成长； 

 （二）课时分配： 

1. 教师如何当好学生的学习促进者？（3 课时） 

2. 明天的学习什么样？（1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研讨。 

四、教学资源与条件 

（一）教学资源 

1. 温寒江：《学习学》（上、下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2.肖韵竹，汤丰林总主编：《学习与思维——教师应掌握的基本理论》，

待出版。 

3.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第 3 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9。 

4.刘月霞、郭华主编：《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2018。 

5.王亚东，赵亮，于海勇：《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9。 

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周加仙等译. 《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的

诞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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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D·布兰思福特著，《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R·基斯·索耶著，《剑桥学习科学手册》.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年。 

（二）教学条件 

1. 保证授课教室多媒体设备正常运行并在线上网。 

五、课程考核 

本课程考核评定按考核内容和方式由三部分组成：出勤、学习表现、

案例分析写作，详见下表： 

考核项目 所占比例 考核说明 

出勤 20% 缺勤超过四分之一不予赋分  

学习表现 30% 学员的听课表现、发言表现、课堂任务完成等 

案例分析写作 50% 

在本课程涉及的主题中，任选两个主题，运用

相关理论，对自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案例进行

分析和反思，满分 50。 

案例写作评分标准： 

指标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案例描述具体、完整 2 4 6 8 10 

应用理论准确 2 4 6 8 10 

应用理论对案例的分析深入、系

统，能理清问题的性质和原因 

2 4 6 8 10 

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评价办

法的优劣 

2 4 6 8 10 

对自身教育教学行为的反思深入 2 4 6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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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课师资条件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职务 
单位 

专业与研

究方向 

课程任

务 

1 汤丰林 男 教授 北京教育学院 心理学 模块二 

2 吕俐敏 女 副教授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

学 
模块五 

3 沈彩霞 女 副教授 
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

与心理学院 
心理学 模块一 

4 孙美红 女 讲师 
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

学院 
学前教育 模块三 

5 何冲 女 教研员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 教育学 模块六 

6 崔莹莹 女 教研员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 
心理学 模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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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科学用脑学习才好 

一、 模块名称 

科学用脑才能学习好 

二、 课时安排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1、理解脑的工作机制和注意及记忆的规律； 

2、通过体验活动，体验影响注意力和记忆的各因素； 

3、能将基于大脑工作机制的教学策略应用于教学中。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脑的结构与功能 

大脑由两个对称的半球组成，左半球控制右侧身体，右半球控制左侧身

体，左右半球由胼胝体连接起来。脑包括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脑干、小脑、

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 

1.脑干 

脑干控制人的自主功能，如：呼吸、心跳节律、心血管调节、以及觉醒、

睡眠等意识状态，因而又叫“生命中枢”。脑干的损伤对生命的威胁是极其

严重的。一方面是因为脑干很小，很小的损伤就会殃及很多组织，另一方面

是因为脑干控制着人的基础生命功能。因此，脑干的损伤大多是致命的。 

脑干中一系列运动和感觉核团的集合组成网状结构，与脑的各部和脊髓

都有广泛联系。网状结构按照功能可分为上行激活系统和下行激活系统。上

行激活系统控制着机体的觉醒或意识状态，与保持大脑皮质的兴奋、维持注

意状态有密切关系。下行激活系统具有加强或抑制肌肉活动的功能，参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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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躯体运动和内脏活动。 

2.小脑 

小脑在维持身体姿态、行走以及协调运动过程中都至关重要。小脑并不

直接控制运动，而是整合有关身体和运动指令的信息并调整运动，使其变得

流畅而协调。大部分运动学习需要脑皮质和小脑协同。一旦熟练到自动的程

度,大脑皮质则不管了,由小脑独立完成,形成下意识反应或肌肉记忆。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除运动协调的作用之外, 小脑还有

助于认知加工和情绪控制。小脑受损的病人会表现出执行功能、语言和情绪

调节的障碍。小脑不仅可ᨀ升运动能力，也会促进诸如策划聚会、酝酿论文、

拟定决策等思维技能。 

3.大脑皮质 

大脑的两个半球可以分为四个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每个叶与

其他叶在解剖结构上有着明显的区分，由脑沟裂隔开。 

额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运动皮质和前额叶皮质。运动皮质起自中央

沟的深部，向前延伸。它的主要功能是发出动作指令，支配和调节身体在空

间的位置、姿势及身体个部分的运动。前额叶皮质承担着人类的各种高级认

知功能，包括：决策判断、问题解决、计划与执行、行为和情绪的调控等。

前额叶和所有的感觉区都有双向的神经纤维联系，其眶后部和腹内侧部有投

射到海马和海马旁回的神经纤维，与杏仁核、颞叶、枕叶和顶叶等脑区的联

系也很密切。因此，前额叶与多种感觉信息的加工、注意、记忆、思维和情

绪等高级功能相关。前额叶之于大脑，如同指挥之于交响乐团。然而，前额

叶成熟得却相当缓慢。要到青春期末期才能发育成熟。因此，青少年易冲动，

爱冒险，情绪调节不足，都与前额叶发育不成熟、中央执行功能不足有关系。 

顶叶位于头顶的位置，在中央沟之后、顶枕沟之前。躯体感觉皮质位于

顶叶，负责接受和处理由丘脑中继过来的触觉、温度觉、痛觉、以及本体感

觉等躯体感觉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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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叶位于两侧耳朵附近，在耳朵上方，是听觉中枢，颞叶还与长时记忆

的储存有关。 

枕叶位于脑的后部，是视觉中枢。 

4.边缘系统 

在大脑皮质下面有一些结构，这些结构在脑干周围形成了一个边界，被

称为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包括：扣带回、丘脑、下丘脑、海马、杏仁核等结

构，对情绪、记忆和学习起着重要作用。 

丘脑是一对卵圆形状的结构。是感觉系统与大脑皮质之间的门户，是处

理感觉刺激的中继站。除嗅觉刺激以外，所有来自感觉通道的信息都先到达

丘脑，再由丘脑传至大脑皮质中相应的感觉处理区域。 

下丘脑位于丘脑的下边，对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非常重要，负责

维持体内平衡，控制内分泌腺的活动。控制垂体分泌生长激素、甲状腺激素、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性腺激素、抗利尿激素、催产素等多种激素。 

海马对记忆起着重要作，是人们形成新的长时记忆的关键结构。在我们

学习时，海马对于学习的快速巩固以及情节和语义记忆的初始存储是非常重

要的，但海马的功能会收到高水平的皮质醇的干扰。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会

触发皮质醇的释放。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会造成海马的损伤。因此，要使学

生的海马保持良好的功能状态，要避免学生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营造学习

时安全放松的心理环境十分重要。 

杏仁核是一个杏仁状的小结构，位于颞叶内侧，与海马前部相连，其功

能与情绪状态和情绪的处理有关。尽管大脑的很多部分都参与了情绪信息的

处理，但杏仁核被认为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恐惧这种情绪。 

（二）注意的机制与教学应用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其基本功能是对环境信息进

行选择。根据注意产生和保持时有无目的以及意志努力程度，可以将注意分

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无意注意也叫不随意注意，是事先没有预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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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 

1.注意的脑神经机制 

大脑中有三个神经网络与注意的不同方面分别相关；警觉网络、朝向网

络和执行控制网络。 

警觉系统主要涉及脑干中的网状结构。来自躯体或内脏器官的神经冲动，

一部分沿感觉传导通路（特异通路）到达相应的大脑皮层感觉区；另一部分

通过感觉传导通路上的侧支先进入脑干的网状结构，经网状结构的上行激活

系统释放神经冲动，弥散性地到达大脑皮层的广泛区域，激发和维持大脑皮

层的兴奋，使其处于觉醒和警觉状态。在感觉信息到达大脑皮层的相应感觉

区之前，网状结构传递的神经冲动通过使大脑皮层兴奋，使大脑皮层为感觉

信息的加工做好准备，保证大脑有效地加工环境信息。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

睡跟网状结构的激活不足有关。 

朝向反射是指当环境中出现新异刺激，人们会自然地将感官朝向刺激物。

朝向反射包括身体的一系列变化，如：感官朝向刺激物、正在进行的活动受

到压抑、呼吸节律改变等。 

执行控制网络的功能是维持有意注意，即有意识地将注意集中于特定目

标，并抑制其它无关刺激的干扰。 

 

活动 1：讨论－什么样的刺激容易吸引人的注意？课堂上可以使用哪些

策略？ 

新异的、运动的、变化的刺激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但反复使用也会导致

习惯化。情绪和动机对注意非常重要。 

2. 注意的节律 

活动 2:抓手指游戏 

学员站成一个圈，右手手掌向下，左手食指向上放在左边伙伴的手掌下。

听故事，听到“wu”这个音，则右手抓住右边伙伴手指，左手手指逃掉，不

被左边伙伴抓住。 

故事：“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有一片森林，里面有个小木屋，里面住着一

个巫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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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在刚才的游戏中，您的注意力集中吗？想一想这个活动有些什么

要素，让您注意力集中的？ 

除了有趣、新颖、有挑战等要素外，学员在活动中还能体会到紧张－放

松－紧张的节律，这正是注意的自然节律。 

人们的警觉性和注意的集中性在一天之中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在脉搏

式的“聚焦－涣散－聚焦”节律下，大脑的工作状态是最佳的，长时间的保

持注意会令大脑工作效率越来越低。要想保持高度的注意，“聚焦－涣散－

聚焦”的切换频率还要更加频繁。 

3. 管理注意力的策略 

1）制造学习环境中的变化 

2）减少环境中的无关干扰 

3）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期待与好奇 

4）给学生有一定挑战的任务 

5）让学生活动起来 

6）创造教学的节奏感 

7）使学习与学生个人相关 

（三）记忆的机制与教学应用 

记忆是基本的心理机能，是思维活动的基础，是学习得以发生的基本条

件。只有在能有效记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习得知识和技能，改变态度和行

为。另一方面，记忆是学习的结果。学习是获取新信息的过程，其结果便是

形成了记忆。 

想要更有效地促进记忆和学习，要从理解记忆的大脑机制开始。从细胞

基础上来看，记忆可以说是是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的强度变化的

结果。简单来说，神经元之间形成了新的突触，或者原有的突触增强，即是

发生了记忆和学习。这一过程发生的较慢，并且需要不断的巩固。如果神经

元之间的突触消失了，已经学到的东西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是发生了遗忘。 

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要建立起牢固的记忆，需要在脑中建立强壮的广

泛的神经元联结。脑成像的研究发现，在学习的过程中激活的脑区范围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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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的程度越强，学习的效果越好。那么学习中如何建立更加广泛强壮的神

经元联结呢？ 

1.建构意义与理解 

与简单的复述相比，对信息进行深层加工，建构对信息的意义和理解所

激发的神经元网络要更大。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关于人类的记

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得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细节的东西，除

非放到一个结构良好的模式当中，否则很快就会遗忘。” 建构意义和理解的

过程是将信息与已有的认知结构建立联系的过程，也是建立神经元联结的过

程。 

2.建立多重表征 

运用观看、听闻、触摸、表演、想象、体验等学习方式，学习者的视觉、

听觉、触动觉、嗅觉、味觉等多种感觉通道都参与到学习中，那么对所学的

信息就会建立起多种感觉表征。大脑在学习过程中的激活范围和强度更高，

建立起的神经元联结更广泛。同时，建立多重表征也意味着记忆ᨀ取的线索

更多了，因此，学习的内容印象更深刻，也更容易被回忆起来。 

3.及时复习 

从大脑的细胞机制的层面来看，通过学习建立起来的新的神经突触，其

强度往往比较弱，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强化巩固，突触可能就会消失，而建立

新的神经突触要比增强已有突触困难得多。 

4.分散学习 

根据练习的时间分配，可以分为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实验研究证明，

分散学习比集中学习的效果好。无论使用何种学习材料，图片、文字或是面

孔，面向何种实验对象，成人或是儿童，采取何种记忆测查方式，回忆或是

再认，都发现分散学习的学习效果更好，这一现象被为“分散效应”（spac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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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分散学习的效果要优于集中学习？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这两

种学习方式下大脑的激活模式不同。与间隔重复相比,连续重复的刺激在重

复出现时，大脑的编码加工不足。我们的大脑对重复的刺激存在重复启动效

应，即对重复的刺激，大脑对该刺激的加工程度会逐渐减少。 

5.测试和主动回忆 

一些关于记忆的理论模型把记忆的活动分为两个过程：编码过程和ᨀ取

过程。编码过程指的是将新信息编码存储到记忆中，ᨀ取过程指的是回忆存

储在记忆中的信息。在学校中，学习新知识涉及记忆的编码，而测验和考试

则涉及记忆的ᨀ取。通常人们将编码过程看作是学习，而将是否能正确ᨀ取

视作对学习效果的检验。 

心理学家对重复学习和测试这两种学习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研究。

研究发现，测试比重学更能促进记忆的长时保持。研究者们将这一现象称之

为“测试效应”。脑成像研究表明，记忆的ᨀ取伴随着记忆编码时神经活动

模式的再现，因此能够增强相关神经突触的强度，促进记忆的长时保持。同

时，测试也能让学习者更好地监测自己的学习水平，调节自己的学习行为。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更愿意一遍一遍地复习课本、笔记，而不

是做一下自我测试。这可能是因为与测试相比，重复学习要更轻松。而且重

复学习带来的这种流畅感还会导致学生过高地估计学习效果。 

活动 3:讨论——结合今天所学的内容，您觉得您有哪些教学经验是契

合了脑的工作机制的？您打算把哪些新知应用到教学当中？如何应用？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沈彩霞，女，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院（教育干部学院），副教

授，研究方向：学习策略与学习动机、儿童青少年网络心理、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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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思维，为学生成长赋能 

一、 模块名称 

思维，为学生成长赋能 

二、 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 8课时，其中思维及其发展规律 4课时，思维教学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1. 通过教师讲解和学员的自主学习，深刻理解思维的基本概念与规律，

包括思维、思维过程、思维品质、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问题解决、问题体

验等。 

2. 通过实验、测试及案例分析等，引导学员体验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

与规律，包括思维的特征、形象思维的特点与规律、抽象思维的特点与规律、

问题解决中的思维规律等。 

3. 通过教师讲解和课堂讨论，理清思维教学的基本思路，并就如何结

合学科开展思维教学建立可操作的实践体系。 

4. 通过学员的教学设计和案例剖析，指导学员合理运用思维的各种方

法与策略，进而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与习惯。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 

1. 什么是思维？ 

思维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生物学、

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思维的本质与内涵。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的形式。 

心理学将思维视之为认知活动的最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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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主要探索思维与脑的关系。 

语言学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2.思维的特征 

我们将思维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概括性、间接性、逻辑性、连续性、

独特性。 

3.思维的结构 

皮亚杰的思维结构观。思维结构自成体系，其转换与调节在本体系内

既可完成，无需借助于外力。在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

整体性，即结构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构成结构的各成分都遵循着这个内在的

规律性。二是转换性，即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三是自身调整性，

即结构能够自己调整，并且通过这样的自身调整性实现结构的守恒性和Ḁ种

封闭性。 

杜威的思维结构观。反省思维的结构包括六个方面：即暗示、理智化、

假设、推理、用行动检验假设、对未来的探查或预测。他认为，这也是反省

思维的六个阶段，各阶段虽然按照一定的顺序论述，但并不表明我们解决问

题的思维过程就必须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事实上，这些阶段并没有那样严

格的顺序，假设可能会在任何一个阶段产生，相应的推理和验证也会相伴而

出现。 

林崇德的思维结构观。研究思维结构需要考察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思维结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思维结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

ᨀ出了由六个成分构成的思维结构模型，即思维的自我监控、思维的目的、

思维的材料、思维的过程、思维的非认知因素、思维的品质。 

4.形象思维的规律与方法 

形象思维的特点。这是形象思维区别于直觉思维、抽象思维的核心特

征，可将其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形象性、整体性、跳跃性、转换性、创造

性。 

形象思维的方法。在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三个方面的体现。 

5.抽象思维的规律与方法 

抽象思维的基本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实践思维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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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看待一切问题的理论基点和思维逻辑，它为我们ᨀ供了认识世界的新的理

解方式、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视角。因而抽象思维以实践思维方式为指针。

对此，我们至少应该关注这样三个方面的特点：实践性、问题性、主体性。 

抽象思维的方法。主要包括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等。 

抽象思维的形式。概念、判断和推理是抽象思维的基本形式，其中判断

与推理是逻辑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本课程主要对概念形成与学习进行探讨。 

6.问题解决的思维规律与方法 

问题解决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重要主题。本课程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三

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问题与问题解决？问题既指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疑问，也指一个

对个体而言的陌生事件，且无论是疑问还是陌生事件都发生于特定的问题情

境，对个体来说均须具有新颖性和与已有知识的关联性。所谓新颖性，是指

个体所面临的问题超出了自己的知识范围，或对个体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知识

组合。但这种新颖性又不是完全陌生的，而是与个体的已有知识有Ḁ种程度

的联系。问题解决就是通过一系列思维与行动的操作，使得问题从初始状态

转化到目标状态。 

问题体验。客观存在的问题或他人ᨀ出的问题，对个体来讲不一定是

自己的问题，而要使之转化为自己的问题，则一定要经历一个特定的心理过

程。我们把个体对问题进行认知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观感受称为问题体验，

并建构了一个由认知情感、认知期待、认知激活、认知冲突、认知需求五个

因素构成的问题体验结构体系。问题体验也是客观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的心

理机制。 

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关于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主要探讨一些重要

的理论研究观点，包括杜威关于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认知学派关于问题解

决的认知过程，格式塔学派的问题解决过程，以及斯滕伯格关于问题解决过

程的观点。 

问题解决的方法。 

7.思维发展观 

如何理解发展？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发展，遗传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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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质前ᨀ，而环境和教育才是决定因素，且教育起着主导作用。 

思维发展的条件与动力。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和林崇德关于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发展观：一是遗传与生理成熟是思维发生、发展的生物

前ᨀ。二是环境和教育在思维发展上起决定作用。三是实践活动是思维发展

的源泉。 

8.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 

皮亚杰的思维发展阶段理论。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研究具有里

程碑意义，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他认为，婴儿带着

他先天的图式，在一天天的成长中，通过同化、顺应、平衡的作用，使其从

感觉运动阶段发展到形式运算阶段。同化是将外部的成分整合进有机体正在

发展或已经发展的结构之中；顺应即改变自己以适应外部客体；平衡意味着

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涉及有机体对环境的作用和环境对有机体的作用之间

的一种和谐与平衡。皮亚杰将人的思维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

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 

朱智贤、林崇德关于思维发展年龄特征的研究。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

思想为指导，对儿童的思维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

论体系，包括思维发展的参数，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年龄特征的稳定性与

可变性。 

9.思维品质及其培养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因素，思维的品质决定着思维能力的高低，同时思

维品质作为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也影响着个体的思维特点和差异。心理学家

比较一致地认为，思维品质包括深刻性、灵活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敏捷性

等五个方面。 

10.思维习惯的养成 

思维习惯和思维风格的内涵。 

Costa和 Kallick 的思维习惯模型。他们认为，思维习惯主要包括了人

类在聪明行事时所具备的 16 种特性。它们是聪明人在面对答案并非显而易

见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 

斯滕伯格的思维风格理论。也称为心理自我管理理论。他认为，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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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需要对自己进行管理,而进行管理的方式有很多。而思维风格就

是人们所偏好的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不同思维风格的人对不同任务的喜好

程度不同。他的思维风格有 13种,分功能、形式、水平、范围、倾向五个方

面。 

德韦克的两种思维模式。德韦克认为，思维模式就是一种信念。它们是

强有力的信念，但它们只是你意志的一部分，而你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意志的。

成长型思维模式是一套信念体系，个体认为通过自己的坚持、努力及专心致

志地学习，其智力将得到成长与发展。拥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即使遇到阻碍，

也会坚持到底。而固定型思维模式是另一套信念体系，个体认为自己有着先

天注定的智力、技能或才华。拥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可能轻易放弃或不能

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或工作过程。 

11.思维教学的历史视角 

孔子的“启发式”，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

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英国的思维技能运动，林崇德的思维型教学。 

12.融入式思维教学体系简述 

总体目标。将思维融入教与学全程，为学生成长赋能。 

基本观点。思维是有效教学的基础，思维是有效学习的基础，思维是良

好心理素质的基础，思维是积极适应社会的基础，思维受制于认知和非认知

因素的综合影响。 

实施原则。学生中心，问题导向，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深度反思，应

用迁移。 

融入式思维教学体系的构成要素与操作标准。 

（二）活动设计（略）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汤丰林，男，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干部教师专业发展。 

徐慧芳，女，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师教育。 

张娜，女，首都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评价。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24 

模块三 创造性思维如何养成 

一、 模块名称 

创造性思维如何养成？  

二、 课时安排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一）理解创造性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二）理解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条件与过程； 

（三）通过体验活动掌握一些实用的、利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方法。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核心概念、理论原理等）； 

1.创造性思维的含义 

温寒江先生及其团队通过研究，从思维基本分类的角度ᨀ出：“创造性

不是一种单一的思维，而是创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它主要是两种思维（抽

象思维、形象思维）新颖的、灵活的、有机的结合”。从微观机制看，创造

性思维是人的主观意识和潜意识的协同作用，以意识活动为基础的思维活动

对应的主要是抽象思维，会受到已有的知识经验、认识规范、逻辑规则以及

心理定势等因素的影响；以潜意识为基础的思维活动主要是形象思维，对应

的是直觉、想象、灵感等，具有随机性、瞬时性、情感性，不受已有的知识

经验、认识规范、逻辑规则以及心理定势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极大的自由创

造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创造性思维从思维的基本类型来说，属于两种思维

（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的有机结合。 

2.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1）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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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看，它是打破传统，打破常规，开辟新颖、独特的

科学思路，其结果表现为创新。因此突破性是创造性思维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创造性思维要求人在思考问题时，要抛弃头脑中以往思考类似问题所形成的

思维程序和模式，排除以往思维程序和模式对寻求新的设想的束缚，要求突

破原有的思维框架与思维定式。 

（2）新颖性 

新颖性表现在思路的选择和思考的技巧上都有独特之处，表现出首创

性和开拓性。从培养人才的学校来说，“新颖性”是指学生在解答问题、进

行实验或者科技制作时，不是根据教师和书本上说的，而是自己独立思考得

到的一种新方法、新方案、新结果。因此，新颖性是创造性思维的第二大特

征。 

（3）灵活性 

灵活性是思维新颖性的基础，没有灵活性就没有思维的创新。灵活性

的特点表现在思维的多角度、多方向以及变通性、发散性和跳跃性等方面。 

（4）程序上的非逻辑性 

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往往既包括逻辑思维，又包括非逻辑思维，是两者

结合的过程。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新观念的ᨀ出、问题的突破，往往表现

为从逻辑的中断到思想的飞跃，这通常都伴随着直觉、顿悟等，从而使创造

性思维具有超长的预感力和洞察力。 

（5）对象潜在性 

创造性思维活动虽然是从现实的活动和客体出发，但是它的指向不是

现存的客体，而是一个潜在的、尚未被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3.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条件 

（1）建立新异联系 

新异的学习经验会激活边缘系统，增强人的学习动机，这也就是创造

性思维的问题表征转变。新异联系形成的关键是研究者突然获得关键性的启

发信息，这个关键性的启发信息质量如何是产生顿悟及顿悟水平的关键。 

（2）突破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是产生创造性思维的障碍，只有克服这个障碍，才有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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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造性思维。现要打破思维定势，就要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以更高的视

野或更全广的思维来看待问题，找出非常规的解决方案。 

（3）构建思维图像 

思维图像不是具体的图形，而是一种形式化的抽象，但具有Ḁ种图像

性质。思维图像具有整体识别的功能，人能够借助思维图像进行整体上知觉

判断。空间理解能力是识别和建构思维图像的关键。 

（4）拥有创造型人格 

创造型人格对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是创造性思维的动力

系统，在创造活动中为个体创造力的发挥ᨀ供心理状态和背景，引发、促进、

调节和监控创造力而对创造活动发挥作用。 

4.创造性思维产生的过程 

（一）准备阶段：准备和ᨀ出问题 

这一阶段主要分为三步： 

第一步：对知识和经验进行积累、整理。 

第二步：收集必要的资料与事实，并准备技术条件。 

第三步：了解自己ᨀ出的问题的意义与价值。 

（二）酝酿阶段：沉思和多方假设 

对所收集的资料、信息进行思考、探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常常需要

相当长的时间，是大脑高强度劳动时期。在这一阶段，良好的意志品质起着

重要的作用。 

（三）明朗阶段：顿悟和突破 

顿悟是指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新的想法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豁然开

朗。灵感、直觉思维往往起决定作用。 

（四）验证阶段：评价、完善和充分论证 

论证是不可缺乏的，其一是理论上的验证，其二是实践，包括运用、检

验，常常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这阶段的心理状态较为平静，但需要慎重、

周密和耐心，不急功近利，以免不必要的失误。 

5.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指对所学的东西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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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判断，从而对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能力。 

6.批判性思维的标准 

（1）清晰性 

我们想要或者需要向他人传达Ḁ个意思，就必须具备清晰性这一标准，

否则不清晰的语言会破坏或摧毁既定目的。所以在清晰性标准下，我们可能

需要问自己：你能进一步阐释么？你能举出实例么？你能用例子阐述你的意

思么？ 

（2）准确性 

要进行批判，我们必须要尽量了解和交流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准确

的思想无法实现这样的目的。因此在准确性标准下，我们需要问自己：如何

进行核查？如何证明其真实性？如何进行验证？ 

（3）精确性 

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时，我们需要细节和具体的信息来达到交流的目的，

信息不准确或者不能ᨀ供细节或者具体信息的话，就无法实现既定目的。因

此，在这个标准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再具体一些吗？能ᨀ供更多的细

节吗？能再确切一些吗？ 

（4）相关性 

在思维过程中，相关性特别重要，一旦无关信息被插进来，会使我们的

注意力偏离真正需要的信息。因此在思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的问自己：

目前已有信息与问题有什么关联？这些信息对问题有什么影响？这些信息

对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 

（5）深刻性 

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时需要我们能够对该事件做出较好地解释和理解，

而且能够对它做出较好的预测和控制，这类似胡适先生所言的“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基于此，要形成批判性思维，必须要明确问题的难点来自哪些

方面？问题的复杂性有哪些表现？需要克服的困难点包括哪些方面？ 

（6）宽广性 

了解事物的原因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除恐惧感，而是要引导我

们的行动，指导要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去做以及如何去做，并为我们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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ᨀ供依据，这主要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问自己是否需

要从另一个方面来观察问题？是否需要转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是否需

要换一种方式考虑问题？ 

（7）逻辑性 

复杂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需要检视和评估大量相关的资料才

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障碍之一就是懒惰和简单化的陋习，我们

需要的是理智的见解、深思熟虑和基于事实的分析与推理，因此在整个过程

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强化整个推理清楚吗？收尾是否能够相互呼应？结论是

否是从证据中自然获得？ 

（8）重要性 

重要性在批判性思维的判定标准中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时常思考：目

前的事实中，哪些最重要？这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吗？这是否是核心

的观点？  

（9）公正性 

批判性思维一定是在公正公平的态度基础上，对事件进行客观剖析的

能力。因此，判定是否为批判性思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否涉及

到我的既得利益？我能否设身处地地理解并代表他人的观点？ 

（二） 活动设计。 

活动 1：案例讨论——17匹马怎么分？ 

有一个财主，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家里有 17匹马可作为遗

产分配，大儿子分得 1/2，二儿子分得 1/3，三儿子分得 1/9。 

17 匹马的 1/2 是 8匹半，难道要杀掉一匹马分马肉吗？三个儿子百思

不得其解，于是请来村里的一位老人帮忙解决难题。 

请讨论：如果您是这个老人，可以怎么处理？ 

 

活动 2：小测试：他还会爱她吗？ 

第一题：他很爱她，她细细的瓜子脸，弯弯的峨眉，肤色白皙，美丽动

人。可是有一天，她不幸遇到车祸，痊愈后，脸上留下了几道丑陋的疤痕。

你觉得，他还会一如既往地爱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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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她很爱他，他是商界精英，儒雅沉稳，敢闯敢拼。忽然有一天，

他破产了。你觉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爱他吗？ 

 

活动 3：魔术方阵 

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设计了一个“魔术方阵”，图上的九个

数字，纵横斜相加都是 15.现在要求变动这九个数字中的一些或全部，而将

纵横斜相加之和都变为 16. 

8     1     6 

3     5     7 

4     9     2 

 

活动 4：马什么时候在同一起跑线？ 

在一个 1000 米的圆形赛马场上，有 3 匹马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出发，

1 号马儿每分钟跑 2 圈，2 号马儿每分钟跑 3 圈，3 号马儿每分钟跑 4 圈。

请问，这 3匹马要经过多久，才能并排站在原来的起跑线上？ 

 

活动 5：游戏——猜猜我是谁？ 

玩法：三个人头上分别有一张写了名字的纸，三人通过向彼此ᨀ问题

来确定自己头上的人物。 

 

活动 6：案例讨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德国交战时，法军一个吕在战争前线构

筑了一座极其隐蔽的地下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员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德军

的侦查人员在观察战场时发现，每天早上八九点时，都有一只波斯猫在法军

阵地的一个土包上晒太阳。 

请使用目标确定法，分析上述材料。 

五、 任课师资条件 

孙美红，北京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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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如何让学生爱学、学懂、学会 

一、 模块名称 

如何让学生爱学、学懂、学会？ 

二、 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计 8 课时，共分为 3 节课，分别为怎样让学生爱上学习？（4

课时）怎样让学生学懂？（2 课时）怎样让学生做到“举一反三”？（2 课

时） 

三、 模块目标 

1.理解学习动机、知识理解和迁移的相关理论； 

2.体验动机、理解和迁移在学习中重要性，产生尝试应用理论的意愿； 

3.能够应用理论支持下的多种策略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

的理解和迁移。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第一课：怎样让学生爱上学习？（4课时） 

1.主要知识点 

（1）学习动机的基本概述 

学习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使个体

的学习活动朝向学习目标的一种内部启动机制。从学习动机的定义，可以看

出学习动机有激发、指向、维持和调整的功能。 

根据动机的不同来源，动机可以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种。他们之

间存在三种关系，即外在动机削弱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共存、外

在动机促进内在动机。 

学习动机与行为的关系是复杂的。学习动机可以预测学习行为，行为也

可以分析学习动机。同一学习动机可以引发不同的行为。同一学习行为可能

源自不同的学习动机。动机与行为效率存在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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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及理论基础 

维

度 

影响因素 理论基础 举例 

学

生 

需要 需求层次理论、

成就动机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 

当学生感到爱和归属时，他会更加

努力的学习。 

能力观 成就目标理论 当学生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ᨀ

升时，他会更加努力学习。 

自我效能

感 

自我功效论 当学生认为自己有把握成功时，他

会更加努力学习。 

归因 归因理论 当学生将学业成败归因为努力程度

时，他会更加努力学习。 

自我价值

感 

自我价值理论 当学生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时，他

会更加努力学习。 

教

师 

期望 期望理论 当学生认为教师对他抱有期望时，

他会更加努力学习。 

反馈 强化理论 当教师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时，他会

更加努力学习。 

教学方式 唤醒理论 当教师的教学方式符合学生的最佳

唤醒水平时，他会更加努力学习。 

任

务 

难度 期望价值理论 当难度适中，学生认为自己有可能

成功时，他会更加努力学习。 

价值 期望价值理论 当学生认为学习任务对他有价值

时，他会更加努力学习。 

（3）学习动机与教学 

教师开展研究调查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现状，是采取有效的策略激发

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前ᨀ。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可采用观察、问卷调查

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现状。 

学习激动的激发策略 

维度 影响因素 思考的问题 教育教学策略与方法 

学生 需要 重点关注学生的

哪些需要？如何

满足学生需要？ 

重点关注学生爱与归属需要、自尊需要、成就需

要、权利需要、亲和需要、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

创设一个情感与支持和无威胁的环境，让学习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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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全；公正、爱护每个学生，让学生觉得自在，

被人理解和接纳；适当安排学生担任小组长或班干

部；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合理设置任务，

使学生感受到自己能够胜任；给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内容和方式的权利和空间。 

能力观 如何让学生正确

认识能力？如何

引导学生设置学

习目标？ 

通过恰当的方式，使学生相信能力是可以通过努

力而增长的；引导学生设置合适的目标定向，使学

生获得成功的体验；使学生相信学习不是为了分

数，应强调学习内容的价值和意义。 

自 我效能

感 

如何增强学生成

功地完成Ḁ一行

为的信念？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形成恰当的自我效能；善

待所有的学生，而不仅仅是优秀生；用放大镜去找

学生的优点，不吝啬鼓励和表扬；用欣赏增强学生

的信心，培养学生自信；多给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

给失败孩子多一些鼓励；多给学生介绍与自己水平

差不多的同伴的成功的经验；多用言语劝告、引导

学生形成高的自我效能感 

归因 如何引导学生对

成功和失败进行

恰当解释？ 

对于不同年龄学生，引导的方式不同：对于学习初

期或小学阶段的学生，引导学生进行努力归因，成

功是努力的结果，失败是努力不够造成的；对于学

习后期或中学阶段的学生，引导学生进行能力和努

力归因，成功和失败是两者原因的结合。 

对于不同努力程度的学生，引导的方式不同：努力

并成功时归因于努力和能力；努力但失败归因于有

效学习策略的缺乏；不努力归因于缺乏努力。 

自我价值感 如何让学生维持

自我价值感？ 

引导学生追求成功，同时也不畏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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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期望 如何给予学生高

期望？ 

以赞赏的眼光，以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期待来影响

学生的认知和行为；表扬多、批评少；与学生积极

互动，给予情感性支持；明确、透彻的解释和更高

的要求 

反馈 如何给予学生恰

当的反馈？ 

ᨀ供学习结果清楚、具体、及时的反馈信息；运用

正确的评价和恰当的表扬与批评，评价必须客观、

公正、及时，评价注意学生的年龄特征与性格特征 

教学方式 如何吸引/维持

学生的注意力？ 

创设重视学习体验的环境；营造适度紧张的竞赛

或竞争气氛，调动学生的好胜心；变换教学方法和

任务；使用让学生猜测的方式；设置学生感兴趣的

教学活动 

任务 难度 如何设置任务难

度？ 

设置中等难度的任务 

价值 如何让学生体会

到任务的价值？ 

合理设置学习目标，让学生体会到成就感；基于学

生兴趣设置任务目标，让学生感受到乐趣；将任务

与学生实际相联系，让学生体验到价值 

 

2.课程设计 

（1）课程整体安排 

序 环节 活动内容 方式 

1 主题引入 分享对动机的已有认识（K）和

和半天想学习的内容（W） 

KWL（已知的、想

学的、学到的） 

2 学习动机的

基本概述 

了解学习动机的内涵，分类及动

机与行为的关系 

参与式讲座 

3 学习动机的

影响因素 

梳理影响动机的因素，对影响因

素进行归类 

卡片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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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动机的

理论 

了解影响学习因素动机背后的

理论基础 

参与式讲座 

5 学习动机的

培养激发策

略 

研讨交流培养激发学习动机的

策略 

世界咖啡 

6 总结反思 分享本节课的学习收获（L） KWL（已知的、想

学的、学到的） 

（2）课程具体环节 

环节一：主题引入 

方式：KWL（已知的、想学的、学到的） 

内容：带领老师们在大白纸上填写出对学习动机已知的内容（K）和想

要学的内容(W) 

K（已知的） W（想学的） L（学到的） 

   

环节二：学习动机的基本概述 

方式：参与式讲座 

内容：基于上个环节老师们ᨀ到的关于学习动机已知的和想学的，讲解

有关学习动机的内涵、分类及学习与行为的关系。 

环节三：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 

方式：卡片风暴 

内容：采用卡片风暴的方式，梳理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有哪些，并进行

归类。 

第一步：头脑风暴 

1.分人思考时间：想出 5-7个答案。 

2.两人、三人，或小团队内进行头脑风暴，讨论出 4-5个组员都认可的

答案，并分别写在卡片上，字写大一些。 

3.全体参与者总共写出卡片数量在 20-30张为佳。 

4.将事先准备好的符号卡片贴在教室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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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整理 

1.请每个小组上交 1-2张卡片。把这些卡片随机贴在符号卡片下方。请

大家观察这些卡片是否做合并同类项。 

2.请每组再上交 1-2张卡片，请大家观察是否可以做合并分类。 

3.请大家为每个类别起 1-2个初始标题，并写在报事贴上。 

4.出现 3-4个类别后，请大家把手上的卡片表上相应的类别符号。把所

有标好类别的卡片都收上来，并贴到合适的类别下。 

5.观察是否还有卡片无法归类，对已有的类别进行调整和删补。 

第三步：命名 

将初始标题做进一步ᨀ炼。从卡片数量相对较少的开始命名，请大家一

起看卡片数较少的一列，读一遍。如果用一两个᧿述性的词来清晰᧿述这个

标题（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会是什么？把确定的标题写在有边框的卡片上，

替换原有符号卡片，将确定的标题贴在该类别卡片的最上方。照此完成各类

别卡片的命名。 

第四步：反思 

哪一列最吸引你的注意力？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是哪一列?那一列问题最

难解决？ 

环节四：学习动机的理论 

方式：参与式讲座 

内容：基于上个环节老师们共同总结出的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这里讲

解每个因素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环节五：学习动机的培养激发策略 

方式：世界咖啡 

内容：在前面研讨了解了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和理论的基础上，本环节

研讨交流学习动机的培养激发策略，发挥老师们的已有经验，采用世界咖啡

的方式。 

第一步：主题研讨 

1.每组选定一位组长，由组长进行主持，组织老师们思考培养激发学习

动机有哪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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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内老师独立思考 3分钟，将思考内容写在便签纸上。 

3.小组成员开展讨论，将讨论的关键词及时记录下来。（也可以依次每

人分享 2分钟）。  

4.组长组织本组老师用思维脑图在大白纸上整理大家的核心观点。 

第二步：自由流动 

1.除每组组长以外，其余人员均转移到别的桌子去。 

2.每组组长欢迎新成员并简介，把前轮研讨的内容简要介绍，（约 5 分

钟） 

3.与第一次的会谈流程相同，大家重新围绕每桌原有话题继续讨论，并

记录关键词。可根据问题和人员的实际情况，进行第三轮或者更多轮会谈。 

4.N轮讨论结束后，所有人回到原位，介绍自己在移动过程中的谈话内

容，并继续讨论。 

5.组长将本桌的关键词进行综合总结，并向全体组员介绍。 

环节六：总结反思 

方式：KWL（已知的、想学的、学到的） 

内容：带领老师们在大白纸上填写出本节课学到的内容（L） 

K（已知的） W（想学的） L（学到的） 

   

 

（二）第二课：怎样让学生学懂？（2课时） 

1.主要知识点 

（1）理解“理解” 

对于教师来说，要注重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思维，获得对知识的理解。

根据理解的不同来源，对知识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方式，包括在活动与观察、

阅读与听讲以及在探索研究中获得知识的理解。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仅是学生个人进行意义建构，完成的认知活动，

而且同时是一个需要外界环境、他人共同作用的社会建构过程。建构主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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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为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种主要取向，两种取向在关注点、

基本观点和发展的过程上都有所不同。 

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区别 

维度 个人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 

关注 个人 社会文化背景 

观点 学习是意义建构的过程 学习是文化参与的过程 

发展过程 个人通过新、旧知识的相互

作用，以同化和顺应两种形

式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

得到发展 

个人通过与物理环境的相

互作用，与他人的交互、共

同学习得到发展 

个人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个人是通过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以同化和顺

应两种形式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得到发展。 

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个人建构知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建构的，是

在与他人合作与协调过程中进行的。 

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知识的个体性、知识的情境性、知识的社会性、知

识的动态性。 

在学习观上，建构主义主张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和学习情境

性。 

在教师观上，建构主义者基于苏格拉底所ᨀ出的“产婆术”，ᨀ倡教师

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同时，要像“助产士”一样引导学生。教师的角色不再

是知识的“传输者”、“灌输者”、“权威者”，而是要基于学生的实际发展水

平，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把握适当的时机，为学生ᨀ供“脚手架”，成为学

生建构知识的帮助者、支持者、引导者。 

（3）为理解而教 

建构主义的思想对教育教学有重要的启示。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

师应该使学生真正、深层次的理解知识的内涵。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相适应

的教学模式，主要有情景化教学、支架式教学和探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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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景

化

教

学 

情景化教学的环节： 

1.创设情境：使学习能在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情境中发

生。 

2.确定问题：在上述情境下，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

实性事件或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 

3.自主学习：教师向学生ᨀ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并要特别注

意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协作学习：讨论、交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加

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 

5.效果评价：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学习表现。 

支

架

式

教

学 

支教式教学的环节： 

1.搭建支架：围绕当前学习问题，按“最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

念框架。 

2.进入情境：将学生引入到一定的情境中，并ᨀ供可能获得的工具。 

3.进行探索：探索开始时由教师启发引导，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析、

独立探索。在学生独立探索过程中，教师要适当加以ᨀ示，帮助学

生沿概念框架逐步繁升；但要注意，教师的引导应逐渐减少，以使

学生最后自己能在概念框架中继续攀登。 

4.协作学习：进行小组协商、讨论，在共享集体思维成果的基础上

达到对当前所学概念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最终完成对所学知识

的意义建构。 

5.效果评价：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

组的对个人的学习评价。评价内容包括：自主学习能力；获取有关

信息与资料的能力；利用、评价有关信息与资料的能力；对小组协

作学习做出的贡献；是否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探

究

探究性学习常采用的模式为基于项目式学习，基本环节： 

1.ᨀ出驱动性问题：教师向学生们ᨀ出驱动性问题，比如，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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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计 

（1）课程整体安排 

序 环节 活动内容 方式 

1 主题引入，

理解“理解” 

分享 OH 卡内涵，体验同一张卡

片不同老师理解不同 

OH卡 

2 理解的方式 了解对知识的理解存在的不同

方式 

参与式讲座 

3 个人建构主

义 

基于建构主义寓言故事，分享

个人是如何建构理解的 

研讨互动 

4 社会建构主 阅读分析案例，思考、分享、展 案例分析 

性

学

习 

周围的水中都有什么？它们是哪来的？这种对学生有意义的驱动

性问题为学生ᨀ供了一个宽而明确的探究框架，其中包含丰富的可

能性，是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开展探究活动。 

2.形成具体探究问题和探究计划：学生必须形成自己要探究的具体

问题，设计规划探究活动，并对探究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评价。在规

划探究活动时，学生们通常需要确定分工与合作方式。教师可以观

察各个小组对探究问题的分析和对探究过程的规划，ᨀ供适当的建

议。 

3.实施探究过程：学习者们决定进行Ḁ种探究活动，他们就要接着

付诸实施了，包括做背景性研究、搜集数据、分析数据、形成结论

等。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常常需要与其同伴、指导教师以及有知识

经验的相关人士进行合作和交流；而教师可以为学生ᨀ供探究策略

的指导。 

4.形成和交流探究结果：探究活动的结果通常体现为各种人工制品

（如采集的水样、测量结果、统计图表等）和产品（如研究报告、

多媒体演示、档案资料等）。 

5.反思评价：教师和学生一起对任务的完成过程进行反思，分享经

验，结合活动过程和结果表现做出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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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示促进学生更好的理解的教学

理念与策略 

小组研讨 

5 课程总结 总结反思学习收获 ORID 

（2）课程具体环节 

环节一：主题引入、理解“理解” 

方式：OH卡 

内容：学员分组，每组学员在本组的 OH 卡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OH 卡，

并赋予意义。然后选取一张 OH 卡，请不同组拿到这张卡人分别来分享“当

你用语言来表达图片中的故事时，你会怎样表述？”，分享后就会发现，从

事实角度来说，这仅是一张有颜色符号的图，全部特征都清晰、准确的呈现

在图片中。我们所表达的意义并非真实存在，我们只是把他们推理出来，投

射到这张图片上。这个赋予图片意义的过程就是理解。  

环节二：理解的方式 

方式：参与式讲座 

内容：基于老师们上个环节的分享，讲解根据理解的不同来源，对知识

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方式，包括在活动与观察、阅读与听讲以及在探索研究中

获得知识的理解。 

环节三：个人建构主义 

方式：研讨互动 

内容：阅读建构主义寓言故事，思考为什么鱼心目中的牛与青蛙讲解的

牛不一样？ 

【建构主义寓言故事】 

在一个小池塘里住着鱼和青蛙，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他们听说外面的世

界好精彩，都想出去看看。鱼由于自己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只好让青蛙一个

人走了。 

这天，青蛙回来了，鱼迫不急待地向他询问外面的情况。青蛙告诉鱼，

外面有很多新奇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牛吧，”青蛙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它的身体很大，头

上长着两个犄角，吃青草为生，身上有着黑白相间的斑点，长着四只粗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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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还有大大的乳房。” 

鱼惊叫道：“哇，好怪哟！”， 

同时脑海里即刻勾画出她心目中的“牛”的形象：一个大大的鱼身子，

头上长着两个犄角，嘴里吃着青草，… 

青蛙作为“老师”准确地讲出了“牛”这种动物的特征，鱼作为“学生”，

很有学习兴趣，而且很认真地听讲。但在结果上，鱼心目中的牛却是一种“鱼

化”的牛。 

青蛙还对外面世界的鸟、人都做了᧿述，而鱼心目中出现的都是“鱼化”

了的鸟和人。 

环节四：社会建构主义 

方式：案例分析、小组研讨  

内容：阅读案例，根据反思单进行研讨分析 

【案例】 

基于旅游情境的数学学习案例，是围绕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城隍庙

旅游，让学生面对真实的问题挑战，为即将来访的国外专家设计旅游方案。

案例的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进入问题情境，识别问题，分解问题 

教师设置情境：华东师大的老师将接待来自美国、法国等的国际数学教

育委员会全体执行委员,他们来上海参加数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同时参观学

校,了解中国教育。工作之余我们将安排他们看看上海的景色,尤其是你们学

校附近的城隍庙旅游区。但是老师们也不熟悉城隍庙的情况。请你们一起帮

忙为我们的外国专家设计一下,如何参观城隍庙旅游区,使他们在半天时间

里(约 3 小时),好好欣赏优美的景色,为亲友购买一些礼物,品尝上海的小吃

等等。请你告诉他们具体的方案,以及可能需要的费用。 

学生面对真实(相对)问题的挑战,活动兴趣有所高涨,但也有点迷茫,不

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因此我们首先通过一系列热身问题,激发学生对原有

经验的回忆。在热身问题的驱动下,学生分小组讨论,纷纷口头表达自己的经

历。教师建议学生能否用已经掌握的数学工具,表示各自参观城陛庙的经历,

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利用表格与条形统计图,表征自己在城隍庙游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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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利用数学工具表达自己的生活经历,因而激励学生认真投人到这种数

学活动中。 

通过表征自己的经验,学生逐渐进入问题情境,他们尝试从外国专家的

角度,考虑游览计划。首先学生根据各自的经验,经过讨论与协商,将城隍庙

的旅游活动分为参观豫园、观赏景点、购物、小吃四大类。在这个活动中,

学生可以体验数学分类思想。他们在讨论中,对分类标准产生不同看法。他

们发现有些对象既可以属于观赏景点类,又可以属于小吃类。针对这种情况,

教师及时让学生真正体验交集思想的重要意义。 

在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中,教学回到要解决的问题上,学生们意识到这个

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一定的分工合作,另外他们还缺少必要的信息来解决这

个问题。因此学生们将问题分为 4 个子问题,并自然分组,承接相应的子任

务,计划去城隆庙采集数据。 

第二阶段:收集问题解决的信息 

学生初步明确各自面对的子问题,前往城隍庙收集信息。在这次现场的

信息收集活动中,大多数学生为这次活动作了充分准备,有的带上相机,把需

要的价格拍摄下来;有的带上小本,向售货员了解外国朋友喜爱的物品,以及

相应的价格;有的带上手表,测量观赏Ḁ个景点需花费的时间等。有一组学生

主动向外国游客请教有关旅游的爱好问题,希望收集到解决问题的可靠信息。

这一阶段的活动,不仅让学生体验收集信息的各种方式,而且锻炼学生对信

息可靠性进行思考的习惯。 

第三阶段:筛选信息,应用信息设计子问题解决 

数学教学活动又回到课堂,师生们相互讨论各个子问题,使得学生进一

步明确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各小组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织,

便于应用有关信息设计子问题解决方案。在这阶段活动中,需要学生动用以

前所学的有关数学知识,如单位换算,从人民币换算到美元、马克等,又如单

价、数量、总价的代数关系等。另外需要学生一定的估算能力,通过假设具

体旅游者人数,ᨀ出一个假设性的旅游方案。学生在应用数学知识与能力完

成解决方案以后,以生动的形式展示他们的成果,有的利用网页制作软件,呈

现自己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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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分享大家的信息,合作设计总问题解决方案 

在完成相应的子问题解决方案后,学生关心所需解决的总问题。他们利

用自己与他人的子问题解决成果,着手解决真实问题: 

你们ᨀ供了各种参观、购物的方案,现在请你们为我们的外国朋友设计

一条合理的路线,使他们在半天时间(约 3小时)能 

1)参观城隍庙的特色景点(豫园,九曲桥,湖心亭,绿波廊等); 

2)为家人、为朋友准备好礼物(剪纸,茶叶,茶具,脸谱等); 

3)品尝上海的风味(茶,室内小吃等); 

请列出旅游活动的顺序,每项活动所需的费用和时间。 

学生试图探索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各个小组往往以自己亲身设计的子

问题为中心,再借助他人的成果,设计出各种的整体方案。在对方案进行讨论

和评判中,学生们才能意识到有些方案不合理,例如负责小吃一组的学生,最

初以自己的子方案为主,设计的方案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品尝城隍庙的小吃,

这个方案受到其他小组的批评,学生也意识到方案中时间分配的不合理性。

经过反复的讨论,这组学生改善他们的方案。通过这一阶段的活动,学生能够

体验到对数学问题解答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的必要性,不仅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问题解答的检验与反思。 

第五阶段:学生主动生成解决其他问题的需求 

学生在探索数学情境问题时,主动生成来自其它相关学科的问题,如科

学、社会科、历史、语言等学科的问题,并且产生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愿

望。例如学生们对九曲桥的来历、豫园的历史、绿波廊的建筑风格、瓷器的

加工原理与过程、丝绸的制作工艺、上海小吃“五香豆”的来历等等表示出

各自不同的兴趣,教师抓住学生这类学习愿望,为学生创造解决这类项目的

空间。 

【反思单】 

请᧿述您对案例材料印象最深的场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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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材料中，有哪些是促进学生更好的理解的策略与方法？ 

 

 

 

案例材料对我们今后从事教育教学如何促进学生理解，有哪些启发？ 

 

 

 

环节五：总结反思 

方式：ORID方法 

内容：运用 ORID 方法总结反思本节课的学习收获 

O:在今天的培训中，你都具体做到了什么？ 

R:对你所做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I:从这些事情中，你获得了哪些新的发现？你察觉到了什么？ 

D:经过今天有关理解的学习，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你会考虑做出哪

些改变？ 

（三）第三课：怎样让学生做到“举一反三”？（2课时） 

1.主要知识点 

（1）迁移的基本概述 

学习迁移是指学生的学习经验对以后的学习产生影响及其将所学到的

知识应用于实践的心理活动过程。 

学习迁移可以根据迁移的效果、迁移的方向、迁移的难度、迁移内容的

概括性程度、迁移范围的大小和迁移发生的自动化程度进行分类。 

学生在学习知识、形成技能和能力，以及学习兴趣、情感和信心中都会

产生迁移。 

（2）迁移的影响因素 

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除了包括学生个人自身的因素，还包括外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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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即前后两种学习情境的关系。 

学习迁移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类别因素 因素 理论基础 

个体因素 训练程度 形式训练说 

概括化能力 概括化理论 

认识结构 认知结构迁移理论 

元认知 元认知迁移理论 

心向和思维定势 学习定势说 

情境因素 相同元素 相同元素说 

共同的深层结构关系 关系转换说 

技能之间的重叠 产生式迁移理论 

情境 情境性学习理论 

共同的思维要素 学习的迁移理论 

（3）为迁移而教 

迁移的影响因素及教育教学策略 

类别因素 因素 教育教学策略 

个体因素 训练程度 注重训练的作用，给学生ᨀ供与真实考试相

近的练习的机会，避免过度题海战术  

概括化能力 注重学生对概念和原理的学习，引导学生对

学习内容进行总结、归纳、概括，在学习后

重视反思经验与不足，帮助学生掌握概括化

的能力 

认识结构 深入开展学情分析，了解学生原有的认知结

构水平，采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方式，合

理采取教学方法和呈现教学材料，优化、丰

富学生的认知结构 

元认知 教授学习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引导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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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ᨀ问、自我总结反思等方式，增强对学

习内容的认识以及ᨀ升自己学习过程中所

采用的学习策略的监控水平 

心向和思维定

势 

引导学生建立迁移的意识，理解思维定势的

好处和不足，合理运用思维定势 

情境因素 共同要素 前后两种学习任务的学习材料之间要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注重模

拟真实的考试内容、形式等要求 

共同的深层结

构关系 

引导学生概括所有内容的之间的关系，可以

指导学生采用思维导图或列出知识结构体

系图的方式 

技能之间的重

叠 

合理编排教学内容，教师讲授时前后的教学

知识内容有适当的交叉、重叠  

情境 ᨀ供真实的情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共同的思维要

素 

注重思维材料（载体）、思维方法和思维规

律的运用与培养 

2.课程设计 

（1）课程整体安排 

序 环节 活动内容 方式 

1 主题引入 自我介绍，分享对迁移的认识、

理解和学习期待 

超级名片 

2 迁移的基本

概述 

了解迁移的内涵、分类和范围 参与式讲座 

3 

 

学习迁移的

理论 /影响

因素、促进

策略 

阅读本组的迁移理论，组内研讨

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及促进迁

移的策略 

自主研修 

小组研讨 

讲解本组迁移理论及促进迁移 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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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聆听各组汇报，根据小组汇报评

价表，对不同组的汇报进行打分

与评价、学习 

同伴互评 

进一步了解基于理论的促进学

习迁移的策略 

参与式讲座 

4 课程总结 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 钻石笔记 

（2）课程具体环节 

环节一：主题引入 

方式：超级名片 

内容：采用超级名片的方式，相互熟悉，作为课程破冰环节，并互相分

享对迁移的认识理解和学习期待。超级名片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一个问题，

分别为①姓名、学校、职务②您今天的心情如何？请用符号或语言表述。③

看到“迁移”，你想到的词是什么？④你觉得这半天的学习，你期待带走的

是什么？找您不认识的人，两人一组介绍，每组 3分钟，争取记住更多人的

想法。然后分享在刚才的环节谁给你的印象最深，他是如何分享的？ 

环节二：迁移的基本概述 

方式：参与式讲座 

内容：基于上一环节老师们分享的关于迁移的内容，进一步介绍迁移的

内涵、分类和范围。 

环节三：学习迁移的理论/影响因素、促进策略 

方式：自主研修、小组汇报、同伴互评 

内容：首先给每组老师下发不同的迁移理论纸质材料，每组老师们自主

学习有关迁移的理论，并探讨有关促进迁移的策略，然后以组为单位进行汇

报展示，在各组展示时制定评价原则，给各组展示进行打分，起到激励作用。

最后基于老师们的讲解，补充完善基于理论的促进迁移的策略与方法。 

纸质的迁移理论包含：形式训练说、概括化理论、认知结构迁移理论、

元认知迁移理论、学习定势说、相同元素说、关系转换说、产生式迁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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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性学习理论、学习的迁移理论。 

环节四：课程总结 

方式：钻石笔记 

内容：用钻石笔记的方式，请学员填写并分享①学习收获 1-5个②最重

要的 2个③填空：迁移就像       因为          ④用一幅画表示什么是

迁移 

五、 任课师资条件 

崔莹莹，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师训部，主任助理，区教师教育带

头人，主要研究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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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深度学习才能促进教学变革 

一、 模块名称 

深度学习才能促进教学变革。 

二、 课时安排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1、理解“深度学习”的本质与内涵，能够理解何为深度学习； 

2、通过对“深度学习”案例的分析，体验“深度”“学习”的内涵，能

够体会到“深度”不是知识的深度，而是思维的深度，“学习”是学习者自

己的能力ᨀ升、认知水平的ᨀ升； 

3、通过“深度学习”的活动设计，掌握如何针对具体的学习内容，设

计学习活动。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理论学习：深度学习的背景、特点与内涵 

1、深度学习的特点 

深度学习ᨀ出的背景：20世纪 70 年代，机械、碎片、浅表、科目为中

心、缺乏兴趣 

深度学习的基本特点： 

• 从学习动机看，主要是积极参与； 

• 思考方式以批判性思考为主； 

• 发现联系，并通过联系重塑因果关系。 

• 从学习者角度看，突出主动学习，负责任的学习， 赋予意义

的学习； 

• 从学习目标看，突出知识的理解、应用、分析、评价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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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概念创造、问题解决和产品创造；  

• 从学习过程看，突出概念理解学习，问题解决学习和项目化学

习； 

• 从学习结果看，突出知识、能⼒和品格的融合，即核⼼素养的

ᨀ升。 

与杜威“是对Ḁ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地深思”的观点

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布卢姆在《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谈到的： 

 

（靳伟 制作） 

2.深度学习的内涵 

根据“深度学习”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历史，学者们概括了不同视角下“深

度学习”的内涵。主要有“迁移说”“素养说”“理解说”。 

“迁移说”，顾名思义，是从学习迁移的角度来阐述“深度学习”，主要

观点来自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他们认为：深度学习就是为迁移而学习的

过程，能够让学生把一个情境中学习到的东西迁移到另外的情境中。我国学

者黎加厚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一文中，指出深度学习是“在理解学习的

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想和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

知结构中，能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系，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

境中，作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养说”是从学生发生深度学习之后应具备的能力素养角度入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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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角度，学生学习发生之后，对深度学习的内涵进行阐释，是目前受到普

遍认可的定义方式。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将深度学

习定义为一系列技能，他认为这些技能能够让学习者成为具有终身创造力、

能合作的问题解决者，成为自己未来的主导者，以及能够贡献于全球健康、

幸福的公民。富兰把这些技能称为“6C”，具体包括：品德、公民素养、有

效沟通、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协作以及创造力和想象力。 

“理解说”，是从学生对所学内容理解的角度来阐述“深度学习”的。

美国学者格兰特·维金斯在其“为理解而设计”项目中，认为深度学习就是

让学生实现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他将“理解”从六个不同侧面进行阐释，包

括解释、阐释、应用、观点、同理心和自觉知识。如黄显华 所言，“理解”

是将一点一滴的知识织成连贯的整体，从而发现这些知识的模式、联系和关

系的能力；它亦是把这些知识、概念和技能阐明并应用新问题或情境的能力。 

我国学者郭华借鉴上述几种内涵，结合本土课程教学的实践，对于“深

度学习”的定义如下 ： 

深度学习，是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者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

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掌握学科的核心知识，理解学习的过程，把握学科的本质和思想方法，形

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

成为既具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又有合作精神，基础扎实的优秀学习者，

成为未来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人。 

该定义中，首先明确了“深度学习”中师生的角色定位，教师是引导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其次是强调了学生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学习，“有

意义”的学习，在学习心理学上，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就是符号

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非任意的和实质性的联

系” ，有意义的学习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学习材料必须具有逻辑意义，

二是学习者自身必须具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具有与新知识进行关联的先行知

识并能够积极主动地将新旧知识进行关联。第三，是对这个“深度学习”的

过程进行᧿述，从学习内容，学习情意、态度，以及学习的结果方面进行了

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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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充满了理想的成分，希望通过“深度学习”能够解决“树人”

的教育目标。也围绕这个教育理想，“深度学习”课题组的研究专家和教师

进行了大范围的教育实验。 

崔允漷在郭华等基础上，对深度学习的内涵界定为：深度学习是指学生

基于教师预设的专业方案，经历有指导、有挑战、高投入、高认知的学习过

程，并获得有意义的学习结果。  

通过对中外关于“深度学习”的梳理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关于

“深度学习”的研究，更多是立足于学校教育的情境，强调教师指导下的学

习；国外关于“深度学习”的实践，更突出打破学校的壁垒，践行“学校在

窗外”的理念。这可能各国的教育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3.深度学习的本质 

“深度学习”的开展，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是一个赋能的

过程。教师通过“深度学习”的开展，对自己所教的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对

学生有了深刻的理解，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是要通过学科来“成人”“树人”

“立人”，进而ᨀ升“人”的尊严与价值。学生通过“深度学习”的开展，

对于知识的产生、发展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可以理解人类文明来之不易，

所学知识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进而树立历史感和使命感；在“深

度学习”中，通过与老师、同学的团队合作，在团队中时刻可以揽镜自照，

以同伴看自己，不断地反思和完善自己，同时感受到来自团队的支持和力量，

为未来的人际合作ᨀ供良好体验，培养乐群的个体；“深度学习”因为是解

决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一种把知识与经验通过联想和结构的方式进行

转化，通过活动与体验的方式，对学习对象进行深加工，能够迁移运用到社

会实践中，其评价重点关注人的成长中的诸多隐性要素。 

“深度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可以说是促进教师和学生不断地发展和检

视自己的教与学的过程、方式、内容、目标等，凸显了各自的主体性。因此，

我们说深度学习的本质是一个为师生应对智能时代的到来而“赋能”的过程，

是一个教会教师和学生会思考的过程。 

4、 案例与研讨：学习活动设计 

活动一：案例研讨：《西游记》整本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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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偷吃人参果》的主要内容如何概括？ 

问题 2:：《偷吃人参果》可以讨论的问题有哪些？ 

问题 3：如何引导小学生关注小说文本的细节？ 

问题 4：整本书阅读，如何引导学生深度思考？ 

上述活动是体验式参与活动，先请老师们自己逐一完成相关问题的思考，

思考一个问题结束后，讨论一个问题，并讲解一个问题，然后，推进下一个

问题。 

随后，围绕整本书阅读深度学习要讨论的问题是： 

1.古典文学类文本的整本书阅读需要注意什么内容？（章回小说、回目、

情节、细节、诗词歌赋等内容） 

2.设计什么样的好任务，可以促进学生的阅读与表达？ 

活动二：案例研讨《朱自清读本》在小学中段和高段该如何开展？ 

过程： 

出示《朱自清读本》的目录等内容，了解该读本。并系联教材中朱自清

先生的文章。 

讨论，这样的材料在小学三年级和六年级，分别该如何上？ 

分享：小组讨论的结果。 

展示：Ḁ小学的课例 

讨论： 

1.是否具有深度学习的特征？ 

2.具备什么特征？ 

3.是否有改进的空间？ 

小结：通过两个语文教学中的热点案例，探讨了关于深度学习在语文学

习中的表现。也通过案例，明确了类似文本的深度学习活动设计的基本流程。 

作业（任选其一）： 

在深度学习相关理论指导下，以《西游记》为例，为五年级学生设计整

本书阅读方案。在深度学习相关理论指导下，以《希腊神话》为例，为四年

级学生设计阅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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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任课师资条件 

吕俐敏，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何冲，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 

靳伟，北京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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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 学习科学是如何研究学习的 

一、 模块名称 

学习科学是如何研究学习的 

二、 课时安排 

1、教师如何当好学生的学习促进者？（3课时） 

2、明天的学习什么样？（1课时） 

三、 模块目标 

本模块主要是向教师介绍学习科学这门新兴的学科，通过“学习科学是

如何研究学习”这一内容，引导教师了解学习科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在教育

教学中的应用，同时结合目前学习科学发展现状，介绍未来学习，学校发展

的样态，从而开拓教师视野，引领教师关注学习科学理论，并能够应用学习

科学理论改进教育教学实践，从而培养学习科学素养，促进专业成长。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1、主要知识点（核心概念、理论原理等）； 

（1）学习科学 

A.学习科学是如何诞生的呢？ 

人类对学习的研究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肤浅到深入。20 世纪以来，人

类对学习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动物如何学习的，机器如何学习

的，人是如何学习的？。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一些在传统认知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意

识到，以脱离情境认知建构和控制实验为特征的学习研究很难解释真实世界

中的学习实践，那些源于认知科学的教育教学思想方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地

指导“不规范且具体”的真实学习。面对这一困境，这群学习研究者们纷纷

从传统的认知科学一派出走，开始基于真实的学习情境来研究学习。作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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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领域内世界上第一个学习科学研究所和学习科学专业的创始人，罗

杰·尚克无疑也是一位传统教育的尖锐批评者。他于 1993 年在一次采访中

回顾了创办美国西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所的心路历程，谈到自己从人工智能

研究向学习科学转变的初衷时说，“我对学习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学校

教育的一整套做法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泥淖

中艰难跋涉时，感到非常震惊。我发现孩子开始憎恶学校，因此开始思考如

何开发教育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学习快乐起来。" ( beach ,1993)罗

杰·尚克早期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

80年代的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界享有盛誉，他ᨀ出的“基于案例的推理”和

“动态记忆”概念是对传统推理和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然而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他在利用这些新理论解决自然语言识别的问题上却遭遇了一系

列困难，面临着学习研究上的瓶颈。他越来越发现，所有问题最终都要归结

到人类学习的问题上来。他说，“如果做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那么你就会

花大量时间来思考人是如何学习的这个问题。要想让机器变得智能化，你就

必须思考机器有可能怎样学习。而答案在于，只有人才是能够让你研究并得

出答案的唯一实体。" ( Beach , 1993 ) 1989年，罗杰·尚克暂时中止了

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离开耶鲁大学来到西北大学，在安达信公司的资助下创

办了学习科学研究所，并直接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学习科学专业于 1991 年

在西北大学的诞生。 

1991 年，西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所承办了第五届“教育中的人工智能

国际会议”。在会议上，学习科学的研究者发现自己的研究领域已和单纯的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有所不同。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主要是一批研究人工智能

的计算机专家利用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设计与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导学系

统以及基于智能导学系统的教育软件工具;而学习科学则不同，尽管学习科

学家也利用人工智能设计与开发各种教育软件与平台，但他们对真实情境中

的学习研究更有兴趣，其设计的教育软件更加注重以学习者的需求为焦点，

而不再视人工智能技术为其中必不可少之成分。( Sawyer , 2006 :14)在

罗杰·尚克的倡议下，一批学者在此次会议上现场组织发起了第一届学习科

学国际会议，学习科学家在这个“会中会”中与人工智能专家正式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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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学习科学家已从认知科学的研究阵营中彻底分化出来，形成了一个

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罗杰·尚克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而他

自身的经历也向我们展现了最早的一批学习科学家是如何从认知科学的研

究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以及这种分化的内在逻辑与必然性。 

B. 学习科学诞生之后，主要做什么呢？ 

   美国教育学家，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 R•基思•索耶（R. Keith 

Sawyer）在《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一书中指出：“学习科学是一个研究教和

学的跨学科领域。它研究各种情景下的学习——不仅包括学校课堂里的正式

学习，也包括发生在家里、工作期间以及同伴之间的非正式学习。” 学习科

学就是研究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促进学习更好的发生的科学。 

学习科学研究的目标，首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认知过程和社会化过程，

以产生最有效的学习；其次便是为了用学习科学的知识来重新设计我们的课

堂和其他学习环境，从而使学习者能够更有效和深入地进行学习。它给学习、

教育以及政策制定ᨀ供科学的指导，旨在通过跨学科和多学科交叉视域下的

协同，促进与学习相关的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近年来，学习科学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人类学习的本质，以

更好地理解学生学习的认知过程和社会过程；二是基于对学习的理解重新设

计学生学习环境，即探究如何通过机制、环境、教与学手段的重构与设计，

帮助学生在真实的课堂学习环境中开展学习；三是基于技术基础上对于学习

的研究，即利用技术对学习基础机制的深度挖掘以及对学习环境设计的有效

评估，从关注学习中的技术应用到关注如何利用技术进行有效的学习。 

（2）明天的学习是什么样子的？ 

在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球教育议程《教育 2030 行动框

架》前，世界各国、各地区或组织就陆续制定了类似教育 2030(如学习 2030、

教学 2030、学校 2030、课程 2030、教师 2030)的教育变革战略。这些变革

战策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对 2030 年的人口、经济、政治、社会、

职业和技能需求等的远景预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对未来职业变动和

劳动力技能需求的预测。 

《全球学习战略 2030与中国教育的回应》：从 3R到 4c,21世纪技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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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30学习战略的目标；技术作为 2030学习战略的支撑；终身学习力作为

2030学习战略的抓手；学习者中心的教学作为 2030 学习战略的关键。学

习者中心的教学要求教师要做到这五个方面: (1) 使学生投身到富有挑战

性的学习任务之中。传统的教师为学生的学习做了太多的事情，教师比学生

更辛苦。但是，在这种“教练在流汗”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并没有大量机会

参与和练习，因而很难发展学生的高阶学习技能。(2)进行必要的直接教学。

学习者要学会如何思考、解决问题、评估证据、分析论证、ᨀ出假设和验证

假设。但大多数学习者并不能靠自身来学会这些学习技能。研究一再表明，

在教师直接教学帮助下，这些学习技能发展得更快。(3) 鼓励学习者反思自

己的学习。教师要与学生谈论他们的学习，促进他们去反思自己的学习，反

思自己在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学习，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学习者，意识到自己

需要发展哪些学习技能，意识到自己去承担自己的学习责任。(4) 鼓励学生

控制自己的学习过程。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决定、至少参与决定学习什么、

如何学习、学习速度、任务完成节点以及如何评价自己的学习。教师如果做

太多的决定，学生就会变成一个富有依赖性的学习者。(5) 鼓励合作。社会

建构主义认为，一切高阶技能的产生都源于社会互动。课堂应该成为学习者

共同体，鼓励学生相互学习、砥砺、分享和质疑。个体性的学习和集体性的

学习都是重要的学习经历，也都是重要的教育目标。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于 2017年 10月 10日启动了“未来学校

研究与实验计划”，本计划的发起，旨在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 确定的

核心任务，聚焦基础教育领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用新理念、新思路、

新技术，面向未来推动学校形态变革和全方位改革创新，更好贯彻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更好推动素质教育，更好培养创新人才。 

袁振国《学习方式变革的思考》：由于知识的产生、发展、形态等都产

生了变化，未来的学习方式一定是泛在时间学习、即时学习、批判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合作学习、具身性学习、线上线下融合学习的特点。 

朱永新《未来学校》：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在《未来学校》一书中，

对未来教育趋势做出了预判: 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面对

教育变革，可以主动迎接、主动介入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这个趋势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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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来到了教育大变革的前夜，已经站在了

未来学习中心的门前。推开这扇门，就是一个新的教育世界。 

全书系统整理了关于未来学习中心的八个问题——学习中心，长什么

模样？谁来学？谁来教？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评价学得好不好？父母应

该做什么？需要政府干什么？——做了一系列畅想。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总体目标里的一句话：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

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 

“学习大国”排在第一位，并与后两者形成递进关系。 

“学习大国”也是第一次以如此醒目的方式在教育文件中出现。 

“未来社会是学习型社会，人人要学习、时时要学习、处处要学习。人要转

变成人力资源、人才，必须依靠学习。” 

2、 活动设计。 

活动 1:问题讨论 

为什么你刚布置的任务，几秒钟之后就会有学生问你“老师，刚才的任

务是什么”。 

为什么你有时会疑惑，课上讲过的内容学生竟然没记住。 

你是否考虑过记忆的模式呢？ 

答：我们有两种基本的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而短时或临时记忆

有两个阶段，瞬时记忆又称感觉记忆，另一个是工作记忆。 

感觉记忆以原有的感知的方式表征信息，容量大，但维持很短；而工作

记忆和长时记忆都是经过组织的方式来表征信息，不同之处在于工作记忆的

容量很小，除非及时主动加工，否则维持实践很短，而长时记忆容量很大，

且能维持一段时间。 

我们天生就是意义的建构者，为了能够在多媒体环境中产生意义学习，

学习者必须积极参与三种认知过程，即选择、组织和整合信息：第一，选择

相关的材料；第二，组织所选择的材料并形成连贯的表征；第三，将所选择

的材料与长时记忆中激活的原有知识进行整合。上述认知过程是推动人类信

息加工系统产生学习活动的本质所在。维特洛克ᨀ出：“如果人们能够自己

生成一种学习策略，并为学习中的认知加工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他就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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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加深入的学习。” 在教学实践中，要做到把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融合到

每一个学习任务中，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应该成为教学设计持续关注的核

心问题。 

活动 2：问题讨论 

我觉得我课上的内容讲的够详细的了，怎么学生就没明白呢？ 

我觉得我的教学内容和设计准备的没问题，为什么课上的时间有时候

不够用呢？ 

你是否关注过学生的认知容量呢？ 

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三种类型的信息认知加工：一是无

关认知加工，即与教学目标没有什么关系的认知加工；二是基础认知加工，

在学习过程中对呈现的材料进行心理表征；三是生成认知加工，在学习中理

解所呈现的材料。和教学目标无关的信息越多，学生的注意力就会越分散，

学习的效果也就会越差，所以教学设计一定要设法减少无关认知加工；当教

师所ᨀ供的学习材料复杂难懂，或者学生对学习材料感到生疏的时候，学习

者也很难参与其中，教学设计要尽量减少基础认知加工对认知容量的影响；

教学设计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减少无关认知加工，善用基础认知加工，促

进生成认知加工。 

为此，教师在为学生选择学习材料时，要除去无关材料，突出关键材料，

要善于利用双重通道原理，让言语通道和视觉通道同时发挥作用，要让学生

明白教师期待的最终结果，以便学生向着具体的目标而努力。要认真分析学

生的学习基础，将学生感到复杂难懂的学习材料进行分解，并让学生ᨀ前了

解相关的核心概念，以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

多种途径呈现学习材料，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注重采取恰当的教学方

式来支持学生的学习。 

活动 3：问题讨论 

为什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兴奋，焦虑，激

动，或是无聊，厌烦甚至是恐惧？ 

是因为学生聪明/笨吗？ 

是因为学生喜欢学习/不喜欢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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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学生对学习内容感兴趣/没兴趣吗？ 

是因为学生学习基础好/底子薄吗？ 

你是否真正了解过学生的学习“动机”呢？ 

答：动机是个体为了达到Ḁ种目标状态或者结果所作出的个人投入，动机影

响学生所从事的学习活动的方向、强度、持续性及质量。 

有两个概念对理解动机非常重要：（1）预期，对成功达成目标的期望；

（2）目标的主观价值； 

要追求一些具体的目标，学生必须持有积极的结果预期。结果预期反

应的信念是，特定行为能够带来期望的结果。而效能预期代表的是一种信念，

（用一首歌名来表示就是“我相信”）即认为自己有能力识别、组织、发起、

实施那些能达到预期结果的活动。 

在班级情境中，那些将成功的行为表现归因于能力和努力，将失败的

行为表现归因于缺乏努力和信息不足的学生，其动力水平、努力水平、意志

水平都是最高的。因为这些归因方式使之相信：良好的行为表现是可以维持

的，而不良的行为表现是可以改变的。 

价值是指目标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观价值，是影响人们

追求该目标的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价值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 1种是成就价值，也就是从完成任务或者实

现目标中获得的满足感；第 2种是内在价值，是人们的满足感仅来自于从事

任务本身而非Ḁ一特定任务结果；第 3种是工具性价值，它是指一种活动或

目标能够满足人们实现其他目重要目标的程度，例如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传

统上讲的外部奖励，赞扬、公众的认可，金钱物品，感兴趣的职业、地位较

高的工作或不错的收入，都是长期目标，他们可能会为那些相对短期的目标

ᨀ供工具性价值。 

目标对动机行为具有基本的组织功能，目标就像指南针那样，指引和引

导着一系列目的性行为，比如对智慧和创造性的追求，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建

立，认同感和自我概念的形成，对安全和物质财产的需求，以及在生活中对

高效率和胜任力的渴望等等。 

在思考学生的目标如何影响其学习行为时，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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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可能与我们为他们设定的目标有所不同，就会出现目

标不匹配的现象。老师希望学生出于自己的兴趣需要而学习，而学生却被表

现型目标驱动着学习，什么是表现型目标呢？它包括保护理想的自我形象，

获得好名声或公众形象，当被表现型目标所牵引时，学生所关心的是常模标

准，他们会努力展示自己的能力。以求显得聪明，赢得地位，获得赞许和表

扬。表现型目标可以分为两类：表现——趋向目标和表现——回避目标。确

定表现趋向目标的学生，关注的是通过达到常模标准来显示胜任力，相反确

定表现回避目标的学生，则通过达到标准而不让自己显得低能。这两种不同

目标定向的学生在学习方式和效果方面也有差别，这也表明表现趋向目标比

表现回避目标更能促进学生的学习。 

学生的其他目标也可能与教师的目标相冲突，例如他们既不想学习也不

想被人认为是聪明的，他们只想逃避一切工作，这些学生匆匆完成所有的学

业任务，不想再多费一点时间和精力钻研，这被称为工作回避目标，就是包

含以最少努力和最快速度来完成工作的期望，那些主要受工作回避目标驱动

的学生可能对学习缺乏兴趣，表现的孤僻，沮丧，懒散，但有一点我们要记

住工作，回避目标往往与具体情境相关联，也就是说学生在Ḁ种情况下努力

学习，但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逃避学习。 

此外，还有一类学习者，他们的目标为社会目标。随着年龄的增加，学

生的社会网络关系逐渐丰富完善，具有这类目标的学生会增多。社会目标包

含很多方面的需要，有些有助于学习，有些可能对学习有阻碍的作用。比如

在一个小组中，为了维持和同伴的良好关系，学生可能不好意思公开指出朋

友的错误。 

一项活动能满足学习目标越多，就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情感目标

和社会性目标在课堂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表明，相比于那些只拥有单一目

标的学生拥有多重目标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成功。 

我们对动机的认识表明，如果个体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有价值，对

成功有积极的预期，并且感受到环境的支持，此时他的动机水平就最高。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重要途径（价值、效能预期、环境的支持性）来调节

动机水平，如果我们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动机都可能会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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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4：问题讨论 

为什么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心无杂念、专心学习不是很容易

做到呢？ 当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你会怎么做呢？ 

你是否了解，学习是在认知、情绪和生理层面进行多层次信息交流的

过程呢？ 

答：两千多年以前，᷿拉图就ᨀ出“所有学习都有情绪基础”，但直到

最近，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情绪的确会影响神经组织的结构。 

人类大脑的功能，首先是确保生存，其次是满足情感的需要，再次是认

知学习。每种情绪都对应着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具有自己的皮层回路。这

些回路既包括一些我们称之为“边缘系统”（也成为“情绪脑区”的结构，

也包括一些皮层结构，主要为前额叶皮层 ）。前额叶皮层对情绪的调控起着

重要作用，也是人类成熟最晚的器官，在人 30 岁时才发展成熟。 

教师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牢记所教知识，可脑中主管长时记忆的两个结

构体竟然都坐落在脑中的情绪区域。 

杏仁核位于大脑中部颞叶，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它是处理情绪的重要

结构。杏仁核不仅参与内隐性的情绪反应，比如无预期的可怕事件，还参与

外显性的情绪学习，比如学习危险并记住信息。除了杏仁核之外，外显性的

情绪学习还有海马的参与，这是一个记忆所涉及的关键结构，我们可以直觉

性的感知到存在于我们记忆之中的情绪性事件。情绪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

说明杏仁核的参与确实能增强记忆。换句话说，杏仁核参与陈述性记忆可以

解释为什么相对于日复一日的琐事，我们能记住充满情绪性的事件。 

习惯使用积极语言；研究表明比起笼统性的表扬，对具体行为的表扬

对巩固和塑造行为更为有效； 

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制造班级仪式感：快捷而有趣的仪式会激发学生活

力和参与感有帮助，还有助于建立群体认同； 

注意捕捉学生的情绪变化，特别是来自家庭、同伴的相互影响以及社

会及群体的压力； 

教师可以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和安排，制造一些机会给学生ᨀ供选择

权或者决定权，ᨀ高学生们的动机水平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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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一些艺术性活动；研究表明艺术能降低血液中压力激素、皮质醇

的水平，艺术在学生的学校经历中会产生积极作用； 

活动 5：问题讨论 

为什么在课上我问的问题学生都能回答上来，结果一考试，学生就不

会了呢？ 

你是否知道，课堂问题的设计与学生认知活动的参与密切相关，课堂

问答的深度直接影响着学生思维的培养呢？ 

课堂ᨀ问的功能：明确学习目标，指明学习重点；获得反馈信息，诊断

学习状况；支撑学生学习，引导知识建构。 

根据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问题可以分为：记忆性问题、理解性问

题、应用性问题、分析性问题、评价性问题和创造性问题。一般来说，前三

类为低层次问题，后三类归入高层次问题。不同层次的问题对于学生知识的

理解、知识的精细加工以及持续性的思维参与和认知努力都会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 

胡卫平：ᨀ出问题要遵循五个标准： 

思维性和挑战性； 

开放型和探索性； 

目标性和适切性； 

系统性和全面性；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具体方法有两个：具体问题的设计和问题链的设计 

根据布卢姆目标分类理论，一般我们可以把问题设计成： 

找出               的意思（记忆） 

                 的主要意思是什么？（理解） 

如果          ，这些意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应用） 

这个内容与            有相似之处。（分析） 

请你对这个内容的主要观点进行辩护或驳斥。（评价） 

关于这个内容，你还有其他想法吗？（创造） 

活动 6；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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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讲的内容，我都让学生反复做练习了，结果一考试时学生还不会？

或者说换个样就不会？为什么有的时候“熟不能生巧”？ 

你是否知道，目标导向的练习，结合有针对性的反馈，二者形成合力，

才能够让学生有真正的“获得感”呢？ 

答：基本原理是目标导向的练习，结合有针对性的反馈，才能产生积极

的学习效果。 

只有将练习和反馈有机结合，同时聚焦于Ḁ个学习任务之时，学生才

有可能完善新的知识和技能。下图呈现了这种练习和反馈相互作用的循环：

练习引出可观察到的行为表现，接着要求有针对性的反馈，反馈又引导进一

步的练习。这个循环以学习目标为核心，在理想的情况下，学习目标会影响

循环中的每个环节，目标决定着练习的性质与内容，也是观察到的行为表现

的评价依据，还引导着教师作出针对性的反馈，以指导学生进行后续的练习

和学习。 

活动 7：问题讨论 

我们上课时，往往试图把课程内容与学生之前学过的内容以及日常生

活中获得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以此来增进理解。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并

非所有的已有知识都能为新的学习ᨀ供扎实的基础，这是为什么呢？ 

你是否知道，学生的已有知识会促进或者阻碍其学习，因此教师要具

备调控学生已有知识的能力呢？ 

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基础一定是基于牢固的和正确的已有知识基础上。

学生的已有知识，如果没有被激活就不利于新知识的整合，如果学生的已有

知识，对学习任务或者学习情境来说不充分，它就不能支持新知识的学习，

如果它不适用于当前情境或者不准确就可能误导或者阻碍新的学习。关注学

生的已有知识，不仅能使我们更加有效的利用学生的准确知识以促进其学习，

而且能帮助我们识别填补其知识缺陷，意识到学生何时不适当的应用了他们

的已有知识，并且积极去纠正其误解。 

活动 8：问题讨论 

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是否有符合学习科学原理的学习方法推荐呢？ 

你是否了解费曼学习法和番茄工作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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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费曼学习法，简单地来讲，就是“以教促学”。什么意思呢？就是

当你想要真正的学习一个知识，那你就可以按如下步骤来： 

第一步学习、获取知识；第二步教学，向他人讲解或者复述你所获得的

知识；第三步评价反馈，自己或他人对第二步教学过程进行评价；第四步组

织简化，用更简练和更通俗化地语言概括和解释，ᨀ炼并深化知识加以运用。 

本质上费曼学习法将传统意义上的输入和输出变化了一种形式，也就是

说我们之前学习时往往只考虑我明白了我听懂了，只想着自己学会了但是否

真正学会是没有思考的。费曼学习法所构造的主动学习回路，则让我们在接

受输入后再进行输出，并且这个输出不是把学到的内容原封不动的重复一遍，

而是加之自己的理解，试着用更简练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与学习时不同，

我们在给他人讲解时要尽量考虑到对方所能理解的程度，要帮对方来理清关

系，如果对方无法理解，就需要举新的例子，若还无法理解，则需要换新的

角度，这些都是当初我们在学习时从未遇到的情况，而当你可以产生并解释

这些新情况时，也就验证了你的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想获得最大

的受益，最好选择比我们优秀的人或者学识水平在我们之上的人作为我们讲

授的对象，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有针对性有价值性的反馈，那么我们就可

以走完输入-输出-反馈完善-再输出这样的逻辑路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

欠缺什么，自己的薄弱点是什么，自己哪些地方没有深入理解等等。在这个

学习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会在潜移默化中带来学习效果的ᨀ升。 

番茄工作法（意大利语：Pomodoro Technique）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时

间管理方法，它是由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西里洛于 1992年创立的一种时

间管理方法。在番茄工作法一个个短短的 25分钟内，收获的不仅仅是效

率，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感。 

使用方法 

1、以 25分钟为一个番茄钟，一次只做一件事，不存在半个或一个半番茄

时间； 

2、25分钟后工作立即停，休息 5分钟，4个番茄钟后休息 20 分钟，严格

执行； 

3、一个番茄时间内如果做与任务无关的事情，则该番茄时间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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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在非工作时间内使用《番茄工作法》； 

5、有一份适合自己的作息时间表； 

一个番茄钟里采用 25 分钟作为工作时间，这是番茄工作法的发明人弗

朗西斯科·西里洛从 1 分钟到 120 分钟的大量测试中得出的结果，25 分钟

是专注与干扰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干扰。这里所说的干

扰既有来自自身的生理需求（喝水、上厕所等）和心理需求（打开网站看新

闻，视频或者刷朋友圈等），也有外部的中断（有人打扰或者临时有工作等

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断的处理只需花费两分钟，处理完后，继续番

茄钟；如果处理中断的时间过长，处理完后，要重新开启一个新的番茄钟。

番茄钟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具有可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五、 任课师资条件 

何冲，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高级教师，主要从事干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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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与思维教学案例》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丰富具体的案例分析，帮助教师理解学习与思维主要理论

的内涵及特征，明确相应的教学策略，ᨀ升教师基于学习与思维理论的教

学设计与教学实施能力。本课程共包括《做真正的课堂教学领导——学习

理论ᨀ升课堂教学效能》《基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基

于技能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案例》《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案例》《促进高阶思

维发展的教学案例》五个模块。本课程配套有全部学习讲义与学习课件资

源，适宜广大中小学一线教育工作者参考使用。 

 

 培训对象 

基础教育领域一线学校校长与教师 

 

 课时安排 

3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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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师简介 
� 白永潇，

《学习与思

维教学案

例》课程负

责人，北京

教育学院数

学与科学教

育学院副教

授，教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数学教育评价、

数学建模教学和教师教育等。 

� 张锋周，

《学习与思维

教学案例》课

程主讲教师。

北京教育学院

体育与艺术教

育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为体育运动心理学。 

� 孙丽，《学习与思维教学

案例》课程主讲教师。北

京市育才学校高级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小学语

文教育。 

� 赵伯静，《学习与思维

教学案例》课程主讲教

师。北京市昌平区回龙

观中心小学高级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小学

数学教育。 

� 王晓微，《学习与思维教

学案例》课程主讲教师。

北京小学广内分校高级

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小

学语文教育。 

 

� 郑 蔚

青，《学习与

思维教学案

例》课程主

讲教师。北

京工业大学

附属中学特

级教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思维与物理教学。  

 

 

 

 

 

 

 

� 倪芳，《学习与思维教学案例》课程主讲

教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高级教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小学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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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课程方案 

《学习与思维教学案例》 

一、课程目标 

（一）了解当前学科教学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以及“学习与思维”基本理

论如何影响课堂，并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小学学科教学中的问

题及其解决策略。 

（二）理解“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与技能”、“学习迁移”、“高阶

思维”的内涵及特征，掌握与之相应的教学策略。 

（三）能够基于学习与思维理论进行本学科的教学设计，将学习理论应用

于实践，ᨀ升教学设计与教学评价能力； 

（四）能够结合理论，对自身及学校数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

改进，理解通过课例表达研究成果的方法，ᨀ升课例研究能力。 

二、课程内容要点 

（一）学习理论主要是᧿述和说明“学习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学习开始后

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的问题。根据“以学定教”原则，梳理当前中小学教

学现存问题，分析学习与思维理论指导中小学教学教育价值，以及学习理论

引导下的有效教学途径。 

（二）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人类理性认识中的两种不同方式。形象思维

以表象作为思维材料进行思维加工；抽象思维以语言（概念、符号）作为思

维材料进行思维加工。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以及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理论促进教学改进的课例研究，呈现和分析如何运用两种思维理论如何发展

学生的思维。 

（三）学科中技能的训练是能力培养的基础，学科能力的发展是技能训练

积淀与升华的产物。那么，在各学科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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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以及基于技能和能力发展理论促进教学改进的课

例研究，呈现和分析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技能与能力，从而使学生的思

维得到发展。 

（四）学习的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在学习活动中，迁

移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人的认知活动、创造活动的基础。迁移不仅是知识层

面存在迁移，还包括技能、能力甚至兴趣和情感的迁移。通过具体的学科教

学案例，以及基于迁移理论促进教学改进的课例研究，分析如何培养学生的

学习迁移能力。 

（五）高阶思维一般是指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的分析、评价和创造，

也就是在学生解决复杂问题时所用到的思维。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最

好方式是与各学科的教学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学科教学案例以及基于高阶思

维促进教学改进的课例研究，分析如何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课时分配与教学方式： 

共 5 个模块，36 课时。 

模块一 做真正的课堂教学领导者——学习理论ᨀ升课堂教学效能讲义

（4 课时） 

（一）教学目标：理解为什么要成为课堂教学的领导者，掌握能够成为课

堂教学领导者的方法，能够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呈现属于自己，个性化的领

导者“自画像”。 

（二）课时分配： 

1. 为什么要成为课堂教学的领导者（1 课时） 

2. 课堂教学领导者的思维导图及实践（3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参与式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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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基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8 课时） 

（一）教学目标：理解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特点和基本方式，通过对案

例的学习和思考，掌握应用两种思维思维进行教学的策略，并能够基于理论

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改进。 

（二）课时分配： 

1.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理论简介（1 课时） 

2. 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2 课时） 

3. 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1 课时） 

5.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4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案例研讨 

模块三 基于技能与能力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8 课时） 

（一）教学目标：理解技能、能力的内涵，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

案例的学习和思考，掌握培养学生技能和能力的教学策略，并能够基于理论

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改进。 

（二）课时分配 

1. 技能与能力的理论简介（1 课时） 

2. 基于技能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2 课时） 

3. 基于技能和能力培养的课例研究（1 课时） 

5.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4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案例研讨 

模块四 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案例分析（8 课时） 

（一）教学目标：理解迁移的内涵、特征及分类，通过对案例的学习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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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掌握促进学生知识的迁移、技能和能力的迁移、兴趣和信心的迁移的教

学策略，并能够基于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改进。 

（二）课时分配 

1. 学习迁移的理论简介（1 课时） 

2. 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案例分析（2 课时） 

3. 促进学习迁移的课例研究（1 课时） 

5.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4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讲座＋案例研讨 

模块五 促进高阶思维的教学案例分析（8 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高阶思维ᨀ出的背景，理解高阶思维的含义，通过

对案例的学习和思考，掌握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策略，并能够基于

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改进。 

（二）课时分配 

1. 高阶思维的理论简介（1 课时） 

2. 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案例分析（2 课时） 

3. 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课例研究（1 课时） 

5.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4 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 讲座+案例研讨（或：讨论式教学+案例研讨） 

四、教学资源与条件 

（一） 教学资源 

1.肖韵竹，汤丰林总主编：《学习与思维：学习学原理》《学习与思维：温

寒江的探索》《学习与思维：基础理论》《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学习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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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实践案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美]理查德•E•梅耶，盛群力等译. 《应用学习科学——心理学大师给教

师的建议》.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 

3.[美]理查德·I·阿伦兹著，丛立新等译：《学会教学》（第九版），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二）教学条件 

1.保证授课教室的多媒体设备并能联网在线。 

2.根据需要，ᨀ供课件、讲义与习题等资料的纸质版与电子版，保证课程

正常开展。 

五、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 

本课程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案例分析，旨在考察学员教

师对学习与思维理论的理解程度及案例分析的能力，在本课程涉及的主题中，

任选一个主题，运用相关理论，对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分析和反

思。第二部分为教学设计作业，基于本课程的学习，选择某一部分的内容，

进行至少 1 课时的教学设计及反思。 

 （二）考核评定 

本课程考核评定按考核内容和方式由出勤、案例分析和教学设计三部分组

成。授课对象考勤满分为 20 分，占总成绩的 20%，由授课教师严格按照学员

教师出勤情况进行分数判定。案例分析满分为 40 分，占总成绩的 40%，由教

学团队集体阅卷。教学设计满分 40 分，占总成绩的 40%，由教学团队集体评

分。如下表： 

考核项目 
所占比

例 
考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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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及学习

表现 

20% 缺勤超过四分之一不

予赋分，学习表现含学员

的听课表现、发言表现

等，满分 20 分。 

案例分析 40% 满分为 40 分。 

教学设计 40% 满分为 40 分。 

六、任课师资条件 

本课程任课主责教师（院内）：白永潇，女，数学与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为数学教育。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内）：张锋周，男，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

术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运动心理学。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孙丽，女北京市育才学校小学部，高

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小学语文教育。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赵伯静，女，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

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小学数学教育。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倪芳，女，朝阳区实验小学，高级教

师，研究方向为小学数学教育。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王晓微，女，北京小学广内分校，高

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小学语文教育。  

本课程任课团队成员教师（院外）：郑蔚青，女，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特级教师，研究方向为思维与物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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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学习理论提升课堂教学效能 

一、 模块名称 

做真正的课堂教学领导者——学习理论ᨀ升课堂教学效能 

二、 课时安排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一）理解为什么要成为课堂教学的领导者：能够找准自己在课堂教学

中的关注点；理解信息传递中的过滤效应，学会减少过滤效应的方法；理解

未来学校变革的要求，能够总结出未来学校教师需要注意哪些点。 

（二）掌握能够成为课堂教学领导者的方法：掌握“三维笔记法”，能

够用三种以上颜色记笔记，分块记笔记，养成总结归纳的思维方式；理解学

习中的主体性理论，能够从自身做起，注重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迁移、可持

续发展学习和多层次能力养成学习；学习判断自己是否进入刻意学习阶段，

并学会刻意练习的方法；养成一定的领导能力，能够举例说出领导者和管理

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增加自己的修养适应领导力。 

（三）课堂教学领导者自画像，能够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呈现属于自己，

个性化的领导者“自画像”。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 

1.为什么要成为课堂教学的领导者？ 

（1）专家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三维目标准确全面、教学手段丰富得宜、

推进设计巧妙扎实、有理念高度，有实践地气、千锤百炼，非常规范。普通

教师是和学生近距离接触的人，最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人，最主要解决学生

学习动力的人，这也是人学习的核心，而专家型教师则注重解决学生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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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层面的问题。 

（2）学习理论是由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理论集合、筛选出来的，从

学习理论到学生，中间要经过很多环节，首先是学习理论的编写者、培训师

的理解、培训师的言语表达、词汇量、教师（被培训者或学习者）的知识背

景、课堂学习状态、接受的速度、接受的量。课堂应用场景的甄别，学习理

论的选择、学习理论的理解深度，运用过程中的适用性、实用性；学生的背

景知识、学生的理解，信息的干扰等多种因素影响学习理论从培训师到学生。

教师需要充分理解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尽量把自己变成学习理论学习的领

导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不是宣传、讲解学习理论，而是理解、运用学习

理论。 

（3）经合组织关于未来学校的四个图景：学校教育扩展、教育外包、

学校作为学习中心、无边界学习。对于未来的教师来说，角色分工会更细，

课堂教学要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学习会逐渐从课堂走向无边界，要求教师

要想习主席ᨀ出的，做学生学习的“引路人”，而不是只是管理学生学习的

“管教者”，要能够成为学生学习路上的“尾灯”，而不是在学生身后的“督

促惩罚者” 

（4）学习的三维观：科学学习指向学习的宽度，重在方法；有效学习

指向学习的深度，重在效能；终身学习指向学习的高度，重在持续。教师要

充分认识，学习要有方法、有深度、有高度，不是简单地死记硬背，而是在

理解原理的基础上，有方法，有策略，形成思维的链式反应。 

（5）教师要想在课堂上运用学习理论指导自己的课堂教学，首先自己

要成为学习理论的践行者。要理解成人学习的最优路径，在一定的情境下学

习，很多老师只是功利性的认为，培训师告诉我方法、策略，我去应用，注

重学习理论的“规则”，缺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学习理论的“原理”，这就造

成很多教师在运用学习理论上流于表面，不够深入，遇到问题，也很难应对，

反而怀疑理论的正确性。 

（6）有效学习的路径：情境、搜索、思考、交流、输出。教师要有属

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而不是终日在课堂教学中不得喘息的人，要树立一个

学习的目标，这个目标需要运用 SMART 原则。之后开始就自己的目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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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想其他人学习、在自己做事中学习、通过大量的网络资源学习、系统

看书学习，这几种学习方式要兼收并蓄，此外，教师还要充分的思考、剔除

无用信息、干扰信息、ᨀ炼出最有用的信息，将这些信息按照问题链的方式

呈现出来，一连串的信息，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链，若干条知识链穿成

知识网，进而形成方法论。教师在学习中要谨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

闻”，寻求一些高质量的专家型学者去交流自己的方法论，从而修整自己的

方法论，让自己的方法论更贴合实践。学习过程中还要注重输出，用文字表

达出来，用语言表达出来，模块化的表达方式，最后创新地表达出来。 

（7）刻意练习是一种有目的、专注的且需要反馈的突破练习；刻意练

习的本质是建立有效的心理表征。确定自己是否进入刻意练习的几个条件

有：（1）工作是自动完成，还是有目标有计划的完成；（2）感觉很舒服还是

不舒服，还是想放弃；（3）是否发现自己越来越笨；（4）是否有大量专注、

重复性训练；（5）自我反馈是否清晰，追加反馈是否持续。 

（二）活动设计 

阅读互动自画像：在 90分钟时间，完成阅读、组内分享、组间分享及

作为课堂教学领导者的“自画像”，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出现。最后可以互相

观摩。 

（1）阅读活动：15分钟，阅读书上第一章内容，思考几个问题 

（2）组内分享：40分钟，ᨀ炼书中观点并相互分享 

（3）组间分享：20分钟，小组代表发现，陈述本组意见 

（4）思维导图“自画像”，做出一个至少 3层，3-5结构的关于课堂教

学领导者的思维导图 

五、 任课师资条件 

张锋周，男，42 岁，讲师，北京教育学院，体育运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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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基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 

一、 模块名称 

《基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培养的案例分析》 

二、 课时安排 

1. 第一课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理论简介（一） 

2. 第二课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理论简介（二） 

3. 第三课时：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一） 

4. 第四课时：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二） 

5. 第五课时：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一） 

6. 第六课时：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二） 

7. 第七课时：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一） 

8. 第八课时：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二） 

三、 模块目标 

理解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特点和基本方式，通过对案例的学习和思考，

掌握应用两种思维进行教学的策略，探讨如何运用有效的教学策略，关注学

生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发展，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并结合自己的教

学实践基于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改进的交流与研讨。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第一课时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理论简介（一） 

教学目标： 

1.了解什么是思维，思维的定义及分类。 

2.理解形象思维的特点及基本方式。 

主要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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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学习？学习是认识过程，思维是这个过程的核心，技能和

能力是它的两翼，知识是认识的主要成果。 

（二）什么是表象？ 

1.表象与直接感知的区别与联系。 

2.表象的特征：表象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表象的形象性；表象的模拟性、

表象的概括性、表象的可操作性、表象的优势性、表象的非言语性。 

3.表象的种类：一般表象和个别表象；记忆表象和想象表象；视觉表象、

听觉表象、运动表象以及其他感觉表象。 

4.表象的个体差异：视觉表象清晰性差异的研究；我国中小学生视觉表

象清晰度发展规律与儿童表象训练的研究。 

  （三）什么是思维？ 

1.定义：各种定义，思维定义的研究。 

2.思维的分类：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3.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四）形象思维的特点 

1.形象性是形象思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形象思维主要用视觉表象来

思维。 

2.可感性：节奏感、运动感、触觉感、美感 

3.整体性：形象思维是把一个完整的表象作为一个单位来处理的。 

4.概括性：通过多次对表象的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事物

的基本特性或本质。 

5.跳跃性：跳跃的、发散的。 

6.直觉性： 

7.非语言性： 

（五）思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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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思维规律 

（1）语言规律：语言是受语法制约的。 

（2）逻辑规律：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是一种联系。推理有演

绎推理（一般到特殊）、归纳推理（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从一类

到另一类）。三体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3）辩证法：辩证法是抽象思维的高级阶段。辩证逻辑一般是在处理

复杂问题时才使用。 

2.特殊思维规律 

（六）思维方法 

1.人在认识过程中，人脑对事物的表征（语言、符号、表象）进行有

目的的操作方式和程序。加减乘除是操作方式，运算规则是操作程序。 

2.思维方法的特点：可操作性、工具性（具有反复使用性、具有广泛

的适应性） 

3.思维方法的分类：一般思维方法和特殊思维方法。 

4.一般思维方法： 

（1）客观事物是运动和变化的； 

（2）事物是可分性和可组性。 

（3）事物的相似性； 

（4）事物的普遍联系性； 

（七）形象思维的一般方法 

1.移动与转动 

2.分解与组合 

3.类比与概括 

4.联想（接近联想、类似联想、对比联想、自由联想） 

5.想象（创造想象、再造想象） 

第二课时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理论简介（二） 

教学目标： 

1. 复习巩固思维的基本概念。 

2. 理解抽象思维的特点及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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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 

主要知识点： 

（一）复习思维的定义及思维的分类 

1.定义：各种定义，思维定义的研究。 

2.思维的分类：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3.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二）抽象思维的特点 

1、抽象性：概念是抽象思维的基本元素，是头脑中对感性材料进行出

现、概括的产物。 

2、一般概念（是对事物表面特征的抽象）和基本概念（是对事物深层

次的抽象） 

3、逻辑性：严密性、条理性、系统性、线性、语言性（思维与语言是

同步的、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基础、语言是进行思维的媒介） 

（三）抽象思维的一般方法 

1.分析与综合：分析与综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分析与综合是相互渗

透、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 

2.比较与分类：比较的思维方法是依据事物间的相似性和普遍联系的

原则，。比较是同分类联系着的，在众多事物中，人们总是按照比较的结果

将事物加以分门别类，同一事物具有相同的属性和特征，成为不同学科建立

的依据。 

3.归纳与演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归纳，演绎的前ᨀ则无

从产生，而没有演绎，归纳则得不到加深和拓展。 

（四）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 

1.抽象思维建立在形象思维基础上，脱离抽象思维的形象思维是不存

在的，脱离形象思维的抽象思维也是不存在的。 

2.形象思维为抽象思维ᨀ供科学的知觉表象，抽象思维使得形象思维

明确方向。 

第三课时   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一） 

教学目标：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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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案例： 

案例 1：《观察说话写话》校本课程中的形象思维培养 

案例 2：《多样的小饼干》和《我喜欢的动物》 

案例 3：《梯形的认识》 

活动探究： 

从上述案例中，探讨怎样在语文、数学、美术等学科教学中有效进行形

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训练，采用怎样的教学策略，关注学生能力培养，有哪些

具体的方法和措施。 

第四课时    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研讨 

教学目标：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二） 

研讨案例： 

案例 1：《雪孩子》一课中想象力的培养与训练 

案例 2：《乘法分配律》 

案例 3：《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 

活动探究： 

从上述案例中，探讨怎样在学科教学中有效进行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训练，采用怎样的教学策略，关注学生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发展，有哪些

具体的方法和措施。 

 

   第五课时    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 

教学目标：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一） 

研讨课例：小学数学《探索图形》课例研究 

1.体验活动： 

（1）现场以小组为单位，让教师拼摆染色的积木，拼成一个三阶正方

体。 

（2）观察三面染色的、两面染色的、一面染色的、0 面染色的各有多

少块？你是怎么知道的？ 

（3）四阶正方体，各种染色情况各是多少块？借助立体图像进行思考。 

（4）十阶正方体呢？大家可以写一写，画一画、算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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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 阶正方体呢？ 

2.案例分析 

3.问题讨论：从这节课例中，哪个环节用到形象思维？哪个环节用到抽

象思维？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4.布置作业：结合我们平时的教学内容，思考：哪个环节用到形象思维

和抽象思维，各举一个例子。这样设计与平时设计有什么不同？会达到什么

效果？为什么？ 

第六课时  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 

教学目标：基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培养的课例研究（二） 

研讨课例：小学语文《吹泡泡》课例研究 

1.体验活动： 

（1）现场以小组为单位，让教师也体验一下吹泡泡的活动。 

（2）观察想象并讨论自己的感受？ 

（3）在小组内交流分享。 

2.案例分析 

3.问题讨论：从这节课例中，哪个环节用到形象思维？哪个环节用到抽

象思维？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改进前与改进后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4.布置作业：结合我们平时的教学内容，思考：哪个环节用到形象思维

和抽象思维，各举一个例子。这样设计与平时设计有什么不同？会达到什么

效果？为什么？ 

第七课时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一） 

1.教学设计分享交流。每个组员把自己的设计与小组内同伴交流。 

2.各组推荐出一个案例，交流研讨。（1人介绍、1人点评） 

3.教师总评。 

第八课时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 

教学设计的分享交流与研讨（二） 

1.教学设计分享交流。每个组员把自己的设计与小组内同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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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组推荐出一个案例，交流研讨。（1人介绍、1人点评） 

3.教师总评。 

五、 任课师资条件 

1.赵伯静，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教学副校长，高级教师，小学数学教

育。 

2.孙丽，北京市育才学校，高级教师，小学语文教育。 

  



 
 

教师培训课程三-－《学习与思维教学案例》 

19 
 

模块三  基于技能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案例 

一、 模块名称 

基于技能与能力培养的教学案例------习得，让学习真正发生 

二、 课时安排 

8 课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基本理论与案例分析，第二部分：

实践操作与小组分享。 

三、 模块目标 

1.学习、了解学习的习得与能力形成是技能训练的结果。 

2.结合技能的定义、种类、形成阶段与学科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的实质

内容是思维品质的形成+技能形成能力的过程。 

3.以教学实例说明理论，用思维理论指导案例改写。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1.主要知识点（核心概念、理论原理等） 

技能与能的关系：温老在《学习学》（上卷）里指出，根据两种思维（抽

象思维、形象思维）、两类技能（内化技能、外化技能）的研究，将能力的

概念界定为：能力是一种顺利地或高质量地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个性心

理特征，是技能的高水平的综合。思维是技能发展成为能力过程中的一个关

键因素。 

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基础知识与系统结构，也都需要各自特定的

技能来支撑。许多著作或各科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都有关于培养特定技能

的表述。这些表述通常采用的词语是“能力”，实际上这些“能力”是指构

成能力的要素，因此它们在这里指的是“技能”。 

个人能力的计算公式:P=E×A×S 

P:个人能力=E:天赋能力×A:努力程度×S:获得的支持 

    自然条件    主观因素     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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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种类及形成阶段：技能的种类有心智技能和操作技能两种，心智

技能也叫认知技能、智力技能；操作技能也叫动作技能、运动技能。 

心智技能形成的三阶段论    

◼ 原型定向就是了解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了解“外化”或“物质化”

了的心智活动方式或操作活动程序，了解原型的活动结构，从而使

主体知道该做哪些动作和如何去完成这些动作，明确活动的方向。

例如:在学习乘法分配律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演示例题，让学生认

识所要学习的对象。这一阶段相当于加里培林的“活动的定向阶段”。 

◼ 原型操作就是依据智力技能的实践模式，把学生在头脑中建立起来

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式付诸实施。比如：在计算的时

候，学生利用模型、铅笔或者水果等具体形象来帮助计算。这在加

里培林理论中称之为“物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 

◼ 原型内化，是指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实践方式)向头脑内部转化，

由物质的、外显的、展开的形式变成观念的、内在的、简缩形式的

过程。原型内化阶段是心智技能形成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相当于

加里培林的出声的外部言语活动阶段、无声的外部言语活动阶段、

内部言语活动阶段。 

动作技能形成的四个阶段 

◼ 活动的定向。特点是指主体对活动结构的了解，其中包括对动作成

分、动作顺序以及动作执行方式的认识，知道做什么与怎么做，使

主体在头脑中建立起有关活动方式的认知结构，从而确立活动的初

步调节机制。 

◼ 动作的模仿。特点是指在主体对动作及其执行方式的了解基础上，

检索并重组有关的动作经验，通过肌体运动尝试执行符合要领的动

作。 

◼ 动作的整合。特点是指活动中各个动作成分之间的连接或组合。 

◼ 活动的熟练。指操作技能掌握的高级阶段。这时统一活动中的各个

动作成分不仅协调一致，能自动进行，而且对变化的条件具有高度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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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设计 

  活动 1:课程标准的分享 

找出自己任教学科中关于能力要求的表述，选择不同学科进行分享 

活动 2：辨析能力与技能 

生活中的本能、技能、能力举例。 

讨论技能是怎么获取的？你有什么后天习得的技能或能力？举例说明

是怎么习得的。 

活动 3：学习教学案例---语文、数学、体育、英语、科学等学科视频

观看或请授课教师到现场交流自己的教学案例。 

用学到的理论讨论案例中哪些地方体现了技能训练发展学生的思维？ 

活动 4：用学习到的技能训练的知识和方法，修改自己的一篇课例，使

其能体现技能训练发展学生的思维。 

活动 5：到一所学员校听一、两节不同学科的现场课，研讨运用理论的

情况。 

五、 任课师资条件 

1.倪芳，女，朝阳区实验小学，高级教师，小学数学教育。 

2.王晓微，女，北京小学广内分校，高级教师，小学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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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案例 

一、模块名称 

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案例分析 

二、课时安排 

8课时。学习迁移理论简介（1课时）；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策略及案例

分析（2课时）；小组合作进行促进学习迁移的微教学设计（2课时）；微教

学设计展示及完整课例分享（3课时） 

三、模块目标 

通过讲解、交流、互动，使学员了解学习迁移的内涵、特征，通过对案

例的分析和思考，掌握促进学生学习迁移的教学策略，并能够基于理论进行

教学设计或教学改进。 

四、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1. 主要知识点 

1.1 学习迁移的理论简介 

从“温故知新”说起：学习是怎样进行的，最早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

是我国大教育家孔子，他说“温故而知新。”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

曰：“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这说明学习要在温习已有知识的基

础上去探求新的知识、新的意义。 

所谓学习的迁移，“是指学生的学习经验对以后学习产生影响及其将

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的心理活动过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

1991,49） 

通俗地讲，学习的迁移就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1.1.1 传统迁移理论的综述、评析 

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心理学派，从各自的哲学思想和学习理论出发，

ᨀ出种种不同的迁移学说，其中主要学说有： 



 
 

教师培训课程三-－《学习与思维教学案例》 

23 
 

（1）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Wolff·C）的官能—形式训练说。该学说

认为迁移就是心智的官能得到训练而发展的结果。这一理论关于迁移的解

释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缺乏足够的实验依据。 

（2）桑代克和武德沃斯的共同要素说。只有当学习在某些方面具有相

同之处时，才能进行迁移，并且两种情境形同的因素越多，迁移的可能性越

大。相同要素未能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内在的训练的观点，仍具有一定局限性。 

（3）贾德（Judd, C. H.）的概括说。该学说认为两种活动之间存在共

同要素只是产生迁移的必要前ᨀ，而产生迁移的关键是学习者在两种活动

中概括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原理。该学说是学习迁移理论研究上的发展和进

步。 

（4）格式塔心理学家ᨀ出的关系说。该学说认为学生领悟学习情境中

的关系才是实现迁移的根本条件。并用“小鸡啄米”实验验证了这一假说。

但是动物实验仍不足以证明人的认知心理过程。 

评析：总的来看，心理学界关于学习迁移的早期研究主要还是围绕着学

习情境与学习者主体这两个方面探讨迁移的，这些研究尽管还比较笼统，含

糊，但它们毕竟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果与结论，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 

1.1.2 两种思维的学习迁移理论 

    两种思维的迁移理论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九五”、“十

五”、“十一五”重点课题“学习与思维”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内容如下： 

学习活动中，迁移是普遍存在的，迁移是人的认知活动、创造活动的基

础。 

前后两种知识、经验，若有共同思维要素（思维材料、思维方法）就能

产生迁移；共同思维要素越多，则迁移程度越大。前后两种同类技能、能力，

若有共同的思维方法、方式，就能产生迁移；若共同的思维方法、方式越多，

就越容易迁移。 

与学习活动相伴随的兴趣、情感、信心也能产生迁移。 

迁移根据其作用可分为正迁移、零迁移和负迁移。 

简要评析：这一理论强调了思维在学习和迁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ᨀ

出了“把思维放在教学过程中心”的观点。即在教学中要重视学习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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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要着重发展思维，既要发展抽象思维也要发展形象思维并且将两种思

维结合起来进行思维的训练和积累，为实现迁移ᨀ供思维材料。 

1.1.3“两种思维学习论”的相关内容简要介绍 

（1）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 

早在 20 世纪，我国和前苏联的学者就已经根据马克子主义的认识论ᨀ

出“学习是一种认知过程”的观点，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将教学过程分

为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四个阶段，这一观点在我国也得到广泛

的运用。但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对抽象思维比较重

视，而对形象思维往往忽视了，对于技能与认知与思维的关系也没有给出更

明确的阐释。两种思维的学习理论完善了学习的认知过程，认为技能是一种

认识活动的方法，技能包括“内化技能”和“外化技能”，其中内化技能是

指客观事物的信息经过感官活动内化为思维，外化技能是指思维活动及其

结果又通过感官活动表达出来。显然，这两种技能都同思维联系着。知识是

技能的产物，当知识作为内化技能的产物时，它是头脑中主管形态的知识；

当知识作为外化技能的产物时，它是物质化的知识。同样可以看出，知识也

与思维紧密相连。 

因此，《学习学》（下）一书的第七章、第二节ᨀ到：在学习过程中，技

能和知识都同思维联系着，思维成为认知过程的中心。因此，学习的基本过

程可以扼要地表述为：“学习是一种认知过程，思维是这个过程的中心，技

能（内化技能、外化技能）是它的两翼，知识是认知的主要结果。” 

首先，学习基本过程原理揭示了思维、技能、知识是学习过程的三个基

本要素（其中能力是技能高水平的发展），因此抓住“三基”即“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基本思维方法”就抓住了学习的纲。其次，这一原理阐明了学习

基本过程的顺序即：感知（客观世界）→内化技能→思维及其结果（知识）

→外化技能→知识（物质化的）。第三，这一原理阐述了思维是学习过程的

核心，人的学习活动一刻也离不开思维，技能的训练及其形成，其实也是思

维训练的过程，知识的理解、概念的形象是思维加工的结果，能力是技能高

水平的综合，是通过灵活的思维训练形成的。 

（2）技能、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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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一书中指出：学习与发展是指在学习与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身

心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方法是发展能力。能力的

发展，从横向来说，是多元的，多侧面的；从纵向来说，是多层次的。 

技能和能力都是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力和技能属于同一类性

质的活动，技能是能力的基础。技能分为内化技能和外化技能，两种技能都

是由人体的外部动作和内部智力活动构成，内部智力活动也就是思维。技能

的形成以及从技能ᨀ升到能力都可以通过思维概括地、灵活地训练而实现。

而能力则是一种顺利地或高质量地完成某种活动的心理特征，能力表现在

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之中。当这种高质量的活动在同类活动中表现为一

种独特的、新颖的成果时，这种能力就是创新能力（或者叫创造力）。所以

创新能力是能力高水平的表现。 

因此，同一类能力分技能、能力、创新能力三种不同程度的水平。技能、

能力、创新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思维是其内在联系的基础。 

从技能ᨀ升到能力，从能力ᨀ升到创新能力都是可以操作的，是通过思

维实现的。 

培养能力是ᨀ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技能、能力、创新能力既然具有

这样的递进关系，又都与思维不可分割，我们就可以通过思维训练来逐步培

养学生的能力。 

当然，学生能力的发展与培养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课堂教学，一个

是课外活动。前者是主渠道，侧重学习共性的东西，后者则是有利于发展学

生的不同兴趣、爱好和特长，并非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1.2 知识、技能与能力、情感的迁移 

1.2.1 知识的迁移 

1.对知识的理解过程分为两步： 

第一步，把新知识和相关旧知识联系起来；（这是思维材料） 

第二步，进行思维加工。（这是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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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旧的知识（经验）与新知识在思维材料或思维方法上没有任何联系，

则旧知识对新知识不产生影响。如果有的旧知识（经验）作为思维材料或作

为思维方法，参与了新知识的理解过程，这些相关的旧知识就会影响对新知

识的理解，这种“参与”和“影响”的过程，就是迁移的过程。 

2.思维有两个基本属性 

一是思维要有载体，即事物在头脑中的表征，如语言、符号、表象等；

二是表征是可操作的，一边人们进行推理并得出结论。因此思维有三个要素

——思维材料、思维方法、思维规律。 

因此，新旧两种知识、经验，若有共同的思维要素，就能产生迁移；若

共同的思维要素越多，则迁移的程度越大，学习就越容易。 

3.概括化知识 

这类知识一般具有外延广、涵盖面宽和适用性强的特点。如基本概念、

原理、法则、定律等。 

概念——常分为一般概念和基本概念。一般概念是指具体的、外延小的

概念，如物理学习中的“弹力、摩擦力”等；基本概念是指概括化的，外延

广的概念，如物理学中的“力”的概念。基本概念和一般概念之间成为一种

上下位的包容关系，如果先前学习了基本概念，则它将成为后续学习一般概

念的基础。 

例如，学生们学习“力”的概念，知道它是“物体与物体间的相互作

用”，“力是矢量”，᧿述一种力要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力的“大小、

方向、作用点”。明确这些要素后，学生在学习“弹力、摩擦力、引力......”

时自然能够产生类比和迁移。 

原理、法则、定律——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说获得的规律性的知识，是

人们认识同类事物的思维方法。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人

们被正确的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可见掌握自然规律也是人们认识事

物的思维规律。我们学习原理、法则、定律，仅仅作为知识来掌握是不够的，

重要的是将其应用于同类事物中去。所以，原理、定律能够产生广泛迁移。 

例如，美国心理学家贾德（G.H.Judd）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水中打靶实验，

他把十一二岁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分成 A，B两组练习水中打靶。对 A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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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教以光在水中的折射原理而后进行练习，B组则只进行练习、尝试，而不

教原理。当他们达到相同的训练成绩以后，增加水中目标增加水中续打靶时，

学过原理的一组的练习成绩明显优于未学过原理的一组，这就是由于他们

能够把折射原理迁移运用到具体情境中去。 

   4.适用性强的知识 

在知识爆炸时代，一个人不可能学习所有知识。正如庄子所说：“吾生

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选择学习适用性强的知识，

才能产生广泛的迁移，以有限驾驭无限。 

例如，语文学习中常用字词就是适用性强的知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在 2006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ᨀ到：“有 581个汉字覆盖

了媒体语料的 80%，当覆盖率达到 90%时，只需 934个字，当覆盖率达到 99%

时，需要 2315个字”。 

再如，音乐学习中，音乐的旋律、节奏、速度、力度等等都是音乐的要

素，也是音乐的思维材料，对这些要素了解越多体会也就越深刻，这也是以

有限驾驭无限的的好方法。 

又如，物理学习中的典型模型也是适用性强的知识。 

1.2.2 技能和能力的迁移 

1．技能与技能的迁移 

（1）技能：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外界信息经感官活动内化为思维，

或思维活动及其结果通过感官活动表达出来的活动方式、方法。 

    （2）技能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技能一般由人体外部动作（感官、肌肉、骨骼）和内部智力活动

（思维活动）两部分构成。 

    第二，技能要通过多次练习才能形成。 

    （3）技能的迁移：一定的技能是同一定的思维方法联系着的。如识字

技能，同字的形、音、义的联想联系着；读句子的技能，既有识字的联想，

又有语法的运用和判断。在认识活动中，技能是活动的方式、方法，是一个

过程，知识是活动的结果。技能作为活动的方式，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知

识中去，这就是技能的迁移。例如，语文学习的阅读技能可以运用到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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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阅读。 

2．能力与能力的迁移 

能力是一种顺利的或高质量地完成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个性心理特

征。同属一类认识活动的能力和技能，其迁移的程度是不同的。技能是一种

按照一定程序方法按部就班的活动，能力则有灵活的举一反三的特点。技能

是基础，能力是技能的高水平的综合。 

能力迁移与技能迁移的区别：学生学习一个问题后，只能按照老师讲的

或书中的例子去理解相似的问题，这是一种技能水平。技能是一种有限的迁

移。如果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形成了能力，能力是一种广泛的迁移。 

能力与技能的关系：技能是能力的基础，技能需要通过灵活的思维训练

才能形成能力。 

3．习惯的养成与技能和能力的迁移 

习惯是由于重复或多次练习而巩固下来的变成需要的行动方式（见《辞

海》）。习惯是一种特殊的技能，但与技能又有所不同。技能是通过有意识的

反复训练而形成的，而习惯不一定是有意识训练的结果。由于习惯是一种技

能，技能是形成习惯的基础。因此两种行为习惯，若有相同的技能，则能够

产生迁移。比如，学生在某一学科学习中有书写认真，规范整洁的习惯，这

一习惯就能迁移到其他学科的学习。 

4．技能迁移的两种情况 

第一，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已有同类技能有关部分参与到新技能的形成； 

第二，技能形成后，在知识的获取和运用过程中，技能则作为同一种活

动方式、方法，运用到不同的知识中去。 

可见，技能、能力的迁移，是技能的活动方式、方法的迁移，也就是思

维方式、方法的迁移。 

1.2.3 兴趣、情感、信心的迁移 

1．兴趣的迁移 

兴趣是人的认识需要的一种情绪表现，伴随着认识（学习）活动发展起

来。兴趣是推动认识活动的机制，能促使人以巨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学

习和探究活动中。兴趣也可以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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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老师讲述了科学家、发明家在探索自然奥秘的生动感人事迹，会

激起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在中学时期听老

师讲“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激励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一问题的研

究，从而得到了全世界最佳的结果。 

2．情感的迁移 

情感由事物是否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它渗透在人的一切活动之中，是

伴随着认识一起出现的，并且和意识交织在一起。情感的产生来自于实践，

在实践活动中对某种情境的感知而产生情绪体验，例如《文心雕龙•神思》

中写道“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溢于海。”这种在实践中产生的情绪体

验，以高兴、欢乐、热爱、悲哀、愤怒、恐惧等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在阅读

文学作品，欣赏音乐、美术作品和听故事、看电影时，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这

些艺术作品中的情境，但生动的语言、鲜明的画面、优美的旋律，能引起人

们的形象思维，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引起自己已经经历过的有关情感体

验，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领会作品的思想情感。这就是情感的迁

移。 

3．信心的迁移 

信心是一种意志力，是学习中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动力。 

在学习活动中，每一个学生都有优点和长处，教师要及时发现学生在学

习方法、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上的进步，及时给与肯定、赞许和表扬，以激

励他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既是是后进的学生，在他的身上也同样会有“闪

光点”，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能够照亮他学习前进的道路。一次在学

习中迸发出来的火花，就会成为下次学习的力量，这就是信心的迁移。 

2.活动设计 

2.1促进迁移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的迁移举例——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

（ppt，视频） 

《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是高中物理必修二《曲线运动》一章的内容之

一，它既是前一节运动合成与分解方法的具体实践应用，也是后一节抛体运

动规律得出的前ᨀ，同时也是训练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进行科学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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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素材。这节课涉及到很多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如运用好迁移，将会使学

生的能力和观念实现飞跃性的进步。 

讨论问题：结合您的教学实际简述一个“温故知新”的案例。 

案例二：“创设情境，铺路搭桥”举例——《超重、失重》一课的情境

创设（ppt，视频） 

思考问题：结合您的教学实践谈谈在创设情境需要注意的问题。 

案例二：“巧妙启发，激活思维”举例——设计“胖问题” 

思考问题：结合您的教学实践设计一组“胖问题”。 

2.2运用迁移ᨀ高教学效率微格教学训练 

自选本学科教材中的一节课，撰写教学设计并进行微格教学 

课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设计者______________ 

步骤一：，确定这一节课的教学内容 

1．课标要求：                                                              

（1）所授教学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处在什么地位？                             

                                                                             

（2）教材的主要线索是什么？各项知识、技能的有哪些联系？                      

                                                                            

                                                                            

（3）教材的重点、难点和训练点分别是什么？                                   

                                                                             

                                                                             

（4）教材中有哪些德育因素？                                                  

                                                                             

（5）你认为还可以补充哪些内容？                                               

                                                                             

3．学情分析： 

（1）学生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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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的思维（能力）基础：                                                        

                                                                             

（3）学生的习得障碍：                                                        

                                                                             

4．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与难点：                                                        

                                                                             

                                                                             

                                                                             

                                                                            

5．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步骤二：简要写出本节课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

环节 

教师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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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分小组进行微格教学训练，将自己设计的微格教案在小组内试

讲、互评。 

本课优点：                                                                     

存在问题 ：                                                                      

意见和建议：                                                                     

                                                                                 

 

五、任课师资条件 

郑蔚青，女，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高级教师，思维与物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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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实践案例 

一、 模块名称 

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实践案例 

二、 课时安排 

8课时。高阶思维的背景及含义（1课时）；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三个教

学案例及分析（3课时）；微教学设计展示及完整课例分享（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1. 高阶思维ᨀ出的背景，理解高阶思维的含义； 

2. 通过对案例的学习和思考，掌握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策

略； 

3. 能够基于案例的学习和讨论，结合自己的教学初步进行相应的教

学设计或教学改进。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高阶思维的背景及含义 

1.背景 

为了应对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各国逐渐从注重基础性的读、写、

算的“3R”技能转向了重视以“高阶、多维和复杂”为主要特征的“4C”

技能 (批判性思维、交流、合作和创造)。2006年欧盟(European 

Commission)发布的《终身学习核心素养: 欧洲参考框架》指出，创造

性、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等都是终身学习者必备的素养。2016年 9月，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对外公布，该框架把培养“全面

发展的人”作为教育目标，具体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

方面，其综合表现为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

“科学精神”维度下的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实践创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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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的问题解决、适应挑战等方面所形成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行为表

现，都促进了高阶思维。高阶思维能力是核心素养的重要成分，核心素养

的落实必然需要关注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2.含义 

高阶思维，英文为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简称 HOT)，高

阶”一词的英文表述 higher用的是比较级，即高阶思维概念是相对低阶思

维而言的。 

目前尚无统一界定，较为常见的是基于教育目标分类学ᨀ出的高阶思

维概念。“布卢姆(Bloom B. S.)教育目标分类学最早ᨀ出此概念，该理论

认为，学生的认知水平由低到高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6个层次，其中，后三个层次属于高阶思维。2001年在安德森（Anderson L. 

W.）等人完成的修订版中，六个层次分别被修改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评价、创造。其中，后三个层次“分析、评价、创造”被称为较高阶的思维。

1987 年美国 Resnick 认为难以确定高阶思维的精确定义，但是这种高阶的

思维在实践中却能够被识别，她总结出高阶思维的七个特征：非算法性质的；

复杂的；需付出努力的；细致入微的判断；多准则的应用；不确定的已知条

件；自我调控和有意识的实施。有人将高阶思维作为不同类型的较高级和较

复杂思维的总称，包括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元认知等思维

类型。 

国内学者钟智贤对高阶思维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将高阶思维定义为

“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它在教学目标分类中具

体表现为“分析、综合、评价和创造”。 高阶思维在各学科中的表现不同，

是分析、评价、创造在学科学习中的具体体现。 

【讨论 1】学生低阶思维的表现有哪些？ 

第一，在学生刚刚成功解决了某一类型问题，但在被要解决类似问题时，

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学生看上去就好像从来没有

听说过、遇到过这种问题，就像每一段解决问题的经验如同被分别密封在了

不同的胶囊之中，互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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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生善于解决常规问题，而不善于解决非常规的、开放性问题，

更不善于发现和ᨀ出 问题。 

（二）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案例分析 

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从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活动的实施到教学

评价的实施，都需要遵循相应原则。 

第一，教学目标分析阶段，教师所确立的教学目标要能清晰体现出对高

阶思维的关注； 

第二，教学策略选择阶段，教师需要选择能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策

略； 

第三，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学生本身而非教学，创建以学生为

中心的、协作的、有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为学生的“思考”而教； 

第四，在最后的评价环节，教师需要选择使用合适的、促进高阶思维的

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习。本章案例将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促进高阶思维

发展的教学进行阐释。 

【案例 1】乘法分配律——运用导学卡促进高阶思维发展 

合理的任务或问题的设计可以促进学生的高阶思维发展，具有合理而

又灵活功能和个性化设计的导学卡，能够凸显概念认知的焦点，使矛盾清晰

化、思维过程可视化，也引导学生思维逐渐走向深入，关注批判性思维和创

造性思维的培育。在《乘法分配律》中，教师使用导学卡，以问题为中心，

重视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抓住核心、感悟关联，从多个方向探寻知识背后所

隐藏的道理，通过多种途径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反思、质疑、评价、

迁移、创造。以下是《乘法分配律》一课中导学卡的问题设计框架。 

表5-2 “乘法分配律”导学卡的问题设计框架 

问题设计 

 

问题类型及 

设计意图 

学生语言 

（典型范

式） 

环节一： 

你能用两种方法列

出综合算式计算表格

操作探究类

问题：组织知

识、建构意

我观察（联

想）到……； 

我的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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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套商品的价格

吗？ 

 

义、建构方

法。 

 

决 过 程

是……。 

环节二： 

1.为什么能用两种方

法进行计算吗？ 

2.你能从其它角度解

释这两个算式相等

吗？ 

 

反思质疑类

问题：启发学

生对他人观

点质疑，对他

人的作品进

行分析、评

价，培养批判

性思维，逐渐

深化知识建

构的层次。  

关于你的方

法，我有如下

疑问…… 

关于我学到

的知识我有

如 下 疑

问…… 

环节三： 

1.你能再写出几个这

样的等式吗？ 

2.这些等式有什么共

同规律？ 

联想证明类

问题：列举更

好的实例、发

现更好的方

法，建立知识

间的联系。阐

释相似点、归

纳、演绎、运

用法则推断

结论。联想、

迁移，寻找解

决问题新方

法。 

我还可以改

变方法，再次

操 作 探

究  ……                     

环节四：你能从不同的

角 度 解 释 

(7+5)×4=7×4+5×4

追根溯源类

问题：立足问

题背景和生

我学习了的

新知识和新

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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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活原型，操作

实物感知、勾

连知识源头、

几何图形支

撑、各种图示

表示，数形结

合，把所学知

识纳入知识

体系，把握数

学知识之间

的内涵逻辑，

在寻找关联

中整体建构。 

我 发 现

了…… 

环节五： 

你能根据乘法分配律，

得到新的公式并验证

吗？你还能ᨀ出哪些

新的问题？ 

 

（甲-乙）×丙＝甲×

丙-乙×丙 

（a＋b＋c）×d=a×d

＋b×d＋c×d 

（a＋b-c）×d=a×d＋

b×d-c×d 

引申思考类

问题：从已有

结论中通过

适当的联想、

变换，形成新

的想法，在猜

想、归纳、分

析、证明和应

用中发展推

理能力。 

 

迁移变异类

问题：抽象、

阐释主题所

蕴涵的意义，

阐述自己的

我 认

为……                         

因为…… 

从这个角度

我想…… 

 

我 认 为 如

果……， 

那 么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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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勾连知

识间联系，形

成脉络体系。 

 

附：《 乘法分配律 》导学卡 

班级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一、分析解决 

 

 

 

 

问题：你能用两种方法列出综合算式计算表格中每套商品的价格吗？ 

活动要求：请你选择一个问题，用两种方法解答，完成后在小组里交流。 

我的问题解决过程是：      

二、反思质疑 

1.为什么能用两种方法进行计算？ 

2.你能从其它角度解释这两个算式相等吗？ 

我们认为这其中具体的原理是： 

关于我学到的知识我有如下疑问： 

三、总结概括 

1.你能再写出几个这样的等式吗？ 

2.这些等式有什么共同的规律？ 

我发现： 

四、关联重构 

你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7+5)×4=7×4+5×4吗？ 

我想到了： 

五、迁移拓展 

    你能根据乘法分配律，得出新的公式并验证吗？你还能ᨀ出哪些新的问题？ 

我还想知道： 
 

【讨论 2】 

结合高阶思维的含义，分析这节课是怎样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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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习工具：教师使用了诱发学生思考和表达的导学卡。 

第二，采用的教学策略：问题驱动+标志性语言，重视知识结构和关联，

形成思维习惯。 

第三：整体设计基于本节课的数学内容本质、引导学生感悟关联，从多

个方向探寻知识背后所隐藏的道理，发展反思、质疑、评价、迁移、创造等

能力。 

【案例 2】 

本案例是一个寒假作业，学生以项目学习的方式开展学习，以下是教师

布置的学习任务“巧手巧心做棋盘”的工作单。 

（1）项目学习主题 

嗨，同学们好，你们喜欢玩跳棋吗？跳棋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及的智

力游戏之一。 

 

 

 

 

 

关于跳棋的第一本书早在 1531年就已经在威尼斯出版。跳棋是一项老

少皆宜、流传广泛的益智型棋类游戏，可以由二至六人同时进行，棋子分为

六种颜色，每种颜色 10 或 15 枚棋子，每一位玩家使用跳棋一个角，拥有

一种颜色的棋子。 

跳棋的游戏规则很简单，棋子的移动可以一步步在有直线连接的相邻

六个方向进行，如果相邻位置上有任何方的一个棋子，该位置直线方向下一

个位置是空的，则可以直接“跳”到该空位上，“跳”的过程中，只要相同

条件满足就可以连续进行。谁最先把正对面的阵地全部占领，谁就取得胜利。 

（2）项目学习任务 

现在，就请同学们自己制作一个跳棋棋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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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跳棋棋盘，你觉得需要思考哪些环节？你打算怎么做？ 

◼ 棋盘的形状？ 

◼ 棋盘上各个棋子摆放的位置特征及各位置间关系？ 

◼ 你的制作方法。 

如果不允许大家画跳棋棋盘，而是要求大家用一张正方形纸片通过折

叠，折出一个棋盘呢？下图就是一位同学将正方形纸片折叠，折痕的交点处，

就是棋子的位置 

 

 

 

请你想想看，该如何折叠？试试看噢，请在空白处写出关键步骤。（小

贴士：大家可以从棋盘中心入手思考） 

（3）项目学习成果 

下图是一位小同学的作品：用蛋糕盒里的泡沫板自制跳棋，把你的作品

照片也贴上来吧！ 

 

【讨论 3】 

有人说项目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你认为呢？学生在完

成这个项目的任务中需要用到哪些数学知识和能力？ 

分析： 

（1）这是一个真实的数学问题，看起来似乎不难，但是真正完成该任

务却对学生来说却有一定的挑战，因为，其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数学知识，

还需要学生具有分析比较和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2）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学生逐一分析，解决跳棋棋盘上的棋

眼个数、小三角形的个数、路径总长度等问题，涉及到平行线、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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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规律以及用字母表示数等数学知识，学生需要从局部观察到整体观察，

从几何方法到代数方法，从分类讨论到动手实践，可以说是一个诊断和发展

学生高阶思维很好的活动载体。 

（3）该项目的问题情境也以看作是一个表现性评价的任务，教师可以

在此基础上开发表现性评价的量规，并在学生展示交流环节以教师评价、学

生自评和生生互评的方式展开评价，真正做到以表现性评价促进学生数学

高阶思维的发展。 

【案例 3】 

一次，一位教师讲完《植树问题》后，看着学生作业中的种种错误，带

着诸多的困惑说：“我讲植树问题时，图画了，也分类讨论了，模型也建立

了，怎么还是这么多错的？”然后，一位特级教师请这位教师每人辅导一位

学生，并将老师和学生的对话记录下来。 

两位教师辅导学生植树问题对话记录—— 

A 教师与学生的对话： 

师：你画图了吗？画图（生画图） 

师：你看看间隔多还是数多 

生：间隔多？ 

师：哪个公式是间隔多？（生想，迟迟不说） 

师：把三个公式都写出来。（生写） 

师：每个公式间隔和树什么样？（生答） 

师：你应该用哪个公式？（生改） 

师：你看我每次都这样给他们讲，但是下次还错？ 

B 教师（笔者）与学生的对话： 

 师：看到这个问题你先想到了什么？ 

 生：公式。 

 师：棵树等于间隔的图什么样？ 

 生：一棵树一间隔，一棵树一间隔……哦，我的公式错了。 

 师：你在想什么？ 

 生：间隔比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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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你能把你这句话写出来吗？ 

 生：间隔-1=树，我知道用哪个公式了。 

 师：我什么都没有给你讲，你自己改对了。说说你都做了什么？ 

 生：找公式、画图、错了、重找公式。 

 师：下次你完全可以把这个过程简化，你觉得应该怎样的顺序好？ 

 生：画图、找公式。 

【讨论 4】 

哪一种交流方式是能发展高阶思维的？为什么？ 

分析：  

 表面上两组对话都是围绕画图和选择公式进行的，但是通过对照可以

看成，A 教师在让学生完成教师发出指令，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发出指令，

学生就不能自觉的去探究。通过对话中记录的过程可以看出，B教师是在启

发学生关注自己的思维过程，培养学生的元认知的水平。启发的问题框架可

以归纳能：你要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么干？结果有错误吗？怎样会

更好？ 

当学生完成指令的时候只是处于常规性思维水平，而我们给学生展现

思维的空间时，学生处于创造性思维，这种经历是他从前没有经历过的。还

是那句话，顿悟是经历很多次失误出现的。 

 案例中是教师引领学生关注自己的思维过程，“看到这个问题你先想

到了什么？——>你在想什么？——>你能把它写下来吗？——>说说你都

做了什么？”这样的问题框架学生内化于心的时候，就形成了学生关注自

己思维过程的框架。 

（三）微教学设计展示及课例分享（4 课时）略 

五、 任课师资条件 

1.白永潇，女，北京教育学院数学与科学教育学院数学系，副教授，博

士，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数学建模教学、数学教育评价。 

2.赵伯静，女，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小学数

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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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芳，女，朝阳区实验小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小学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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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课程简介 

本课程基于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基础及学习科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为一线教师的有效教学ᨀ供指导性教学策略。课程主要包

括 7 个关键模块，力求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既阐述相关基础理论，

又ᨀ供详尽、可操作的教学策略，为教师改进教学实践ᨀ供清晰明确兼具

实用性的启示。本课程配套有全部学习讲义与学习课件资源，适宜广大中

小学一线教育工作者参考使用。 

 

 培训对象 

基础教育领域一线学校校长与教师 

 

 课时安排 

3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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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师简介 

� 钟亚妮，《学

习与思维教学策

略》课程负责人。

北京教育学院基

础教育人才研究

院教育人才研究

中心主任、博士、

副研究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政策、教师学习

与专业发展与学校改进等。 

� 徐骏，《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课程

主讲教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

定分校校

长，正高

级教师，

主要研究

方向为中

小学课堂

教学模式

与中小学校长课程领导力等。 

� 李 万

峰，《学习与

思维教学策

略》课程主讲

教师。北京市

通州区次渠

中学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写作教学等。 

 

� 谢海明，《学习与

思维教学策略》课程主

讲教师。北京市通州区

教师研修中心高级教

师，硕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公共管理等。 

� 张敏，《学习

与思维教学策略》

课程主讲教师。北

京教育学院人文与

外语教育学院副教

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

语教育与教师教育。 

 

� 庞孝瑾，《学

习与思维教学策

略》课程主讲教

师。北京市朝阳区

教育研究中心科

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阅

读与写作等。 

� 杨红，《学

习与思维教学策

略》课程主讲教

师。北京市顺义

区教育研究和教

师研修中心高级

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英语教育与教师培训等。 

� 李玮，《学

习与思维教学

策略》课程主讲

教师。北京市西

城区教育研修

学院研修员，硕

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新任教师培养与教师培训课程设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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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课程方案 

《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 

一、课程目标 

（一）需求分析 

新时代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基于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的教育发展目

标，我国基础教育着力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ᨀ出要“发展素质教育，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构建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坚持“五育并举”，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教育需要让现在的孩子们为未来的社会与生活做

好准备。 

基于上述育人目标，要求我们对“怎样培养人”进行改革与创新，需

要在课程教材等关键领域加强建设，同时优化教学方式。课堂教学是教师

和学生日常教学活动的主要阵地。伴随着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学

习科学的发展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未来课堂的教学组织形式逐步走向

多元，教学方式也由单一的教师讲授转变为由合作、探究等多种教学策略

并举的教学法，学生的学习方式亦将由消极的被动学习转变为积极的主动

学习。 

教师需要在课程与教学、学生学习评估等方面做出诸多改革与创新，

通过新的课程发展模式与优化教学方式，重视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差异，通

过为学生创造多元的学习体验、发展审辨思维、沟通与合作，以及跨学科

与跨领域整合的综合能力。 

（二）目标定位 

本课程旨在围绕课程与教学设计和实施，为广大教师ᨀ供课程开发及

有效教学的原理、工具与方法，以ᨀ高教学的科学性与高效性，ᨀ升学生

学习质量。 

1. 在意识层面，学员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基于心理学、学习科学等相

关理论基础，有意识地从有效学习和教学等相关原理与原则进行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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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优化教学方式，将ᨀ升学生学习能力、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作为重要的教

学目标； 

2．在认知层面，学员通过课程学习，能够理解学习的内涵和本质、基

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

创新型课堂教学实践路径、学习评估的内涵与方式、教学反思的类型与方

式等相关理论，对当前课程改革与教学方式变革的政策及其背后的理论基

础等有系统了解； 

3．在实践层面，学员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掌握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教

学策略，掌握高阶思维培养方式，合作学习、探究学习、项目学习等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以及学习评估与教学反思、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能

力的教学模式等领域的具体策略，并将之积极运用于自身教学实践。 

二、课程内容要点 

（一）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依赖先前知识基础的、基于个人经

验、意愿和需求的知识建构过程。关于学习的理论基础主要包含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情境－社会历史理论、建构主义等不同视角。传统的学科教学

注重向学生传递知识性的内容。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生的学习内

容要适应智能时代的需求，并为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除了传统的

学校课堂教育情境，学生拥有更多的校外学习情境，家庭、社区亦是重要

的学习情境。在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习方式的转变成

为课程与教学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

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

已成为课程改革的核心任务。教师需要基于学习原理，在教学中由注重教

师的“教”转向注重学生的“学”，基于有效教学策略，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积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社会情感能力、元认知能力等

方面的通用能力与核心素养，帮助学生为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做好准备。 

（二）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核心素养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

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是每一名学生获得成功生活、适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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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都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素养。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改革由知识指向向核心素养指向的转变。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设计，需要

以实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指向，确定评估目标，并精心规划学习体验和

教学的活动。课程建设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课程整合、推进

跨学科综合课程开发与实施等方式，着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基于核心素

养的教学，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生命的质量，关注育人文化、课程文化建设，

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要注重尊重和理解学生，优化教与学方式，ᨀ升课

堂教学质量。 

（三）高阶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超越简单的问题解决能力，元

认知能力和评价能力，是一种基于问题解决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判断性和解决性的特点。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

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学的重要方面。在教学中应当依据学生为课堂教学的主

体、促进教学问题的解决、建构学习中心课堂的原则，采用思维导图、问

题链、小组合作等多种能够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的教学策略，进一

步推动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ᨀ升。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与教学是一种以突出学生主体作用为特征

的教育活动。它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 着力于学生的发展、学生的

学习以及学习的效果。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基本原则是：充分利用学生已

有的知识和经验；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学习爱好；采用形成性评价、同学评

估和自我评价；培养学生核心技能；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鼓励学生独

立学习、ᨀ出自己的想法，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用活动或资料激励、

帮助、挑战学生；教师充当学习的促进者, 而不是知识的呈现者。学习科

学相关研究表明，合作学习、探究学习、项目学习能有效ᨀ升学生知识掌

握水平和思维能力。教师可以通过项目设计、创建建构主义的情境、聚焦

学生合作问题解决等教学策略，使学生的学习更科学、更高效。 

（五）基于温老“创造性思维理论”、“学习的迁移理论”等学习理论

基础和相关原则，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在具体课堂教学中，可以设置以下

五个环节：（1）情境创设、引发动机；（2）问题感知、形象思维；（3）自

我认知、主动迁移；（4）合作探究、融合思维；（5）效果反馈、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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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模式的建构和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创新性、问题性、

自主性、探究性和高效性等五性并举。课堂教学可以构建“四级”（校级、

学科与年级、集体备课组与班级、教师自身）教学评价机制。以创新性思

维为主要特色的思维教学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课堂教学的规范性与学生思

维发展的创新性之间的矛盾。 

（六）评估与学习、教学密不可分，旨在了解学生通过学习知道了什

么、学到了什么。评估用于判断单个学生的进步和学习目标的实现，涵盖

基于课堂的测评以及大规模的校外测评和考试。实施评估时，要᧿述学习

结果、学习过程或学习特征。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促进学习

的评估”既关注学习结果，也关注学习过程，从而促进学生学习的成功，

对于实现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育人目标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在基于核心素养教学的学习评估中，形成性评估指教师通过学生

学习历程的各种表现对其学习所进行的评估，而总结性评估则在于评估学

生的学习表现是否达成预期的目标。 

（七）教学反思指教师为了实现有效的教育、教学,在教师教学反思倾

向的支持下,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

理论、假设,进行积极、持续、周密、深入、自我调节性的思考,而且在思

考过程中,能够发现、清晰表征所遇到的教育、教学问题,并积极寻求多种

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学反思始于实践中的困惑和怀疑，是系统省思

与批判的过程，着眼于未来行动的改善，是教师主动思维和建构的过程。

教学反思内容的分类基本围绕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方面展开。

教学反思的水平反映了教师教学反思的深度。教学反思的思维过程主要是

围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反思倾向是指教师

在反省思维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和态度。教学实践中，可以采取

发现问题、归结原因、设计方案、寻找依据、纳入实践、优化调节的反思

策略持续深入的开展教学反思，实现自身行为改进，丰富实践智慧。教学

反思方法包含课例研究、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等类型。 

三、课时分配与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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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主要包括 7个关键模块，授课时间共 32课时，

主要学习模块内容与时间分配如下： 

模块一  学习方式变革与教学策略创新（4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当前教育改革背景下，学习方式变革与教学策

略创新的发展趋势，理解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课程的背景与脉络。 

（二）课时分配： 

1. “学习”的内涵以及学习方式变革的发展趋势（2课时） 

2. “教学”与“教学策略”的内涵与发展历程（2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本节内容主要采用在线学习方式以讲授法进行

讲解，同时辅以学员参与式研讨、案例分析，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与发展

趋势。 

模块二 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4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掌握基于核心

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主要策略。 

（二）课时分配： 

1. 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与课程设计（2课时） 

2. 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实施（2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通过讲授方式呈现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育人目

标，通过讲授与案例分析方式讲授课程与教学实施的主要策略。 

模块三  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以英语阅读教学为例（4课时） 

（一）教学目标：以英语学科为例，了解促进学生思维品质发展的策

略。 

（二）课时分配： 

1. 学生核心素养与学生思维品质培养（2课时）  

2. 基于英语阅读教学的学生思维品质培养的方法（2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采用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方法。 

模块四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8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和掌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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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时分配： 

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及其观点（2课时） 

2. 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方法（6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采用讲授与研讨、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模块五 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 （4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 

（二）课时分配： 

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4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采用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方法。 

模块六 学习评估及应用（4 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学习评估的内涵、理论、方式与方法。 

（二）课时分配： 

学习评估的内涵、理论基础、方式与方法（4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采用讲授、研讨、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模块七 如何进行有效教学反思（4课时） 

（一）教学目标：了解教学反思的内涵、方式与方法。 

（二）课时分配： 

教学反思的内涵、方式与方法（4课时）  

（三）主要教学方式：采用讲授、研讨、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四、教学资源与条件 

（一）教学资源 

1. 温寒江：《学习学》（上、下卷）.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2. 肖韵竹、汤丰林主编：《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 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21. 

3. 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第 3 版）》，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9. 

4. [美]苏珊•A•安布罗斯著，庞维国等译：《聪明教学 7原理：基于学

习科学的教学策略》.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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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理查德•E•梅耶，盛群力等译. 《应用学习科学——心理学大

师给教师的建议》.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 

6. [美]理查德·I·阿伦兹著，丛立新等译：《学会教学》（第九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周加仙等译：《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

的诞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8. 约翰·D·布兰思福特著：《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

学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 R·基斯·索耶著：《剑桥学习科学手册》.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10. 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著，詹艺译：《重新设计学校教育：以创

新学习系统为目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二）教学条件 

1. 保证授课教室多媒体设备并在线上网； 

2. ᨀ供课件、讲义与相关资料，保证课程正常开展。 

五、课程考核 

本课程考核评定按考核内容和方式由三部分组成：出勤、学习表现、

案例分析写作，详见下表： 

考核项目 所占比例 考核说明 

出勤 20% 缺勤超过四分之一不予赋分。  

学习表现与

教学实践 

40% 学员的听课表现、发言表现、课堂任务完

成、教学实践等。 

案例分析 40% 在本课程涉及的主题中，任选两个主题，

运用相关理论，对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中的

案例进行分析和反思。 

案例写作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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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案例描述具体、完整 2 4 6 8 10 

应用理论准确 2 4 6 8 10 

应用理论对案例的分析深入、系

统，能理清问题的性质和原因 

2 4 6 8 10 

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评价方法

法的优劣 

2 4 6 8 10 

对自身教育教学行为的反思深入 2 4 6 8 10 

六、任课师资条件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职务 
单位 

专业与研究

方向 

课程任

务 

1 钟亚妮 女 副研究

员 

北京教育学院 教育学、教师

教育 

模块

一、二、

六 

2 李万峰  男 校长、高

级教师 

通州区次渠中学 学校管理、语

文教育等 

模块二 

3 谢海明 男 高级教

师 

通州区教师研修

中心 

教育管理 模块二 

4 张  敏 女 副教授 北京教育学院 英语教育、教

师教育 

模块三 

5 庞孝瑾 女 科研员、

高级教

师、市级

骨干教

北京市朝阳区教

研中心 

学习科学 模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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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6 徐  骏 男 校长、正

高级教

师 

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永定分校 

学校管理与

课堂教学 

模块五 

7 杨  红 女 高级教

师 

顺义区教育研究

和教师研修中心 

英语教育、教

师培训 

模块六 

8 李  玮 女 中学一

级教师 

北京市西城区教

育研修学院 

教师培训 模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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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面向未来的学习与教学 

一、模块名称 

导论：面向未来的学习与教学 

二、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 4 课时 

三、模块目标 

1. 通过教师讲解和学员自主学习，深刻理解学习的内涵与本质，了解

关于学习的主要理论视角，如行为主义视角、认知视角、情境－社会历史视

角、建构主义等；了解当前学习科学关于学习的主要观点。 

2. 通过政策学习、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学员关注当前教育改革中，

学习维度与学习内容、学习情境与学习方式等方面发生的改变，进而对教师

角色形成新的理解。 

3. 通过教师讲解和课堂讨论，基于学习学科等相关理论基础，掌握有

效学习的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厘清有效教学的基本策略，并就如何结合自

身学科教学建立可操作的实践体系。 

4. 通过学员的教学设计和案例剖析，指导学员合理运用有效教学的各

种方法与策略，进而ᨀ升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培育学

生的核心素养。 

四、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 

1.学习的内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脑科学的研究指出：“学习是一种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依赖先前知识基础的、基于个人经验、意愿和需求的知识建构过程。”

学习是一个发展过程。学生在进入课堂时，带有自己先前的知识、技能和能

力，亦带有自己在社会、情感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会影响学生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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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方式。学生的学习，不仅仅限于知识技能等方面，社会情感等非认知

因素亦影响学生学习。 

2. 学习的理论视角 

关于认知与学习的三种理论视角主要包含行为主义视角、认知视角、

情境－社会历史视角、建构主义等视角。 

《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学习科学的理论基础：建构

主义、认知科学、教育技术学、社会文化研究、学科知识研究。近年来，研

究者们在学习科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将其研究领域扩大到

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学习理论、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逐步转化为教师的教学

实践。 

3.核心素养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 

“学什么”是有效学习的前ᨀ和目标，学习绝不仅仅是单学一套认知

概念，而是包含知识、技能和态度三者在内的统一体。当前，全球教育改革

均聚焦于“素养”研究，培养公民面向未来的 21 世纪核心素养是全球教育

的共同追求。 

在我国，2014年 4月，“核心素养”首次出现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成为修订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研制

学业质量标准的重要依据。以学校为主要阵地，具体承接核心素养驱动的教

育改革，主要体现在课程和教学两个关键领域。《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ᨀ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

导意见》对于“优化教学方式”“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

定。教师需要有重“教”的过程转向重“学”的过程，这对教师的教育教学

ᨀ出了新的要求。 

4.学习原理与原则 

美国心理学会ᨀ出《基础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最重要的20项心理学原理》

（2015），此 20 项心理学原理分为 5个领域：思维与学习、动机、社会情感

学习、课堂管理、评估。苏珊•A•安布罗斯等（2012）ᨀ出了 7条学习原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2018）明确界定并例示

7大学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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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于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学

科研究基础之上的学习原理与原则，᧿述了广为认可的学习特征，对教师们

开展课堂教学方式变革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基于当前研究，学生的学习已经

不再是仅仅关注行为主义的记忆、练习、再现，而是更加注重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深刻理解、探究发现、自主建构与社会建构以及灵活运用、广泛迁移、

ᨀ升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学习原理或原则可以帮助教师理解有效的课程设

计和课堂教学的构成，并把有效的教学策略用于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以更好

地支持学生学习。 

5.教学策略 

基于最新研究成果和一线教师的实践经验，研究者（唐娜•沃克•泰勒

斯通，2019）ᨀ出了教师ᨀ升教学能力的 10 项策略：（1）营造利于学习的

环境；（2）区别不同的学习方式；（3）帮助学生调动已有知识；（4）培养长

时记忆；（5）通过高阶思维过程构建知识；（6）培养合作学习的能力；（7）

缩小学习者之间的差距；（8）真实评价学习效果；（9）鼓励深度理解后的实

践应用；（10）技术与教学的完美融合。  

苏珊•A•安布罗斯等人（2012）基于 7条学习原理，ᨀ出了五大类教学

策略：（1）评估学生已有知识的程度和质量的方法；（2）激活已有正确知识

的方法；（3）已有知识不足的应对方法；（4）帮助学生识别不当的已有知识

的方法；（5）纠正错误知识的方法。 

基于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证据，尤其是基于学习科学

的最新研究成果，相关教学策略能够为教师改善教学ᨀ供以证据为基础的方

法。有效教学策略关涉学生的已有知识、动机、发展水平的作用、学生练习、

接受反馈的最佳时机，以及如何成为一名自主学习者。综合运用相关教学策

略，有助于ᨀ升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及学生学习的有效性，进而为学生发展ᨀ

供更有效的学习支持。 

（二）活动设计 

1．活动一：基于问题研讨，深入理解关于学习的原理 

主要基于美国心理学会《基础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最重要的 20项心理学

原理》，通过问题研讨与案例分析，引导学员关注并理解学生学习与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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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并能有意识地应用于自身实践。 

问题 1：学生如何思考与学习？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及理论学习，学员明晰以下 8 条学习原理：（1）

学生对智力以及能力的信念和观点会影响其认知功能和学习；（2）学生已有

的知识经验会影响其学习；（3）学生的认知发展和学习并不受限于固有的发

展阶段；（4）学习是基于环境的，将已学的知识技能迁移到新的环境并不是

自发的，而是需要培养的；（5）获取稳固的知识和技能依赖于不断练习；（6）

清晰的、及时的以及解释性的反馈对学生的学习很重要；（7）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可以促进学习，并且这种能力可以培养；（8）学生的创造力是可以培

养的。 

问题 2：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及理论学习，学员明晰以下 4 条学习原理：（1）

当学生的内在动机强于外在动机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加乐于学习并且学得更

好；（2）当学生抱着掌握知识的目的而非拿高分的目的时，他们在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面前更能坚持，并且对信息能够进行更深度的加工；（3）教师对学

生的期望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机会、学习动机和学习结果；（4）相对于长期的

（远景性的）、笼统的和具有过度挑战性的目标来说，设定短期的（近景性

的）、具体的、具有适度挑战性的目标更能增强学生的动机。 

问题 3：社会情境、人际关系、情绪与幸福感等对学生学习有何重要性？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及理论学习，学员明晰以下 3 条学习原理：（1）

学习往往会受到多种社会情境的同时影响；（2）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以及

在学生的社会情绪发展中，人际交往与沟通具有关键作用；（3）学生的情绪

健康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学习和发展。 

问题 4：如何管理课堂行为？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及理论学习，学员明晰以下 2 条学习原理：（1）

遵循科学的行为原理和有效的课堂教学，学生可以领会到教师对其课堂行为

以及社会互动的期望和要求；（2）有效的课堂管理需要对学生ᨀ出较高的期

望并充分沟通，良好关系的持续培养；（3）对学生ᨀ供高水平的支持。 

问题 5：教师如何有效评估学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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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及理论学习，学员明晰以下 3 条学习原理：（1）

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都很重要和有价值，但两者有不同方法和内涵；（2）

要实现对学生的技能、知识和能力的良好评估，应遵循特定的对评价过程的

要求，该过程应根植于心理学、在质量和公平方面具有明确定义的标准；（3）

理解评估数据需建立在清晰适当和公正的解释基础之上。 

2．活动二：通过案例分析等方式，理解并应用有效的教学策略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及理论学习，学员需分析有效的教学策略的主要

标准与表现，并能基于自身教学案例，基于有效教学的标准（师生共同参与

创造性活动、在课堂实践中发展学习者的能力、创造意义并把教学与学生的

生活联系起来、教授复杂的思维技能、通过对话等方式进行教学）改进教学

策略，并进一步在教学中进行应用。 

五、任课师资条件 

钟亚妮，女，北京教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教

师学习与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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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 

一、 模块名称 

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 

二、 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 4课时，其中： 

1.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小学英语学科）（2

课时） 

2.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初中语文学科）（2

课时） 

三、 模块目标 

1.通过教师讲解学科核心素养，帮助学员深刻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基

本概念，包括概念、目标、实施路径、具体方案等，明确核心素养“指学生

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

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

的总体概念。 

2.通过数据、问卷分析及调研结果等，引导学员了解基础教育教学的

现状，包括基础教育的概念、基层学校教育教学现状、教师总体状况、学生

综合能力现状等。 

3.通过教师讲解课堂教学设计真实案例，帮助学员了解教学设计的基

本框架，了解传统意义下的教学设计方式和新课程视野下备课的区别，体会

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教学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4.通过具体教学设计的呈现，帮助学员结合真实教学，从学科核心素

养角度出发进行教学设计，ᨀ高教学设计能力与水平。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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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

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 

例如，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语言建构与运用；（2）

思维发展与ᨀ升；（3）审美鉴赏与创造；（4）文化传承与理解。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包括：（1）语言能力；（2）学习能力；（3）思维品质；（4）文化意识。 

2. 核心素养的指向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

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它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体。它指向过程，关注学生在其培

养过程中的体悟，而非结果导向。 

核心素养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发展性，是一个伴随终生可持续发展、

与时俱进的动态优化过程。是个体能够适应未来社会、促进终生学习、实现

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 

3.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ᨀ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意见》中明确ᨀ出要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ᨀ高学生

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 

（1）在突出德育实效方面，要求完善德育工作体系，认真制定德育工

作实施方案，深化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

协同育人。大力开展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态文明和心理健康教育。   

（2）在ᨀ升智育水平方面，要求着力培养认知能力，促进思维发展，

激发创新意识。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施教学，确保学生达到

国家规定学业质量标准。各地要加强监测和督导，坚决防止学生学业负担过

重。 

（3）在强化体育锻炼方面，要求坚持健康第一，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

动。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合格标准，健全国家监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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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增强美育熏陶方面，要求实施学校美育ᨀ升行动，严格落实音

乐、美术、书法等课程，结合地方文化设立艺术特色课程。  

（5）在加强劳动教育方面，要求充分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制定劳

动教育指导纲要，加强学生生活实践、劳动技术和职业体验教育。优化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结构，确保劳动教育课时不少于一半。 

上述文件精神摘要都指向要ᨀ高学生的综合能力，ᨀ高学生整体素质。

目前，“双减”工作正在逐级贯彻落实当中，减负ᨀ质是下一阶段基础教育

教学工作的重心。由此，ᨀ高学生核心素养是贯彻落实上级精神的重要依据

与抓手。 

4.基础教育部分学科现状 

（1）基础教育概念与定义 

基础教育的定义、地位及广义概念。 

（2）基础教育教学现状 

以北京市某区2017年五年级英语学科学业质量之学生因素调研结果及

分析为例，分析某学科教学现状。以教师参与问卷中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

从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学生日常生活中对英语的观察、学生对英语学习难

度的认知、教师的学历情况、教育教学现状、日常教学行为等多方面进行阐

述。并结合数据对问卷进行整体分析，找出数据背后的信息，找出问题的成

因所在。 

（3）北京市某区初中语文学科教育教学现状 

结合成绩分析及教师、学生调研问卷，分析该学科教育教学现状，并对

数据进行总体概述。通过对语文学科成绩的分析，从多维度、多角度阐述学

生成绩的成因，在数据分析、问卷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日常教育教学工作，

找出在教学工作中可以进行改进的方面。通过典型案例、具体做法的分析，

为学员ᨀ供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依据。 

5.学科课程设计 

（1）教学设计的总体概念 

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制定蓝图的过程，它规定了教学的方向和大致进程，

是师生教学活动的依据，教学活动的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将受到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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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约束和控制，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审慎思考、全面规划，

ᨀ高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2）传统备课与现代教学设计的区别 

传统备课：“权威化” 的教材观：将重心放在分析教材、梳理知识、强

化考点等方面，教师是“教教材” ，其重要职能往往是实现和强化教材、

教育与其他教学辅助资料的权威功能和诠释功能，缺失自己的教学创意，缺

少自我主动的设计。实施主体一般为教师。 

新课程视野下备课：“材料式” 的教材观：教材只是教学活动的载体和

媒介，只是课堂教学中可供利用的一种教学工具，是与学生交往活动的载体，

是一种互动关系。教师在课前的主要准备任务便是策划如何有效利用这一载

体、媒介和工具，是“用教材教”，其重要职能，是课堂教学的活动设计。 

要知晓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结构的过程，学生不是简单地、

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每位学习者以自己原有知识经

验为基础，对新信息以重新认识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结果。 

（3）如何做好一节课的教学设计 

首先，了解学生的起点，知晓学生具备的知识与技能及掌握程度。从了

解学生、尊重学生、变成学生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其次，要梳理好教材与

教学设计之间的关系。教材依据课程标准编写，学科课程标准的基本思想和

各部分的内容通过教材予以充分体现。教材是课程标准最主要的载体。 

教师的教学设计要符合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让学生经过努力都能达到。

要明确教材是对课程标准的一次再创造、再组织。 

同时，要树立正确的教材观。要明确教材只是为教师ᨀ供了一定的指导，

教师教学应该用教材为教育教学服务，应该把教材看成是把教材当做教学的

一种资源，一种教学手段，而不是唯教材论。 

6. 教学实施案例分享 

（1）以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为例,从基于学生视角、基于核心素养的角度

出发进行整体教学设计。通过单元整体教学等方式方法的介绍，凸显教学整

体思路下教学设计的方式与方法。以学生学习体验为出发点，在实现学科核

心素养的基础上，设计教学活动，从总体视角出发，ᨀ出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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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从激发学生思维，ᨀ升学生能力角度出发设计教学活动。 

（2）以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为例,从基于学生视角、基于核心素养的角度

出发进行整体教学设计。通过整本书阅读等方式方法的介绍，凸显在ᨀ升学

生阅读能力方面的教学设计的方式与方法。以整本书阅读为出发点，在实现

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上，设计教学活动，从语文学科深度教学视角出发，ᨀ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围绕日常教育教学难点问题，进行教学设计。 

五、 任课师资条件 

李万峰，男，北京市通州区次渠中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硕士。 

谢海明，男，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高级教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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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学生高阶思维及培养 

一、 模块名称 

学生高阶思维及培养 

二、 课时安排 

本模块的课时为 4课时 

三、 模块目标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员能够达到以下标准： 

1. 能够理解高阶思维的定义及内涵； 

2. 能够掌握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策略； 

3. 能够在教学中选择并应用合适的教学策略发展学生高阶思维。 

四、 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1. 主要知识点 

（1）高阶思维的内涵 

杜威ᨀ出反省性思维，认为反省思维和一般的思想是具有显著区别的，

反省思维包括：（1）引起思维的怀疑、踌躇、困惑和心智上的困难等状态；

（2）寻找、搜索和探究的活动，求得解决疑难、处理困惑的实际办法。反

省的目的是发现适合他的目标的各种事实，在反省过程中，居于持续的和主

导地位的因素是解决困惑的需要。问题的性质决定思维的目的，而思维的目

的则控制思维的过程。 

许多研究者采用了列举的方法来说明高阶思维。安妮尤德尔认为高阶思

维至少包括三种，分别是批判性思考、创造性思考和问题解决；低阶思维与

高阶思维具有相关性及相互包容性，高阶思维研究过程不排斥推论、概念归

纳等低阶思维技巧。 

有的学者则从高阶思维特征的角度进行界定，从而避免对高阶思维这一

复杂的范畴进行简单的确定。劳伦雷斯尼克认为：（1）高阶思维是非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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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行动路径完全不是预先指定的；（2）高阶思维往往很复杂，在心理上不

是可见的；（3）高阶思维往往产生多种解决方案，方案并非是唯一的；（4）

高阶思维涉及细致的判断和解释；（5）高阶思维涉及多个标准的比较和应用，

这些标准有时会彼此冲突；（6）高阶思维通常涉及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的

手头上的任务都是已知的；（7）高阶思维包括思维过程的自我调节；（8）高

阶思维涉及自己给出的含义，要在明显无序中找出结构；（9）高阶思维是相

当费力的，在所需要的阐述和判断中涉及相当多的智力活动。 

为了明晰高阶思维的内涵，也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结构和层次的划分。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是这种划分方式的代表，他ᨀ出的认知过程六个类别及

相关认知过程为教育实践领域对高阶思维的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杰明布鲁姆按照认知的难易程度把学生的认知过程分成了六类：记忆、理

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后来洛林安德森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改成目前的六个分类：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新。 

高阶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超越简单的问题解决能力，元认知能力

和评价能力，是一种基于问题解决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复杂

性、综合性、判断性和解决性的特点。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学生的高阶思

维能力培养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学的重要方面。 

(2) 基于学生高阶思维培养的教学策略的理论基础 

①知识可视化理论。知识可视化是指将复杂的知识采用图片的方式加以

表达及传递，从而促进知识的掌握及传播，核心是将原有的复杂知识进行可

视化设计、创造及传播，这种创造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知识的创造及传播。

同时，研究表明人的 83%左右的记忆内容都是靠视觉获取的，视觉是人类认

知的重要渠道。因此，如果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将思维以图的方式呈现出

来，将会促进其学习的发生和思维的发展。利用思维导图进行的教学就是在

知识可视化的理论基础上达到促进学生学习目的的教学形式。 

②建构主义理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指出，知

识的获取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去构造起来的，而不是他们二者

任意一个决定的；另外，他指出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体的原有知识

结构需要不断被打破，从而不断构建出一个新的平衡体系。在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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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教学材料以及教学环境是客体，主体需要和客体

进行相互作用，不断的交流和协商从而获取知识。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思维的

工具，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而且推动学生进行思考和反思，运用高阶思

维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学生践行了建构主义理论。

思维导图的运用促使学生和外界实现了动态的平衡，在互相交流沟通的基础

上建构新的知识。 

③PBL教学理论。PBL教学理论（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一种以学

生为中心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主张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在问

题的情境中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并形成解决问题的新知识

和技能。学生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探究性学习和解决问题，教学围绕问

题而展开，教学的过程也是问题探究的过程，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下探究和合

作学习中发展高阶思维能力。这种以解决问题为指向的教学是将问题作为学

习的起点，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探究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教师发挥指导、

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学生在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不断解决新问题建构属

于自己的认知图式，形成自己的新知识及技能，在问题解决中推进高阶思维

的发展。 

④合作学习理论。合作学习是在新型师生关系的指导下，师生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互动，其中包括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主要的

评价标准，并有相对应的评价与激励措施，以ᨀ升教师的教学效率以及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最终完成教学任务与学习目标。合作学习在学习过程中

对学生主要有下列影响： 

首先，增强小组成员的自信，使学生获得安全感。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

中每个成员地位平等，在课堂上代表小组发表见解的时候，不仅代表自己的

意见而且更代表小组的意见，其观点是小组成员集体讨论之后共同得出的结

论，因此每个成员对自己更加自信，而且在集体参加讨论的状态下能够获得

更大的安全感。 

其次，在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和分享的时候，通过信息的交换和更新，小

组成员的高阶思维得以发展。每个成员都能够贡献自己的思想，并在师生对

话以及生生对话和小组活动中不断进行分析、评价和创新，促进小组成员的



 
 

教师培训课程三--《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 

25 
 

思维品质发展和ᨀ升。 

第三、小组活动中的师生评价和生生评价，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够使学

生发现相互的优点，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给予建议、鼓励，增强彼此的信心有

利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ᨀ升并帮助小组成员共同进步。 

2．活动设计 

活动 1：案例讨论 

学生基于思维导图可以复习课堂所学知识，并对重点和难点进行进一步

的思考。课后学生利用思维导图总结所学知识一方面可以从整体上进行梳理，

另一方面能够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促进学生对学习主题的

深入学习。由于思维导图是一个或多个主题的延伸思考，因此学生对于学习

中的主题思考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从中找出知识学习的

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ᨀ升。 

以史小燕老师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地理教学的课例。以“中亚”的教学为

例：首先，课前下发预习思维导图。要求学生根据教材中的图文信息进行填

写，完成预习思维导图。其次，教师在预习思维导图基础上，引导学生大胆

地对思维导图进行重构。请学生为每一虚线框内的信息取一个主题。然后，

以干为中心点，发散出三个节点，再由三个节点向外扩散。最后，在课后复

习已学知识的基础上，教师在旱作这一节点上又ᨀ出问题：旱作农业可能引

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及解决措施。要求学生延伸思维导图，促使学生用动态的

眼光分析区域发展问题，并ᨀ出解决措施，使知识体系构建更加完整。 

活动 2：体验活动 

问题链的聚焦性是问题链的重要属性，决定了课堂问题的方向。问题链

作为一系列的问题组合，在教学实践中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偏离教学的目标

造成问题链效果的消减。因此，教师应该围绕问题的解决，针对重难点设计

问题链，进行有效的课堂问题设计和实施。 

以一堂地理课为例，教师先给学生观看了日本福岛大地震和核电站发生

泄漏的新闻和国内各地抢购碘盐的报道，接着让学生自由ᨀ问。学生会ᨀ出

以下问题：地震发生时如何进行防震自救？地震的危害为什么有这么大？人

们为什么要抢购碘盐？核电站发生核泄露时会有哪些危害？核电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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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是什么？核反应是什么变化？在学生讨论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后，教师

又继续鼓励学生：你能否根据所学科学知识从不同角度再ᨀ出更多的科学问

题呢？在启发下，学生则ᨀ出了更多的问题链：如 1千克碘盐中碘元素的含

量有多少克？人体内缺碘会得什么疾病？碘盐真的能防治放射病吗？地震

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地震发生时释放的能量来源是什么？除地震外，地壳的

运动还有吗？日本为什么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地球的板块学说的主要

内容是什么？最后请学生按学科将ᨀ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并重点对涉及到地

壳运动的问题进行复习解答。在整个问题链的师生对话过程中，教师针对学

生零散不完整的ᨀ问进行整理和归纳，帮助学生发现关键问题，并引发学生

的思考，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进一步促进教学目标的

实现。 

活动 3：问题讨论 

按照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人们通常把分析、评价和创新作为高阶思

维，那么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更多要依赖高阶思维完成任务。当合作

任务高于学生个体解决能力，且需要学生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完

成后的时候，更能激发学生的合作欲望与动机。因此，小组合作的任务应当

真实，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下思考、讨论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

也能在小组成员之间形成沟通、合作、平等、尊重与包容的个人优秀品质，

从而达成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例如，在高中英语的学习中，虚拟语气对学

生而言是比较难以掌握的，单纯的语法句子练习往往难以使学生彻底掌握这

个语法点具体的使用情境。因此，教师借用报纸上登载的刚刚发生的一起锅

炉爆炸事件，设置了如果你是值班工人/安全检查员/经理,怎样做可以避免

发生这个事故的小组学习任务，加强了学生对英语语言具体情况下使用的关

注，促使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熟悉并掌握相关的语法，找出这起事故的原因以

及解决方案。在小组活动中通过这种方法学生不但完成了知识学习的目标而

且发展了高阶思维。 

五、 任课师资条件 

张敏，女，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教师教育、英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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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 

一、模块名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 

二、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 8课时，分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及其观点（2课时）、 

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方法（6课时）。 

三、模块目标 

通过课程培训和学员的自主学习，深刻理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

基本观点，认识基于协作会话的合作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

习，在有效促进学生的认知加工，ᨀ升学生知识掌握水平和思维能力等方面

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及实施策略，掌握其教学设计方法，将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设计转化到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中去，开发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相关学科

课程设计，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的有效落实，使学生的学习更科学、

更高效，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改进目标。 

四、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模块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及其观

点 

基本观点 讲授 

教学原则 讲授 

教学设计 讲授、研讨互动 

合作学习的教学

策略与实施 

理论基础 讲授 

基本原则 讲授、分组互动 

实施策略/方法/步骤 讲授、分组教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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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观摩） 

案例分析，教学指导、互动

点评 

探究学习的教学

策略与实施 

理论基础 讲授 

基本原则 讲授 

实施策略/方法/步骤 讲授、教学研讨 

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观摩） 

案例分析，教学指导、互动

点评 

项目学习的教学

策略与实施 

理论基础 讲授 

基本原则 讲授 

实施策略/方法/步骤 讲授、教学研讨 

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观摩） 

案例分析，教学指导、互动

点评 

（一）主要知识点 

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及其原则 

（1）涵义 

以学生为中心的涵义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全面性的教学目标；主动性

的学生角色；生成性的教学过程；科学的管理与评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从培养目标、知识构建、教学方式方法等诸多环节,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简言之, 它是一种以突出学生主体作用为特征的教育活动。它以学生的学习

和发展为中心, 着力于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学习以及学习的效果。 

（2）“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的教学原则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与传统的教学形式有很大差异,它注重教学的

结果, 即如何使学生达到设定的学习能力目标，教学过程、方法因人而异、

灵活多变，体现了从“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移。其九大基本原

则是：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学习爱好；形成

性评价、同学评估和自我评价对学习有帮助；培养学生核心就业技能；学生

积极参与学习过程；鼓励学生独立学习；鼓励学生ᨀ出自己的想法，培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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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能力；使用活动或资料来激励、帮助、挑战学生；教师充当学习的

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呈现者。 

2.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方法 

（1）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与实施 

①概念 

合作学习是 20世纪 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并在 70年代中期至 80年代

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由于它在改

善课堂内的社会心理气氛，大面积ᨀ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

非认知品质等方面实效显著，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成为当代主流

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

革”。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我国也出现了合作学习的研

究与实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合作学习是对传统班级授课制的一种改革，它改变了学生在课堂中的被

动学习的地位，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的深入学习ᨀ供了机会

与条件。当学生有机会相互探究学习内容时，他们不仅是在以一种有利于大

脑发展的方式进行学习，同时也在通过听取他人的观点、观察他人的肢体语

言和语调反应来增强自身的知识，开发记忆的图式并建立联系。合作学习除

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态度具有促进作用外， 也更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培

养所需要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的要求， 因此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也越来越

受到关注。 

②实施策略 

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合作学习的研究者对合作学习要素的认识各有千

秋。根据合作学习理论的相关研究，目前已经确认与有效合作学习有关的五

个基本要素，即积极互赖、责任到人、促进性互动、社交技能和小组反思。

教师应在教学中合理运用这些要素来进行教学设计，有效促进学生的合作学

习，使合作学习适用于不同的学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 

合作学习的主要模式。为了有效促进学生有目的地开展合作学习，教师

需按照一定的合作学习模式设置相应的合作环节。目前常见的合作学习模式

有小组成绩分工 (STAD) 、共同学习 (LT) 、小组调查 (GI) 、切块拼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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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saw)、小组活动竞赛法（TGT）、团体促进法（FCL）等, 它们在转变传

统的教学方式, 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学科特性选择

适切的合作学习模式是保证合作学习取得成效的前ᨀ。在知识授导性课程中，

如地理、历史、政治等科目中关注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可选择学生小

组成绩分工式（STAD）等模式。其教学过程简单，易于开展，将合作目标和

任务与高度的个人责任相结合，适用于大多数知识性教授课程；而小组游戏

竞赛式（TGT）则更适用于活动类课程，如体育课；拼图式教学（Jigsaw）

作为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合作学习形式，关注每个成员对小组的贡献，适用于

数学任务中的问题解决和物理概念理解等情景。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科

特性与实践所需选择合作学习模式，并对根据具体情景对合作学习模式适当

调整与再加工，切忌模式固化。 

（2）探究学习的教学策略与实施 

①概念 

在 20世纪 50 年代的“教育现代化运动”中，最初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生

物学家施瓦布ᨀ出探究学习的含义，即“儿童自主地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

掌握研究自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同时形成认识自然基础的科学概念，进而

培养未来世界的积极态度”。其中“自主地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学习的方

式被施瓦布教授重点ᨀ出。 

②实施策略 

探究学习是学生自下而上进行知识建构的过程。学生首先从他们接触到

的课程学习内容或是他们身边熟悉的生活中ᨀ出问题，猜想预测，然后设法

获得实证的数据，从数据出发，联系已有的知识基础，进行类比、归纳、推

理，抽象出与᧿述客观世界规律有关的科学概念。这个过程类似于科学家进

行科学研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这种自下而上的知识建

构过程，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ᨀ高学习的效率；有利于学生真正

理解概念与原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情绪能力和语言交流能力。同时，

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改变了课堂教学机械、沉闷的现状，让课堂充满生机，

让学生的学习真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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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所示的探究学习的步骤，为教师进行探究式教学ᨀ供的一个参考。

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当熟悉探究式教学方式以后，就不必

拘泥于这些步骤，可以灵活地运用，自然地衔接。 

（3）项目学习的教学策略与实施 

①概念 

项目学习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情境化学习方式，是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式，它主张学生通过一定时长的小组合作方式，解决一个真实世界

中复杂、非常规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完成一项源自真实世界经验且需要

深度思考的任务，进而逐步习得包括知识、可迁移技能、思维方式、价值观

等在内的 21 世纪核心素养。 

项目学习应该怎么开展？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ᨀ出很多不同的教

学策略，虽然这些策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都包含着几个共同的环节，呈现

出一定的共性。项目学习的实施过程一般可以分为项目学习活动前的准备、

项目学习过程中的指导与管理、项目实施后的评价与反思。项目学习的教学

策略主要包括选择项目、制定计划、活动探究、制作作品、成果交流和活动

评价这几个环节。 

②实施策略 

通过对 PBL 的教学策略、程序、步骤进行总结，可以看出项目学习的

实施流程图主要包括选择项目、制定计划、活动探究、制定作品、成果交流

和活动评价这几个流程，见课件中的图。 

学生原有
的概念

ᨀ出问题

猜想预测

设计实验

实验观察
寻求实证

数据搜集
整理分析

获得结论
交流表达

集体讨论
记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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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习强调学习要以问题为起点、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习者对项目

探究兴趣。通过小组合作以及学生自主探究的方式，ᨀ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最终获得包括知识、可迁移技能、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在内的 21 世

纪核心素养。 

（二）活动设计（略） 

五、任课师资条件 

庞孝瑾，女，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科研员，中学高级教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语文教学、教育科研、学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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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5+X”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 

一、模块名称  

 “5+X” 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 

二、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计 4课时 

三、模块目标 

1. 通过讲解和讨论，使学员掌握“5+X”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理论及

其对课堂教学的启示。 

2. 通过对课堂教学的五大原则及其教学策略分析，帮助学员将先进的

教育理念转化成可操作的课堂教学规范。 

3. 通过实践和案例教学，使学员了解“思维训练+”教学流程，进而

掌握课堂教学中的思维训练策略。 

4. 通过对课堂教学四级评价体系的讨论与体验，帮助学员ᨀ高课堂教

学的评价诊断能力，从而ᨀ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四、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第一课时：“5+X”创新性思维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及首要教学原则 

（一）主要知识点：理论基础 

1. 理论基础 

（1）创造性思维理论。温寒江先生（2016）认为：创造性思维是创造

过程中两种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新颖的、灵活的、有机的结合。其基

本观点为：（1）创造性思维包括两种思维，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辩证

统一，是更高层次的思维。（2）创新性思维是新颖的、灵活的。没有灵活

性也就没有思维的创新。对学校而言，新颖性指学生在解答问题、进行实验

或科技制作时，不需要完全根据教师讲的和书本上说的，而是自己独立思考

得到的一种新方法、新方案、新结果。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34 

讨论 1：创造性思维理论对我们课堂教学有什么启示？ 

（2）学习的迁移理论。温寒江先生（2016）认为：两种思维的学习迁

移是指先前的学习经验(知识、技能、能力等)对以后的学习产生影响和作用，

它主要是通过思维活动而实现的。主要内涵如下：迁移是人的认知活动、创

造活动的基础。前后两种知识经验，若有共同的思维要素（思维材料、思维

方法），就能够产生迁移；若共同思维要素越多，则迁移程度越大。前后两

种同类技能、能力，若共同思维方法、方式越多，就越容易产生迁移。迁移

根据其作用可分为正迁移、负迁移和零迁移。 

讨论 2：迁移理论对课堂教学有什么启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当充分了解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通过观察、对比、思考，不断寻找新旧知

识的共同思维要素。 

（3）能力发展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原理。温寒江先生（2016）认为：

学习与发展是指在学习与实践基础上人的身心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人

的全面发展，基本方法是发展能力。能力的发展从横向来说有七种，即观察

能力、语言能力、运算推理能力、动手能力、图像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

乐能力。能力的发展从纵向来说同一类能力分为技能、能力、创新能力三种

不同程度的水平。技能、能力、创新能力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思

维是其内在联系的基础。能力的ᨀ升是可操作的，是通过思维实现的。技能

通过思维训练和高水平的综合发展成为能力，能力通过思维训练的最高水平

的表现则发展成为创新能力。 

讨论 3：能力发展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原理对课堂教学有什么启示？课

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坚持面向全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课

堂教学重在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4）学习的主体性原理。温寒江先生（2016）认为：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知识是学习的客体。学习的主体性是指学生主体在学习

中对客体的地位和作用。学生学习过程是在教师指导下获取和运用知识促进

身心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学习的主体性是实现学习认识中

两次能动的作用，既从客观（客体）到主观（主体）和从主观（主体）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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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客体）。具体而言，学习的主体性是主体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

性、自主性和自觉性（自为性）。 

讨论 4：主体性原理课堂教学有什么启示？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重视

学生的自主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5. 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原理。温寒江先生（2016）认为：在学习过程中，

根据各学科的特点，在思维全面性和知识与技能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新旧知

识技能若具有必要而且是足够的思维共同要素，通过有序的步骤和具体的方

式，把新旧知识、技能联系起来，进行思维加工，就能获得新知识，并通过

多次练习形成新技能，使学习可持续发展。 

讨论 5：可持续发展原理对课堂教学有什么启示？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应重视学情分析，认真了解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全面了解学生的理解能

力和思维方式。 

讨论 6：在课堂教育过程中影响学习效率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应遵循

那些原则？ 

经典引用：现代认知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说过：假如让我把全部教育心理

学仅仅归结为一条原理的话，那么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

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可见，教师教学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学

生，找到教学起点。 

（二）主要知识点：课堂教学原则之一：学情了解，以学定教 

讨论 7：如何实现这一教学原则？ 

要实现第一教学原则，需要遵循 “五有”要求。 

①学情有分析。如何做好学情分析？重点分析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重

点分析学生现有的学习能力；重点分析学生特有的思维品质。 

②课前有导学。如何编制学案？保持“学案”的独立性，坚持“学案”

问题导向，坚持师生的共同参与。 

③“学案”有特色。如何体现“学案”特色？“学案”特色包括学科特

点、课型特点、学段特色、教师特色、学生特点等方面。其特色应该体现在

三个尊重：尊重本学科的特点，尊重学生已有知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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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学法有指导。如何做好学生的学法指导？学法指导应该包括学习方法、

理解方法、记忆方法以及活动方法、实验方法等的ᨀ示和指导。在学法指导

中应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指导学生发现问题的方法，指导学生自主解决

问题的方法。 

⑤目标有针对性。如何才能使目标有针对性？课堂教学目标应该是课程

目标的分解；课堂教学应该重点关注育人目标；科学准确把握教学难易度。 

第二课时：第二、第三教学原则及教学策略 

（一）主要知识点：第二教学原则：先学后教，学生主体 

讨论 1：如何实现这一教育原则？ 

要做到“先学后教、学生主体”需要遵循以下“五要”： 

1.课前预习要反馈。如何做好预习反馈？让学生带着问题预习，做好预

习笔记。 

2.合作探究要深入。合作探究是解决疑难问题、重要任务的常用方法。

如何进行合作探究？根据各层学生的不同特点，通常有两种合作探究方法：

引导性探究和自主性探究。 

3.互动交流要有效。互动交流通常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

等通过语言、板书或其它手段传播信息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如

何组织有效互动？有效的互动交流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组员之间要有大

体相当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问题设计要有一定的深度，让同学之间有讨

论的必要；组内同学应该具有共同的或者相类似的学习观，最好是能够相互

欣赏。 

4.知识建构要主动。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而生成意义、建

构理解的过程。如何指导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建构者的

帮助者，应该注意以下方面：努力激发学习兴趣，助力学生形成学习动机；

努力寻找共同思维要素，创设学习迁移情景；努力实施科学引导，引发知识

的主动建构欲；引导学习步步深入，帮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  

5.讲授时间要限制。如何做到精讲多练？教师做到精讲多练，应该做到

以下三个方面：深入了解课标的本质要求，做到化繁为简；树立效率观念，

要真正做到“三讲三不讲”；给学生留有空白，绝对禁止满堂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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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体展示要充分。展示通常是通过知觉感受，实现预期效果的过程。

如何实现个体的充分展示？引导学生做好充分的展示准备；展示后应及时反

馈、及时鼓励；组织学生认真倾听，勇于质疑。 

（二）主要知识点：课堂教学原则之三：面向全体，关注个体 

讨论 1：如何实施这一教学原则？ 

教学过程中要做到“面向全体，关注个体差异”应该遵循以下“六个要”： 

1.教学要面向全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面向每个学生，使每个学生都

能达到基本的教学目标。如何做到面向全体？教学目标应该关注到每一个学

生的发展；教学过程要确保每一个学生有展示机会；教师的关爱要让每一个

学生深切感受到。  

2.课堂要全程关注。教师应当如何做到全程关注？教师要时时做到目中

有人；课堂要适时变换教学方式；教师要走进学生中间。 

3.学生参与要积极。如何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

每一个活动；认真组织课堂交流的每一个环节；要善于运用激励性评价语言

评价。  

4.教师要因材施教。如何做到因材施教？充分了解每位学生，尊重学生

个性差异，做到因人因时施策。案例：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求老是退缩，因此我要鼓励他上前；仲由呢，他

胆子大，敢做敢为，因此，我要压压他”。后人称孔子的教学方法为“夫子

教人，各因其材。” 

5.作业要差异分层。如何做好作业的差异分层？坚持自愿选择原则，坚

持动态管理原则，坚持逐级递进原则。  

6.培优补差要常态化。如何做好培优补差常态化？建立培优补差责任制；

制订培优补差周计划；应建立培优补差档案。  

第三课时：第四、第五教学原则及教学策略 

（一）主要知识点：第四课堂教学原则：问题感知，直观教学 

讨论 1：如何实现贯彻这一教学原则？ 

要实现这一课堂教学原则，可以采用以下六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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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发式教学。如何有效实施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去主动思考；真正

做到“不愤不启”；努力做到“不悱不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

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2.多元直观教学。如何实施多元直观教学？科学选择直观手段；适时选

择直观呈现；聚焦学生认知能力。  

3.理论联系生活教学。如何做好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做到理论联系生活

教学；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教育学生学会尊重理论。 

4. 实施激励性评价。如何做好激励性评价？尊重差异，坚持多元评价；

注重进步，关注细小改变；实事求是，注意恰到好处。 

5.采用智慧激发兴趣。如何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了解学生的

兴趣点；精心创设问题情境教学；树立兴趣第一的教学观。 

6.采用激情焕发热情。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利用身态语言激活课

堂氛围；努力ᨀ高课堂语言表达技巧；巧妙设计创新性的互动环节。  

（二）主要知识点：课堂教学原则之五：目标达成，思维创新 

讨论 2：如何实施这一教育原则？ 

要实现教学目标，ᨀ升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应该做到“五有”。 

1.学科素养有ᨀ升。如何ᨀ升学生学科素养？认真研究课标，以课程目

标为导向；紧扣学科素养，以ᨀ升素养为目标；注重能力ᨀ升，着力ᨀ升综

合素养。 

2.思维有创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力营造民主的课堂氛围。 

3.情感有升华。如何培养学生的情感？教师必须传递积极的情感体验；

挖掘教材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保持亲切的教态和饱满的情绪。心理学研究

成果：美国心理学家艾帕尔·梅拉别安通过大量实验得出一个经验公式，信

息的总效率=7%的文字+38%的音调+55%的面目表情。 

4.效果有ᨀ升。如何确保课堂效果？坚持一定的难度教学；坚持一定的

速度教学；坚持适合的方法教学。 

5.教学目标有落实。教学目标要明确；教学任务要具体；教学方式要灵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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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  教学环节、过程、评价及策略 

（一）主要知识点：教学环节、特色与策略 

1. 有效课堂的基本环节 

讨论 1：一堂有效课堂一般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环节？ 

2.特色环节：学科特色、学段特色、教师特色、学生特色、课型特色。 

3.“思维训练+”教学流程策略 

该教学模式具有系统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三大特点。通常情况下，一堂

课依次经过了解学情、问题感知、自我认知、合作探究、效果反馈等五个基

本环节，在第一与最后一个环节的任意环节中间，适时加入一个或几个特色

思维训练环节。  

教学流程为：（1）了解学情，创设情境；（2）问题感知，形象思维；

（3）自我认知，主动迁移；（4）合作探究，融合思维；（5）效果反馈，

思维创新。在课堂结束前，通过课堂检测和创新性练习、学生自我总结等形

式进行效果反馈。通过一题多解、举一反三等创新练习，进一步培养学生的

创新性思维。教学流程图见课件。 

（二）主要知识点：教学评价原则与评价机制 

1. 课堂教学的“三性”评价原则 

坚持“发展性”、“创新性”、“多元性”评价原则。 

2. 建立有利于促进学生创新发展的评价机制 

为确保高效课堂的有效实施，构建了“四级”教学评价机制：(1)校级

评价中心；（2）学科、年级评价：学科组综合评价、年级组跨学科评价；

（3）集备组、班级评价；（4）教师自我评价。 

为了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要求学科教师通过课后自我反思、自我评价，

实现自我认知，自我ᨀ升。 

问题：在课堂教学评价过程中，应注重哪些能力的发展？ 

思维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合作探究能力、特色发

展能力。 

讨论：请各位学员自行概括该模式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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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性：重视基本环节，强调多元特色；（2）问题性：重视思维

培训，强调问题教学；（3）自主性：重视学生主体，强调自主生成；（4）

探究性：重视合作探究，强调思维融合；（5）高效性：重视课堂生成，强

调效果反馈。 

五、任课教师条件 

徐骏，男，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正高级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

方向，教学模式研究，教育教学评价，校长课程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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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 学习评估及应用 

一、模块名称 

学习评估及应用 

二、课时安排 

本模块共 4课时，具体为：（1）学习评估的内涵、类型；我国教育评价

改革与国际趋势（2 课时）：（2）学习评估的相关理论与评估方法（2课时）。 

三、模块目标 

1.通过教师讲解和学员的自主学习，深刻理解评估、评价、学习评估的

基本含义；了解学习评估的重要意义及相关基本理论。 

2.通过政策学习、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学员关注当前教育改革动向，

了解我国教育改革背景下的评价改革背景与趋势；践行国家关于教育教学评

价改革的要求，将有利于通过评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学习与终

身发展。 

3.通过教师讲解和课堂讨论，理解学生学习目标与学习评估的关系；了

解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促进学习的评估”的目的与方式；了解 PISA

测评的主要框架。 

4.通过学员的教学设计和案例剖析，指导学员掌握并合理运用学习评估

各种方法与策略，进而ᨀ升课堂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质量。 

四、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 

1. 评估的内涵与意义  

OECD 对于评估（assessment）和评价（evaluation）进行了区分。评估

是通过观察学习的表现、测验、考试等方式，去收集学生知识、能力、价值

观和态度等各方面的显证。评估用于判断单个学生的进步和学习目标的实现，

它涵盖了基于课堂的测评以及大规模的校外测评和考试；涉及确定学习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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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什么、学习者的学习方式，以及与学习相关的学习者的个性特征。评价

用于判断学校、学校系统、政策和项目的有效性。我国教育领域中的相关政

策文本主要采用“评价”一词。本课程对“评估”与“评价”两者的含义并

未严格区分，均指教师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的评估。 

评估实施评估时，要᧿述学习结果、学习过程或学习特征。最常见的评

估要素是学习者的知识，也就是学习者学到了什么。学习评估所ᨀ供的信息，

能够帮助教育者、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家长和研究者准确判断学生学习的

状况，并就其影响和行动做出决定。 

2. 我国教育改革背景下的评价改革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的全面深化，伴随着

课程与教学的创新发展，对学生的评估亦发生变革，正在突破以分数为中心

的评估，进而转向以学习为本的教学、以学习为中心的评估，评价方法采取

多元的形成性和终结性结合的评价。践行国家关于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的要求，

将有利于通过评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学习与终身发展。本课程

以北京市为例，分别探讨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 

3. 学生学习目标与学习评估 

评估和测评框架越来越注重改善学生成果和实现学生的学习目标。在学

生学习目标层面，各国以各种形式（如课程、学习计划、教育标准或学习进

度）规定了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当前的教育更强调培养学生在现实情境中

综合、转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更加通用和横向的能力，如批判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高效沟通能力和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等日

益重要。学生学习目标的变化影响了学习评估的方式。 

学习评估是指采用测试、观察、访谈、调查等方法，按照一定的标准对

学生学习进展或学习成就做出客观的᧿述及定性判断，为改善教与学反馈信

息。由于社会对学生学习目标、学生应该学习和获得成长的领域发生了变化，

因此，学习评估的方式方法亦需要有新的突破，通过评估创新才能更好地测

评学生学习的更广泛的能力。 

4. 评估类型与促进学习的评估 

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这两种评估方式的目的不同，二者收集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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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形成性评估一般用来直接引导和塑造班级教学活动。形

成性评估可以在教学之前或教学过程当中进行，可以“边教边评”，并且可

以把改善当前学习活动作为明确的目标。形成性评估主要是服务于学习目标

的完成，所以它更有可能包含学习进度，以及讨论、合作、自我评估和同伴

评估，还包括᧿述性反馈。 

总结性评估或终结性评是对学生的学习进度或者学校教育的有效性做

出的总体判断。总结性评估是在某个节点进行的，比如在一个单元、一个学

期、或者一个学年的结束后，这种评估方法对当前学习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很

有限的。总结性评估是基于标准对学习结果做出的评估，所以它更有可能是

高利害的、标准化的和大规模的评估。用这种方法来评估个体，一般得到的

是一个总体评分或者某种能力水平的评级。总结性评估的目的在于评判学生

的学习成效，需要对应到学习目标，而在教学实践时，教师应掌握学生达成

表现目标的情形，并据此修正或调整教学活动，或是更改学习目标，并进行

对应的总结性评估活动。 

“促进学习的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AfL）是指评估活动促进

学生的学习，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教师获得教学的反馈，以进一步调整教学，

帮助学生学习。“促进学习的评估”反映了教学评价在基础教育不同发展阶

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评价观念和价值取向。“促进学习的评估”既关注学

习结果，也关注学习过程，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学习的成功。与“形成性评价”

相比较，“促进学习的评估”更加突出强调促进和加强学习，更加强调学生

的主动参与，而不仅仅是检查学习或将学习者置于评估过程的中心地位。 

5. 学习评估相关理论及测评架构 

关于学习评估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马扎诺

的新目标分类理论、SOLO 分类法等。如，布卢姆将认知过程分为记忆、理

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等六个层次，结合知识的四个维度（事实性知

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元认知知识），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的

教学活动等方面进行教学评估。马扎诺ᨀ出的两维评价体系，第一个维度是

知识，包含三个不同领域的六类知识：信息领域（事实、组织理念），智力

程序领域（智力技能、智力过程），心理意向领域（心理技能，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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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维度是过程运作，包括三个系统的六种运作。SOLO 分类法（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SOLO）是指可观察到的学习结果的结构，

将学生学习的结果由低到高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

结构、关联结构、拓展抽象结构，是一种以评价学生高级思维能力为目标的

评估方法。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策划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亦为测评学生的数

学、科学、阅读、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素养ᨀ供了可参考借鉴的明晰框架与维

度。 

（二）活动设计 

1．活动一：通过案例分析及教师教学实践，学会进行有效评估 

通过案例分析，了解促进学习评估的特点。基于教学实践，教师在自

身课堂中进行具体运用：（1）在设计教学计划之前，对学生进行诊断性评估，

通过前测了解学生已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判断学生的学习困难。通过对系列

问题的集中检测，了解学生对某些概念或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帮助教师在做

教学规划时“对症下药”。教师可以先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知识与技能，随后

再进行正式教学。（2）教师在做教学计划时，需设计好ᨀ问、课堂测验、课

后谈话等评估环节，作为有效教学计划的一部分。（3）在进行实际的教学活

动时，教师同时进行实时评估，了解学生是怎样学习的，有哪些学习困难等，

进而及时为学生ᨀ供支持。（4）在阶段性学习结束之时，可以通过单元测验

或学期评估等方式，考察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了解其长处与不足。 

2．活动二：通过观摩和练习，掌握评估主要方式 

在培训课堂上，教师通过观摩名师课堂、交流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

掌握运用观察、练习、ᨀ问和课后面谈等开展评估的具体方式，并尝试在教

学中运用：（1）观察：细心聆听学生谈论功课和相应的推论。（2）练习、要

求学生应用特定技巧及想法完成学习任务。（3）ᨀ问：多用开放性ᨀ问鼓励

学生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学生的回答，教师要通过追问等方式，进一步引导

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同时，ᨀ问亦需要增强学生之间的互动，促使学生更加

投入地参与学习。（4）课后面谈：教师在课后与学生进行面谈，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并基于此ᨀ供及时、具体的反馈，引导学生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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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三：通过观摩、案例分析和练习等方式，学会如何开展表现性

评估 

表现性评估指通过写作、口头演说、展示、实验、作品档案等多种方

式，考查学生的问题解决、元认知等方面的能力，其特点主要是：（1）要求

学生演示、创造、制作或动手做某事；（2）要求激发学生高水平的思维能力

和解题技能；（3）使用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作为评估的任务；（4）唤起真实情

境的运用；（5）人工计分；（6）要求教师在教学和评估中担任新的角色。 

通过观摩学习、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及研讨交流等方式，教师在自身课

堂实践中，尝试采用双向或多向口头交流的方式对学生学习进行评估。例如，

在语文或英语学科，通过口头演讲、戏剧表演、课文改编与角色扮演、小组

讨论、演讲、讲故事、辩论、采访等方式，可以了解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

思维敏捷性。通过作品展示的方式，学生向“观众”演示或表演，要求学生

具备主动性和创造性。如阅读作品后，学生可进行角色扮演。在进行研究性

学习或专题研习时，要求学生确定主题，ᨀ出假设、拟定计划、进行调查、

撰写研究报告，以评估学生的主动探究能力。在语文或英语教学中，教师还

可根据学校传统、学生特长等，尝试采用读写故事、童话、小说、演讲辞、

新闻报道等方式进行学生学习评估。 

五、任课师资条件 

钟亚妮，女，北京教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教师

学习与专业发展。 

杨红，女，北京市顺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研修中心高级教师、教育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教师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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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七 如何进行有效教学反思 

一、模块名称 

如何进行有效教学反思 

二、课时安排 

本模块 4课时 

三、模块目标 

（一）背景分析 

根据对教学反思的调查研究显示，在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中间容易出现对

教学反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欠缺“不反思，教学水平就不能ᨀ升”的风险

知觉，不能将反思作为日常教学的习惯,或是教学反思的自我效能感不足，

对反思价值以及自己做好反思工作的能力，不能抱有积极地自我判断、信念

与感受；还有教师进行反思的目的不是出于对自身教学的ᨀ高，也不是出于

对学生发展的考虑，而是迫于学校制度的压力，进行完成任务式的反思，使

得反思囿于形式化和任务化。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依据成人学习理论，面向中小学教师，通过教师讲解和学员的自

主学习，使学员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清晰认识教学反思的概念，理解反思是由反思内容、反思水平、反思

过程和反思倾向共同构成的立体模型。 

2.加深理解教学在促进教学活动的优化、实践性知识生成，改善教师学

习模式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3.灵活掌握反思的策略和方法，能够在教学实践中加以选择和应用。 

四、模块主要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主要知识点 

1.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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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反思的内涵 

教学反思指教师为了实现有效的教育、教学,在教师教学反思倾向的支

持下,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理论、

假设,进行积极、持续、周密、深入、自我调节性的思考,而且在思考过程中,

能够发现、清晰表征所遇到的教育、教学问题,并积极寻求多种方法来解决

问题的过程。 

（2）反思的特征 

教学反思始于实践中的困惑和怀疑；是系统省思与批判的过程；着眼于

未来行动的改善；是教师主动思维和建构的过程。 

（3）反思的内容 

教学反思内容的分类基本围绕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方面展开，

或是从教学发生的不同阶段入手展开分析，如教学前、教学中和教学后；或

是涵盖了支持教学活动的环境观念、教育制度、课程形态等；不仅有智力加

工,而且需要有情感、态度等动力系统的支持。 

（4）反思的水平 

教学反思的水平反映了教师教学反思的深度。对教学反思水平进行界定

的代表性的观点有马克斯•范梅南的“三层级划分理论”、斯巴克斯•兰格的

“七层级划分理论”和科萨根的“核心反思模型”等。各种水平的教学反思

之间没有优劣之分，都是教师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为了实现有效的教育教

学,进行的积极、持续、深入的思考。 

（5）反思的过程 

教学反思的思维过程主要是围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思路展开。杜威ᨀ出了以观念为工具来解决真实生活中的问题的五个阶段，

分别是：第一阶段:感知困难；第二阶段界定问题；第三阶段ᨀ出假设；第

四阶段设计方案；第五阶段验证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中的教学反思并

不是按照这样线性的关系进行，而是一个多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6）反思的倾向 

反思倾向是指教师在反省思维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和态度。实

践中，教师教学反思的倾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对教学反思认识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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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欠缺对教学反思水平的风险知觉、缺乏做好反思的自我效能感和对教学

反思效果的期望等。 

（7）反思的策略 

教学实践中，可以采取发现问题、归结原因、设计方案、寻找依据、纳

入实践、优化调节的反思策略持续深入的开展教学反思，实现自身行为改进，

丰富实践智慧。 

（8）反思的方法 

此处介绍了课例研究、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三种类型的教学反思方法。 

课例研究可以简单的定义为“以课为例讲道理”，即以实际发生的课堂

教学内容为载体 (以该课为例)，以某个小的研究问题为主题 (讲道理的聚

焦点)，通过对教学问题和教学决定的再现和᧿述来揭示教与学的改进过程, 

讲述教学改进背后的观念和认识。 

 教育叙事研究基于现实事件揭示教育故事背后隐藏的意义。常见的形

式有自传、反思日记、教学随案例分析等。当前还有很多教师利用互联网或

自媒体平台，开通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将自己教育教学中故

事与众人分享。 

行动研究被认为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桥梁，其中蕴含的“为行动

而研究，在行动中研究，由行动者研究”的独特理念。行动研究具有理论基

础和理论背景,但是行动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研究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实践者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能够帮助教师更深入

开展自我反思,把教学过程变为研究过程。 

2.理论基础 

（1）元认知理论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是内部心理过程，特别是元

认知理论为人们揭示教师反思的内在思维机制ᨀ供了理论依据，并为ᨀ高教

师反思水平ᨀ供了心理学依据。元认知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拉维尔于 20 世

纪 70 ᨀ出的关于个人对自身认知过程及结果进行反思和控制的理论体系, 

是学习者在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反思和自我控制进行认知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对自身认知能力进行审视和解读的完整体系，它的核心意义是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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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认知的认知。元知识有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成分：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体验、元认知监控。 

（2）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观点是学习是一个文

化参与的过程，学习者是通过参与到某个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来构建有关

的知识。学习不仅是个体对学习内容的主动加工，而且需要学习者进行合作

互动。早期的建构主义主要是包括皮亚杰的“同化—顺应”理论、维果茨基

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布鲁纳的“发现教学理论”等；如今新兴的建构主

义理论包括众多流派，但它们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即都通过明确肯定学习是

学习者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活动。 

（二）教学设计 

逻辑结构 

 

实施过程 

教学阶段 培训者活动 学员活动 设置意图 

阶段一： 

引入 

活动 1 体验活动：

1+1=？；26╳17=？ 

活动 2 视频展示：心

理学实验——消失的大猩

猩 

活动 3 问题讨论：大

脑在思考不同问题时有何

差异？ 

学 员 观

察和讨论交

流，带着问题

进入下阶段

学习 

体会大脑思考

不同问题时的差

异，为引入“反思”

奠定基础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50 

阶段二： 

认识反思

的概念和

构成 

重点讲解：反思的概

念、反思内容、反思水平、

反思步骤和反思倾向等内

容。 

活动 4 案例研讨：华

应龙老师准备“角的分类”

一课时，不停追问 “角的

分类及度量”的本质，使

教学创新有实效。引发思

考“专家型教师”的成长

之路中，哪种思维特质在

发挥重要作用？ 

学 习 课

件，讨论交

流，了解反思

的基本概念

和整体结构 

 

引导教师理解

教学反思是由反思

内容、反思水平、

反思过程和反思倾

向共同构成的立体

模型。教师在反思

时，应该从整体的

逻辑结构出发，参

照反思内容的各个

方面、按照反思操

作流程、综合考量

反思水平，充分调

动反思意向来全面

开展教学反思。 

阶段三： 

加深理解

反思的重

要作用和

意义 

重点讲解：教学反思

在促进教学活动的优化、

实践性知识生成、教师专

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活动 6 问题讨论：教

师培训中“听的时候激动，

走的时候感动，回去以后

一动不动”的现象中缺失

的一环。 

活动 7案例研讨：青

年教师效仿全国著名教师

于永正，在习作教学中同

样给学生作文打出二百分

在 讨 论

和交流中进

一步感受反

思在教育教

学中的重要

作用 

 

加深反思对教

师教育教学和教师

专业重要性的认

识，教师在专业发

展中应该更为主

动，以探究者和研

究者的角色审视自

己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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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分、一千分的高分

，为何受到了质疑？ 

阶段四： 

推介反思

的策略和

方法 

 

重点讲解：教学反思

的理论基础 

：元认知理论、建构

主义理论 

活动 8 案例讨论：学

员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留下

深刻印象的反思经历。 

重点讲解教学反思的

策略：发现问题——归结

原因——解决方案——科

学依据——纳入实践——

优化调节 

重点讲解教学反思的

方法：课例研修、叙事研

究、行动研究 

根 据 学

员自己的体

验结果分享

成功经验，ᨀ

出困难，引发

交流。学习反

思的方法和

策略。 

ᨀ升教师对于

成功开展教学反思

的自我效能感，在

教学实践中灵活选

择和应用反思的策

略和方法。 

小结 梳理本模块重点内容  

再次强调教学

反思是ᨀ升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途

径。 

五、任课师资条件 

李玮，女，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研修员，中学一级教师，设计并讲授有

《基于儿童心理特点的影视教育》、《新教师入职期心理问题与对策》、《职业

认同与教师成长》等心理类、德育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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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展·创新·应用 

――“学习与思维”首期高研班工作总结报告 

北京教育学院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教育学院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首期高研班于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以传承、发展、创新和应用为研修思路，顺利完成了为期两年的理论学习、学

术研究与课程开发工作，现将研修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一、项目缘起 

（一）立足新时代，继承好传统，开启新征程 

传承温寒江先生一生躬耕教育的献身精神和立足中国大地潜心创立的中国特色

的学习学理论与实践体系是高研班研修的出发点。 

温寒江先生是用中国的话语讲中国教育故事的教育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温寒江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从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脑科学

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人的形象思维

为切入点，持续开展了学习与思维

理论在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实践中

应用的研究。他的研究融通中西，用

中国的学术话语讲中国的教育研

究，发表出版了 60多篇（部）理论

研究与教学实验的学术成果，构建

起了较为完整的学习学理论体系，其思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学生学习的

六大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思维的关系以及学生学习的规律与特点，对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及促进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

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 

温寒江先生是京郊大地孕育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他立足于北京教育学院服务基

础教育教师发展的明确定位，站在服务首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高度，积极倡导并

践行“向教师学习，总结教师经验”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术追求，努力运用学



 
 
 

习与思维研究成果在北京四十多所学校和千余名教师中开展了学科教学实验，积极

开拓教师教育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内容与新方法，不但为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发

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形成和创新精神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这是一笔宝贵的实践财富。 

温寒江先生是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可推崇的教育家。在学习学理论创新研究

的过程中，温寒江先生在问题意识、学习态度、创新品格、实验精神和服务意识方

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温寒江先生主张，教育从根本上讲，应该重在培养学生的学

习与思维能力。我们作为教师培训者，需要聚焦学习与思维理论研究创新与实践问

题解决这个核心主题，更需要传承温寒江先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的执着精神、扎

根实践攻艰克难的求实精神和甘为人梯举人过己的奉献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我们开启本期高研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建立机制，承载使命，走向未来 

温寒江先生丰富的“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作为服务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原创性

研究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二十世纪末，我国在推动素质教育的

重要历史节点期，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通读过温

寒江教授的著作《右脑开发》

并作了大量批注。2017年 6月

26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市

教育工委书记的王宁同志针对

“学习与思维”系列研究成果

做出重要批示：“温寒江同志

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基础理论研究，为构建和完善教育基础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

目前研究成果已全部出齐，应予以积极推广，并给予大力支持。”2017 年 7月，北

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同志参加了北京教育学院组织召开的“温寒江学习与思维课题

研究 25 年成果发布会暨学习学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并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

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更好地落实各级领导的指示和期望，为进一步推动学院的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使“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于 2019年 5月 18日成立了“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并启动了首期学习与思维高级研修班。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同志、时任北

京市教工委书记王宁同志、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郑登文同志、时任北京市教委副主任

李奕同志等领导参加了中心成立与高研班的启动仪式并讲话。他们希望学习与思维

教育研究中心成为引领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提出了北京教育学院以聚焦

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培养高端师资来助力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坚持“传承、发展、创新、应用”的理念，站在前人的肩

上，着眼于首都基础教育创新人才的成长，走进教师培训的现场，将努力走出一条

以学习与思维研究为专业追求的教育求索之路，成为服务于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教

育教学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 

二、研修过程 

（一）确立共同的发展愿景 

高研班确立了共同的研究愿景，那就是把脉时代、把脉改革、把脉前沿和把脉

需求，为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提供学得懂用得上的基础理论，提供符合规律可

操作的实践策略。把脉时代，就是高研班要在学习与思维的研究与实践中积极回应

重大的时代命题，强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使命和担当。把脉改革，就是要探索

如何运用学习与思维研究

的最新成果去诠释教育教

学改革中的重点与难点问

题，探索如何在有效回应这

些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发

展学习与思维的理论。把脉

前沿，就是如何更好地吸收

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

技术科学等领域的新思想、新成果，并将之转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把脉需

求，就是如何针对教育综合改革中的重要议题，如育人方式转变、中高考改革、新

课程改革等，积极研发有益于教师培训者开展“学习与思维”培训的学习指导工具，

研发中小学教师运用“学习与思维”成果培育学生学习能力的教学指导工具。高研

班在这样一种愿景之下，还积极回应学员各自的现实要求和个性化需求，促使全体



 
 
 

成员在原有基础上实现层次有差别、时间有先后的发展，并使其作为教师培训或教

育教学实践的“种子”教师，进而形成深化研究、促进转化与应用的发展共同体。 

（二）建立共赢的研修团队 

实现共同的愿景既需要依托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平台，更需要一支能志趣

相投、相互尊重、善于学习倾听、紧密协作和攻艰克难的研修队伍，同时还需要院

外高层次专家的指导。为此，高研班在学院相关领导、二级学院和相关区县和一线

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遴选了 30名政治素质强、组织能力强、执行能力强、研究能力

强和创新思维强的研究人员，主要包括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核心成员、各二级

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以及海淀区、西城区、朝阳区、房山区、顺义区等区级教师

培训机构骨干教师、“学习与思维”课题组实践基地骨干教师和校长。这 30 名成员

理论研究功底扎实，有凝聚力和学习力，也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大家既是学员，

又是教师；既是研究者，又是培训者。在两年的研修中，大家完全实现了自主学习、

自主研讨、自主管理，致力于以应用为导向的“学习与思维”理论创新和实践研究，

积极探索培训师新模式，开发了“学习与思维”教师培训系列课程，有效地增进了

研修的学术性和创新性。 

（三）设计洽切的课程结构 

本期高研班课程围

绕“学习与思维”课题研

究成果的研究与应用进

行设计实施。全部课程

主要以温寒江“学习与

思维”研究的基本观点

和原理为基础，同时吸

收最新脑科学、学习科

学、思维科学等领域的

研究成果设计研修课程，

主要由主题课程、基础

课程、自主学习、课题研

究和考察学习五个模块



 
 
 

组成。其中，主题课程是以“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核心内容为主的课程，包括主

题理论课程和主体实践课程；主题理论课程包括思维及其研究新进展、技能与知识

的学习过程、记忆及其研究新进展、思维与人的全面发展；主体实践课程包括实验

学校的经验分享与现场观摩。基础课程主要围绕脑科学及学习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设计课程，具体如包括学习科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脑科学与课堂教学、学习心理

与教学策略和学生差异与个性化教学。自主学习主要围绕“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

和脑科学、学习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读书自学和研讨交流。课题研究主要开展四个

方面的课题研究与成果研发，包括“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再梳理、“学习与思维”

基础理论、教学策略、实践案例，并将这些成果作为一线教师教学指导的参考。考

察交流包括高校或科研院所脑科学与学习研究机构考察学习、中小幼实验基地学校

考察与交流，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学习研讨。 

（四）选取适宜的学习方式 

高研班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学习方式，促进课程的有效学习。研修期间，

我们选择了与课程内容最适宜的学习方式，特别注重深度学习、拓展学习、自主学

习和融合学习，以此，不断强化全体成员持续学习和系统研究的能力，确保学习目

标的实现。 

第一，强化了关于学习学原

理的深度学习。学习与思维的深

化研究需要先掌握好学习学理

论体系的精髓，高研班依照“学

习—反思—理解”的路径，精准

学习了温寒江先生具有中国本

土特色和创新性的学习学理论

体系，为两年的研修活动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第二，强化了国家重大政策和学习科学前沿理论拓展学习。政策代表

国家意志和方针，前沿理论代表教育发展现状和方向。高研班以集中专家讲座、网

络在线学习、重点文献阅读、国家级重要立项课题参与等方式，深度聚焦和提高学

习与思维理论成果的把握。第三，强化了学习与思维研究领域重要文献的学习与综

述。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研究的方向和价值，高研班根据五项研究任



 
 
 

务，每位学员阅读了大量与各自研究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并以小组为单位，定期分

享文献研究心得，促进个体补短板和整体强素质的协同发展。第四，强化了理论联

系实际的融合与应用学习能力。理论联系实践，向教师学习，总结教师经验是温寒

江先生秉持的研究原则，高研班传承了这一原则，走进一线学校，深入教育教学实

践并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性，找寻问题并提高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 

（五）凝练宜用的学术成果 

高研班坚持研训一体，边学习边研究，以研究促学习，以学习深化研究，经过

两年的努力，形成了一线教师看得懂用得上的“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书。丛书

共包括《学习与思维：学习学原

理》《学习与思维：温寒江的探索》

《学习与思维：基础理论》《学习

与思维：教学策略》《学习与思维：

实践案例》五卷。全套丛书充分

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

要讲话精神，积极回应新时代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五育并举”、“三全育人”

等重大时代命题，充分吸收脑科

学、心理学、教育学、信息技术

科学、学习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新

思想和新成果，精选出中小学、

幼儿园教育教学所需要的学习与思维重要理论，从理论阐释到实践应用进行全面梳

理，探索呈现出了教师易于理解、便于运用的理论与策略。丛书研究成果的创新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结构创新。本套丛书共五卷，既自成体系，独立成书，

又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是一个整体。第二是内容创新。研究团队没有沿袭传统的

学科内容逻辑，而是点面结合，积极追求以面为逻辑线索，尽量简写；以点为写作

重点，既突出传承性，又突出前沿成果的吸收，更突出与中小学幼儿园实际的结合。 

第一卷是《学习与思维：学习学原理》，以温寒江先生的《学习学》为蓝本，重

在体现学生中心，重在揭示学生学习的规律与特点，以便为教师更好地研究学生、



 
 
 

把握学生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是温寒江先生学习与思维理论体系中学习原理部分

的集中呈现；第二卷为《学习与思维：温寒江的探索》，其意主要在教育家教育科研

精神的示范引领，希望能够为广大教师提供一个教育家实践研究的人生全景图，让

广大教师能深切感受到研究与实践是一生的追求，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幸

福的过程；第三卷为《学习与思维：基础理论》，希望给教师提供教育教学设计与实

施中可运用的思维及其相关理论，主要涉及学习与思维的脑机制、思维与创造性思

维、学习动机等核心问题及学习科学前沿等方面的内容，力争把有用的理论和原理

呈现给大家；第四卷为《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重在围绕教学设计与实施，为广

大教师提供课程开发及教学各环节的原理、工具与方法，以提高其教学的科学性与

高效性，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第五卷为《学习与思维：实践案例》，主要为广大教师

提供学习与思维研究中形成的典型案例，并做了必要的理论分析与点评指导，旨在

为广大教师开展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指导下的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

还完成了《学习学原理》英文翻译工作（正在出版中），期望这部用中国教育讲中国

故事的著作能够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进行交流。 

（六）研发系统的培训课程 

为基础教育教学实践服务，这是温寒江先生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始终不渝的追

求，也是高研班现在与未来发展要坚定追求的目标。在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书理

论创新成果的形成过程中，高研班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开发了面向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的《学习学原理》《学习与思维基础理论》《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学习与思维教

学案例》四门课程共 25个主题明确、内容连贯的课程模块。这四门培训课程 25个

模块，聚焦学习与思维理论研究创新与实践问题解决，旨在加强学习与思维研究成

果的实践应用，以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目标，助力基础教育实现高

质量发展，让研究成果真正落地于课堂，服务于每一位学生的学习。 

全部模块配套有学习讲义与学习课件资源，适宜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工作

者参考使用。其中，《学习学原理》（课程一）主要包括学习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历

程与意义和核心观点五个模块。课程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认知神经科学为依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揭示人的全

面发展与思维的关系及学生学习的规律与特点。《学习与思维基本理论》（课程二）

共分为科学用脑、思维为学生成长赋能、创造性思维、学习动机、深度学习、学习



 
 
 

科学前沿等六个模块，旨在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把握学习与思维的关键概念、基本

规律以及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课程三）主要包括 7 个关

键模块，主要基于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基础及学习科学的最新研

究成果，力求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既阐述相关基础理论，又提供详尽、可操

作的教学策略，为教师改进教学实践提供清晰明确兼具实用性的启示。《学习与思维

教学案例》（课程四）包括做真正的课堂教学领导、基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培养的

教学案例、基于技能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案例、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案例、促进高阶

思维发展的教学案例等五个模块，主要通过鲜活的案例和深度的分析，帮助教师以

实践为基础理解学习与思维主要理论的内涵及特征，明确相应的教学策略，提升教

师基于学习与思维理论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能力。 

（七）强化研修的多赢目标 

高研班经过两年的学习与研究，基本实现了三个“一”的原定成果设定目标。

首先形成了一支对“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培训和推广的骨干队伍。

30 名成员在具有持续凝聚力和协同力的学习与思维研究共同体中获得了比独立发

展更快、更好的专业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研修成员在凝练成果和课程开发中发展

的多样性和进步性，实现了协同性发展和整体发展。第二，形成了一系列理论研究

与课程开发建设成果。原设计成果目标中的骨干培训者学习指导手册和中小学教师

教学指导手册整合为“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从书和“学习与思维”课程体系，这

两类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成果尊重了学术规范，准确理解和把握已有研究成果并结

合每位成员自己的研究基础，充分吸收前沿研究成果，形成了符合教育规律和学术



 
 
 

规范的基础理论和有用的内容体系，给基础教育领域教师既呈现了易于理解的理论

与策略，也提供了便于运用的教育教学工具。研修理论成果现已辐射到实验校，将

对一线教师开发和应

用学生学习策略产生

积极的帮助。第三，高

研班的研修共同体围

绕“学习与思维”理论

与应用研究进行图书

资料和电子资源建

设，结合学院重大科

研课题“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学习现状与策略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学习资源，内容涉及“新时代中小学

教师学习现状”“特级教师学习叙事”“教师大阅读观”“教师混合式学习”等，这些

资源将为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建设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提供专业支持。 

三、基本经验 

首期学习与思维高研班不断改进研修模式，强调构建具有共同愿景的平台与场

域，保证班级成员在自我超越中取得显著的学习、研究与应用成效，两年的研修历

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助力成长是教师积极参与研修的原动力 

让每位参训者都得到成长是研修班开展研修的目标之一。为助力学员成长，研

修班在研修心理、研修内容、研修方式、研修师资和研修服务等方面，首先通过问

卷调研和深度访谈会诊分析了每位学员的专业特长、学习需求和研究兴趣；第二，

基于调研结果设定目标，以五个模块的课程开展和资源配备力促 30 位成员形成新

的学习体验。研修班将指导专家请进来，95岁高龄的温寒江先生亲自授课，同时邀

请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的专家学者来院讲学。

同时，研修班也走出去，参加了大城市教科院联盟全国二次学术年会暨脑科学与教

育国际论坛，并通过在线直播方式参加了第三届世界教育前沿论坛等学术论坛。30

位成员用开放的心态投身新的学习经历，吸取了国内外学习与思维研究的先进理念

与经验，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审视分析了学习与思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三，以学



 
 
 

习与思维教学指导工具与培训课程的设计开发，驱动参训者注意克服个人学科知识

结构的浅表性和割裂性，不断将个体成长与实践现实需求链接、越界和交融，在知

识反思和实践验证中形成专业成长的自主自觉。 

（二）强化研究是提升研修效能的核心方式 

如何面向广大教师培训者和中小幼教师开发能看得懂用得上的工具与策略是研

修班致力于解决的研修目标之二。工具与策略既要蕴含关于学习学的理论基础，又

要体现关于认知神经科学、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和学习科学等的前沿研究进展，更要

充分考虑广大教师培训者和中小幼教师在培训和基础教育课堂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

问题与难题，基于此，研修班注意考虑研修成果的服务对象需求，遵循并强化“目

标-获取-提炼-输出-聚合-拓展-辐射”的研究路径，以研究的意识、研究的视角和

研究的方法对研修成果反复设计、讨论、改进、修正和凝练，最终形成了教学指导

丛书和课程模块及其配套资源。从在学习体验中进行理论学习到在问题解决现场进

行学习成果发展、创新和应用，是一次完整的研究历程，这是对研修学员研究方法

和研究惯性的引领，不但在纵向上有助于个体研究能力的良性循环，而且在横向上

也提升了研修班的整体研修效能。 

（三）自主管理是有效研修的重要组织策略 

唯有扎根自律性和创造性的教师研修，才能引领学员在研修中不断自主学习、

自主研究和自主管理。在两年的研修中，研修班以自主管理为管理路径，主张自主

设计，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首先，研修班成立四个以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培训者、

区县教师培训者和一线校长和教师三个层面组成的学研合作小组，并从中选择思维

创新强和统筹能力强的学院专家、区县教研工作者和一线学校校长成立班委会；第

二，班委会集体确定关键研究任务，积极创设人人参与的团队理念和人人成长的发

展理念，保证学员以强劲的自主学习能力完成各项学习与研究任务，保证学员在自

主研究中不掉队；第三，教学指导丛书成书、课程讲义开发和课程集体试讲的研究

任务，密实了班级自主管理的网状结构。每位学员作为研修共同体结构网中的关键

结点，依赖群体中的情感和精神支持，关注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和文化建构，激发

了对研修目标的价值认同，带动了个人和班级的智慧经验不断实现系统化。 

（四）异质组班是形成有效研修共同体的良好方式 

研修班采取异质组班的形式，30位成员单位多元，角色多元，学科多元，年龄



 
 
 

多元，研究方向多元。在多元化理念下，具有不同领域学习经验、工作经验和理论

积淀的 30 名研修人员形成了研修共同体，大家围绕共同的研修任务从不同的视角

线上线下交流情感、相互启发、相互学习，持续开展经验分享、碰撞反思甚至是辩

论质询，这种分享、反思和切磋不但有利于学员克服个体的内在认知矛盾，以多元

交互的方式在同伴的观点与站位、分析问题的视角、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中获得了另

一种成长，也促使研修共同体在合作性对话和实践中实现了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异

质组班的多元特色，对学习与思维研究的多角度、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实践转化有

着个体和群体的积极意义。 

四、展望未来 

进入“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助力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培养，探索高水平现代教师教育特别是职后教师教育体系的建立，

是我们必须要承担好的时代责任。面对这样的时代使命，我们将继续深化学习与思

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积极助力首都基础

教育高水平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第一，深化研究推动。围绕学习与思

维问题的研究，优化队伍建设，进一步细

化研究问题，深化理论阐释。 

第二，深化实践转化。围绕学习与思

维教师培训课程，进一步优化课程转化路

径，强化教学实验（含实验基地建设）。 

第三，深化应用拓展。围绕学习与思

维实践拓展，进一步在干部教师培训领域

实现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 

学习与思维首期高研班，从传承温寒

江先生在一生躬耕教育所形成的具有中

国本土特色的学习学理论体系，到发展、创新和应用学习与思维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已经圆满实现了预期的研修目标。但学习与思维研究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仍将不懈

努力。 

  



 
 
 

 

  “学习与思维”首期高研班项目实施方案 

北京教育学院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一、研修背景 

北京教育学院温寒江教授立足于我院服务基础教育教师发展的明确定位，自

1992年起，从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当代脑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的形象思维为切入点，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原则，持续开展了脑科学在教育应用中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

与思维”理论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其撰写的《学习学》（上下卷）于 2019

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与思维”理论体系作为服务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得到了中

央和北京市委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李岚清同志通读过温寒江教授的著作《右脑开

发》并作了大量批注。2017 年 6 月 26 日，北京市委常委、市教育工委书记王宁同

志针对“学习与思维”系列研究成果作出重要批示：“温寒江同志长期从事教育教学

基础理论研究，为构建和完善教育基础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目前研究成果已全

部出齐，应予以积极推广，并给予大力支持。”2017 年 7 月，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

辉同志参加了北京教育学院组织召开的“温寒江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 25 年成果发

布会暨学习学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并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理论意义

和实践价值。 

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为更好地落实各级领导的指示和要求，为进一步推动学院的

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使“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学院在 2019年 5月 18日成立“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

并将举办相应的研究、培训和推广活动。本期研训班为北京教育学院首期“学习与

思维”高级研修班。 

二、研修时间与地点 

研修时间：2019 年 5月－2021年 5月 



 
 
 

研修地点：北京教育学院 

三、研修目标 

总目标：结合脑科学和思维研究最新成果，立足于中小幼教学效能的提升，深

入学习研究“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研发有益于教师培训者开展“学习与思维”

培训的学习指导工具，研发中小幼教师运用“学习与思维”成果培育学生学习能力

的教学指导工具，为“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在首都基础教育领域进一步落地和推

广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具体目标： 

� 学习目标。通过专家讲座、自主学习、课题研究等方式，系统“学习与思维”

系列研究成果和脑科学最新研究成果，达到对“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精髓深入理

解和应用的水平。 

� 研究目标。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针对“学习与思维”系列研究成果，研发有

助于教师培训者和中小幼教师开展教师培训和教师教学的学习指导工具。 

� 应用目标。培养对“学习与思维”的研究与应用有兴趣、有专长的培训者和骨

干教师，并使其作为“种子”教师，进一步深化研究，并在教学实践中转化、应用

和推广研究成果。 

四、研修课程 

本期研修班课程围绕“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成果的研究与应用进行设计实施。 

（一）课程设计的理论基础  

以温寒江“学习与思维”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原理为指导，系统设计研修课程。

一是其核心观点，即思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德、智、体、

美、劳）的重要基础；二是其六大基本原理，即思维的基本法则、学习的迁移原理、

学习的基本过程原理、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原理、能力发展的多层次原理和学习的主

体性原理。 

（二）课程设计 

研修课程由主题课程、基础课程、自主学习、课题研究和考察交流五个模块组

成。 

模块一：基础课程 

以“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核心内容为主的课程，包括主题理论课程和主体实



 
 
 

践课程。主要内容： 

主题理论课程： 

——思维及其研究新进展 

——技能与知识的学习过程 

——记忆及其研究新进展 

——人的全面发展与德育 

——学习的主体性 

主题实践课程：实验学校的经验分享与现场观摩 

模块二：主题课程 

主要围绕脑科学及学习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设计课程，具体如下：  

——“学习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脑科学与课堂教学 

——学习心理与教学策略 

——学生差异与个性化教学 

模块三：自主学习 

主要围绕“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和脑科学、学习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读书自

学和研讨交流。（学习书目见后） 

模块四：课题研究 

——主要开展三个方面的课题研究与成果研发： 

——“学习与思维”培训学习指导手册 

——“学习与思维”教师教学指导手册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学习状况与策略研究  

模块五：考察交流 

——高校或科研院所脑科学与学习研究机构考察学习 

——中小幼实验基地学校考察与交流 

五、研修形式 

本期研修班主要采用三种形式： 

专家面授讲座：专家面授的同时，强化学习者的自我反思与自主学习； 

交流研讨与专业阅读：集体研讨交流、小组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专题研究与专业写作：在专家指导下，对教育教学中的实践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写作。 

六、研修安排 

（一）研修阶段 

本期研修班为期两年（共 240学时），分三个阶段交叉组织实施。 

阶段 时间 课程模块 学时 主讲专家 

一 

2019年 5月

－ 

2021年 5月 

基础课程 48  
温寒江及相关专家，实践学校校

长教师 

二 主题课程 20  

北大，北师大，中科院心理所，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专

家 

三 
自主学习、课题研究与

考察交流 
172  研修班成员自主组织 

（二）课程计划 

课程模块 课程主要内容 学时 研修形式 负责人 

基础课程 
理论课程 28 专题讲座 温寒江 

实践课程 20 专题讲座 实验校 

 

主题课程 

学习科学研究：国内外研究现状 8 专题讲座 尚俊杰 

学生差异与个性化教学 4 专题讲座 尹弘飚 

学习心理与教学策略 4 专题讲座 刘儒德 

认知科学与课堂教学 4 专题讲座 沈彩霞 

 如何创新设计实战性培训课程  专题讲座 余新 

 如何理解高价思维  专题讲座 张娜 

 中小学教师对学习科学的认识现状  专题讲座 庞教瑾 

自主学习与 

课题研究 

读书与研讨 50 自学研讨 钟亚妮 

学习与教学指导手册阳编写 50 研究写作 李军等 

 教师学习课题研究 40 研究写作 汤丰林 

考察交流 

考察中小幼实验基地学校 

32 考察与交流 

白永潇 

张锋周 

杨建伟 

考察高校与科研院所脑科学与 

学习科学研究机构 



 
 
 

七、研修团队 

（一）专家团队 

本期研修班专家团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学习与思维”课题组理论研究核心

成员、“学习与思维”实践学校核心成员，以及脑科学研究、学习科学研究与学生学

习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专家团队如下：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在单位 

温寒江 教授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教育学院 

尹弘飚 教授 学习环境与课程教学 香港中文大学 

刘儒德 教授 学习策略与动机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杨志成 教授 教师教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余  新 教授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教育学院 

连瑞庆 教授 语文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杂志社 

陈立华 特级 数字化实验教学 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 

马芯兰 特级 马芯兰教学法 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 

于宪敏 特级 小学生作文起步教学法 北京市育才学校 

马成瑞 特级 立体几何起步教学法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吴文漪 特级 三元论音乐教学法 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小学 

高敬东 特级 平面几何图形教学法 北京东城区教研中心 

桑海燕 高级 语文教育与形象思维 北京小学广安门分校 

古燕琴 高级 语文教育与形象思维 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 

董素艳 研究员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教科院 

（二）研修成员 

本期研修班共计 30名成员。主要由五部分成员组成，包括：北京教育学院“学

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核心成员；北京教育学院二级学院骨干教师；海淀区、西

城区、朝阳区、房山区、顺义区等区级教师培训机构骨干教师；“学习与思维”课题

组实践基地骨干教师和校长。 

八、研修成果 

通过研修，形成三个“一”的成果： 



 
 
 

（一）一支队伍 

形成一支对“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培训和推广的骨干队伍。 

（二）一批成果 

通过学习研究，形成若干个人成果和三项集体成果： 

1.骨干培训者学习指导手册 

2.中小学教师教学指导手册 

3.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学习现状与策略研究报告 

（三）一系列资源 

围绕“学习与思维”理论与应用研究进行图书资料、电子资源和应用平台建设，

为培训和研究提供充分支持。 

九、研修资源 

本期研修班主要学习资源包括“学习与思维”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脑科学理

论研究著作，学习科学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研究资源。 

� “学习与思维”理论研究著作 

1. 温寒江主编，《学习学》（上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 

2. 温寒江主编，《用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 

� “学习与思维”应用研究著作 

3. 北京教育学院编，《求索：温寒江教育教育科研三十年》，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年. 

4. 温寒江主编，《脑科学••思维••教育》（中学卷、小学卷、幼教卷），北京：教育科

学出版社，2016 年. 

� 脑科学与学习科学研究代表著作及论文 

5. （美）大卫·苏泽等著，周加仙译，《心智、脑与教育：教育神经科学对课堂教

学的启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6. （美）大卫·苏泽等著，方彤等译，《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4年. 

7. （美）约翰·布兰思福特著，程可拉等译，《人是如何学习的（扩展版）》，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8. 刘儒德，《学习心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 （美）理查德·梅耶著，盛群力等译，《应用学习科学——心理学大师给教师的

建议》，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 年. 

10. （美）R.基思·索耶主编，徐晓东等译，《剑桥学习科学手册》，北京：教育科学

出版社：2010年. 

11. （丹麦）克努兹•伊列雷斯著，孙玫璐译，《我们如何学习:全视角学习理论》，北

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 （新西兰）约翰·哈蒂著，彭正梅等译，《可见的学习——对 800 多项关于学业

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 

13. （新西兰）约翰•哈蒂著, 金莺莲等译，《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地促进学习

（教师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年. 

14. （美）玛丽·凯·里琪著，《可见的学习与思维教学：让教学对学生可见，让学

习对教师可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 

15. 脑科学与学习科学研究代表论文（电子版）。 

� 相关研究资源 

根据学习进展适时提供 

 

 

  



 
 
 

“学习与思维”首期高研班学员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研究方向 所在单位 备注 

1 肖韵竹 女 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2 汤丰林 男 心理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3 滕利君 男 数学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4 王振先 男 英语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5 李 军 女 历史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班长 

6 沈彩霞 女 心理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学习委员 

7 钟亚妮 女 教师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科研委员 

8 白永潇 女 数学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学习委员 

9 张锋周 男 体育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组织委员 

10 杨建伟 女 教育技术 北京教育学院 组织委员 

11 张 敏 女 英语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宣传委员 

12 吕俐敏 女 语文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13 孙美红 女 学前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  

14 王延梅 女 中共党史 北京教育学院 班主任 

15 何  冲 男 教师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 副班长 

16 崔莹莹 女 教师教育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17 李  玮 女 教师教育 西城区教师研修学院  

18 杨  红 女 教师教育 顺义区教师研修中心  

19 白永然 女 教师教育 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20 谢海明 男 英语教育 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  



 
 
 

21 庞孝瑾 女 教师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  

22 徐  骏 男 教师教育 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 书记 

 

23 

 

郝玉伟 男 语文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

验学校 
 

24 李万峰 男 语文教育 
通州区次渠中学  

25 郑蔚青 女 物理教育 北京工业大学附中  

26 陈  崴 女 教师教育 北京小学红山分校  

27 倪  芳 女 数学教育 朝阳区实验小学  

28 王晓微 女 语文教育 北京小学广内分校  

29 孙  丽 女 语文教育 北京市育才学校小学部  

30 赵伯静 女 数学教育 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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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Å�ȉǿÅ0ÏºǅƆÚiňq�Ų�ÅƀÅ0wtƆ�ſł3Ǻ+ƩƷƆǚ

ǥ6è。êƁǆǷƆİÅ�

ȉǿņȣƈ6Å�@Ï°5ǅƕÅƆİÅ�ſȃǍ3ƩƷƆÅ06ȉǿÏÅƀº

ǅƆÚiňq�ǚƎǑ—1ęmćĆƺƆ¯c1ÅƀƆÅ0Dz1wňƆŲ�1ǫ±�

ƆƖŎǨǖƠrŦƕÅȃØ�Ɗ_ſǠƆÅ06²ȃ3ÏÅƀÅ0ǿƙƆǚǥ�ſǕ6

�Ž3ǆÜÏƕÅƆÅ0ĶŧÄªƆ97Ȓǩǚǥ6ŭlJEpÅ0ǅƕÅÏĪȮİÅ

įőƆȏǏċ-6èêƁ5İÅËǶ2�

šIÅ�ȍĪ83 �C?ǅƕÅ+ĠÐƆİÅǡǘèƂ"ÌȃǍ99ĠÐ2�Iƽ

ß�3ǐĬǫ6ưƱĒłÅ�ȃǍ3ªƮİÅǐĬƐǛ2=Å�Ī8ƆİÅǡǘ�İÅ

ǐĬƐǛƆĎįōƋ6Å�。¹Dċǥ«ȀƁǅƕÅ�wňŲ�Ɔ�ſȃǍİÅǡǘ�

İÅ�Ć6ĮȃǆǷƆİÅ2�

�

%4Å�ȉǿŔdǟì6ÒĒÅǻÑFȇƶÅŔa>İß�

šIÅ�ȍªŔdȃǍ39ŝİßǟì6Ī83ǟìƆõXǒȧ6ȁłƆÅ�W

3&ŝǟì6łƆÅ� <W3İßǟì6ȁW3Ìȓǟ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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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ȃǍ3ǫ±ǐÎǤAǎƆÅ0�Ɛq6Ī�3�ǤǫƆţæ�

šIÅ��ȫǫ±ǐÎǤAǎƐqȂ(żǉĭǋȦ*6Å0a>ÅŔƆƲȭ6è#

Ī�3ſǠȮë2�

�

 2 �	��

�4İÅêƁƆŘN�

�ņȣƈÅ�..º`9)ƆòRƽßĺǨĳİƐưȓ2%�%� ç � Ł % ĸ6ÞÁưƱȌ1ÞÁ

İ、ÚÁ1ÞİÁrùº`9)ȃǍǬƐ6òRƽß�39ǉ]îǫ2Ȃǉǫ�6òRƽßvkȀ

Ɓ3ņȣƈÅ0ƆǅƕÅƆ�ſ6�39ǉȠäƨ÷ƆǨĳǫ6ýp3İ、ÚÁs,BŊ¼ƆȮë

ǚ��ǳė2�

ȡÓòŷɊ�čŹĞ���4Ąƈ�Te!Ȑa
îďPȡĘfŗ÷Ɯò/�ɂĜ®�ÙȜ


ĩïǢàÌ/ǢũTŊǠeȅǢƺo5ȶǫ
ȅŷƱòŃ)ȰTŘƵàŷ�ǢũĚŗjĆǮȜǎƂ

łT�é/ǫŌƠǢĜ�ãčŹĞ²Ƞ4ĄƈTĪŚ÷ɊǮ�ǎƂłh
ŢòTYǮ�¨ÓŖƠǢ

Ĝ ǆÎªƂłh/àŷßȦeżȩÅ ǆÎª/ǱDɋƩ�þ
ĥ�üɍƪȌeȡ�¨Óƕ&}

ǘŐ/�÷©,nƠǢĜƯȡ�ƂłhŷȖĘɊTǥ/ƩŮĘǫƍ�eżǥ
ȃǮ�ƠǢàƈ/Ʊ

ȡ�eżƍ�Ʊ/Ɛęȃ�Ʊ¢¢/Ɛ(Š6¢¢/MŷƐ�ã�4Ąƈ�/ǿ�ȧTëƂ�ƱǓĆ

ǮåȺuT¤Ȉ/ŖƱÕťɃ�/ƫ÷JȘ�ƣ/ƐeƱTŊǳƕ&TȢ�
üɍȷŘàřƩȡ�

¨ÓƠǢĜī�őǔš&ŗ/ī�ȺueżŏS�9·/ȡŷǮȵĥȵÈíǖûT%ǂ/eƱĜȡ

�¨Ó�ȆĆ<qTó]
�

ÑɀàŷȓȘųT�:Nȴ/ƱĜ`ŷȂǢũ÷ȘųT/÷ƒƔȡąĵƮțTǸ�Ơ
¢ƦĆ

ȡ�ǎƂłȩ�/ƠǢĜTŊǠ��/ȡ�¨ÓǮƿɂàÚ÷ĆƱĜYǮɇƠǢȘųTŭ�/¢Ć

Ǯ�Ö�ƣ/àǿÖ�ƣTmŲ÷%ǂąĵƮțTǸƠ
ƱàưƐ/ĬȖĘ®ǇPǿȡǪTmŲ2

Ɛàƈ/ǹƩøūİƈ�/İƈĥ�ǿÖ�TmŲ÷¿^Ƹ/ÊāǮ�ĠǙà(ŚǲƧ
NŭƱƈ�

)ŷƱƈT/Ʊȣǔƭ
ŕ�üɍà�~ǘ/æSĸŭƱĜàȓÐǢũȡǑȃǐTǢƺmk
�

ȡ�mkľůƱàŷȡEĲǣNȴǢT
àŷŨ-ƾøūÌT/Jĩ(Š6¿ǴƽÓ/Jĩ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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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ǞǫĠǙ	Ö�
ƱĜȈƮTĠǙ(ǋûïĥĘ�Ê/ĥĘƱÊǷǢũĚǮĵƮț¢�Ö�1

Eƣ/ǢũàǿĆȡȵmk/Ǳ�ƐɃ»à®ƀû/ȡ�eȅǓɋƮǬŷ�ȃ�ȸT
üɍȷŘř

ƩȡǪT0Đ��/ƐɈ��ȆĆ�~TĹÃ
�

�JǘǮȴ� Ȝè��

�

%4Å�ƝǞ�

ņȣƈ_5ǅƕÅƆǫƙ)6óǬíƛǚƎƳŏƆȏǏć6łÅ�ªÅ0ƳŌ�Õ

ÏĒłÅ0ƆdÍƵq3Ćƺ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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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ÎƟJǢzƃȴǢqǏ� � ǟÔ��



 8 

344¯ǝĎőÈĎĊf�ŘNkŐ�

ǎ %�Å�¯ǝĎőƷǘǎ�G�%�B7YJRFW2T:5@�

é�� žƬ�Ɨ�
İÅǡǘ�

3ƥı4�

Ŕdǟì

ǒȧ�

3ƥı4�

¯ǝĈƳ�

3ƥı4�

�Ƭ?��

]îǫ�

3ŝı4�

�Ƭ?�

ǋ½ǣ1�

3(ı4�

ǁƗǊǗ�

ǁvļ��

3;ŝ4�

�� İÅȥÐ。

tĪ�ȮƬ

ƐTž�

�

	)� 	�� 	)� �� � �

%� � � � � � � �

�ǘ� � � � � � � �

�

�

3�4Å�Űċë!ĎȓŘNkŐ�

�21$&-'#"2�*��

ȣƈƳ%Ĺ6ȣƈưÏÅ�ȃǍ3ŰċëǬŒ6ǬŒƳő7ȣƈĲJŰċë ����6

¯ǝǫƙŰċë ����6Ï,ǟ�ĠÐİßţæƆŰċë ����6Ï¯ǝưƱÚiƆŰċ

ë ����6Ï¯ǝĭǋƆŰċë ����2�

�

 2���-'#"2�*��

ņȣƈƳ%Ɔ 	) IÅ�\Ȍ�u3İv´ȃǍƆŰċëǬŒ6ƳőÀ�7�

ǬŒȣ� Űċë�

3�ȠäŰċ0��Űċ04�

ĉÏ�!Šŝ¯ǝƆĈJŰċë� �����

ĉÏ¯ǝƈœŰǵĐƿñȥ(;ȞŤƙëƆǤAĺ� �����

ĉÏȣƈǮǯ;�ž,BîØȣƈƤſÚiĊfƆĈJǤ

A�

�����

ĉÏBǫİß�ËǶĠÐİß3ĐǫȨĠÐİß4ƆßþT

cƆĈJǤA�

�����

ĉÏBǫİß3ĐſǠÐß4Ɔ"%。t�İÅ。tƆĈJ

ǤA�

�����

ĉÏËǶĠÐİß3ĐƿǫȨĠÐİß4Ɔ"%。t�ĠÐ

。tƆĈJǤA�

�)�	��

ĉÏ¯ǝǫƙdÍ3ĐƿũwdÍ4!ĉËȘÚiǂƩƙë

ƆĈJǤ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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ĉÏ¯ǝdÍ�êƁ5(;ÚiËǶƆĈJǤA �����

ĉÏ¯ǝ)îØªƮİÅĊfƆĈJǤA �����

ĉÏ¯ǝǿƙ)Å�Å0�!ƙëƆĈJǤA �����

ĉÏ¯ǝ)ĪOƆÅ0ǲů(ĳź11Ʀ1ŘN1ǫNƠ)Ĉ
JǤA 

�����

ĉÏ(;Å0ĎőĐÅ0ĭǋƆĈJǤA �����

�

�2��3/ ��

ŘN7�

Ʊƕ&ƻ§ȶǕǱǢũTźÏ÷ìLÐǢ/ƏǱĚ¬øūĜŢò/Ʊ`®ĢĢ¿ƿ

Ɛ ƑǿĆŮĘ°_īƹǺǢũ�ƱĜɃ»�/ǿŮĘ�ƟmŲīŖJÁ�µ¸.ȇ/ȑ

ǿĆŮĘĩïǢȋûUU/ȒlƊɃ»TÐǢ
ȁľŷŨøūòŢT°_/!Ŝı4ŭ

T)7ºğĶ/ĚEǎ°_�T)Ɲƿ÷/ǇǮǇ)/ĚƙŢƦòɄÖǿT)Ƌm�

)/©ȃɇȪǎɇƔđŭĝŔTÐǢȭĉ��ŇT¤ȈUU/̀ �ƱĊƿĆŦñTǻǍ
�

 EĲǣ?ĆûđŢTǢƺ/øūĜ©ȿ�Ć<qTòƓůĀ�Ǣũ5Ā/Ʊ55

ȓƜòT�:ȴǇ�)Ʊ55ȓòŢȡǪɊTĖ2²Ƞ)øūáTȡ�ǢũĀɂ(à

ŷƱ�Ţĥ�ƆƆƆĕ2)ƱŷȡĘɊTĖ2ǐ��Ė2Ǟǫ{ÚTŷŮĘ2ȓƜ

òT�:ȴ(dÚǚlƊ/ȓò�#Ļ(¹LTȑǿůÆĿ÷
�

ȓÐǢŤ¾ŭ/Ʊ®îďPĩïǢȋû�ǢũǢƺ_´T¶j/!ŜȓƖÎTÐǢ

Ť¾ɋǭȴ/Ʊǿ«�įT�ŵɋƩȷǅǢƺÁƞ9ȌC¯/ȑǿĆf}�\_ȋû/

ÿǿƣĶKćǢũwƺȩŃǢ�TC/ȓǕC¯Ǣƺ�ȱɋÁļƣ/¹ŭwƺ/ŖŧÝ

Ȋ�ņȽ/'ȓɈ�TǓɋŘƵȴ/\_ɉȄĩǒƠ�ɋ/¶jǢũTĪŎĂ
�

ȓòƓÐǢ�ǢũTò�ÎČȴ/Ʊ®(dƖǛɃ»fǿ8�øūƏƖPT)fƈ

�)Ʉƈ/�ǢũǽȔǗŘ�ôùT}ſ
?ĆȈǧT%H/ƱǬǌ8øūǢƺ/ȑ

ǿryTƨ%ŊBZeǢũT�4
Ĉƥ/ȓũ°ȴ/µ¸ȈǧǢǬ�ĆƱ�JTŀų




 10 

Ý�Ƀ»µ¸TlƊȇ\ȧ/ƱȇÁŗ/ȁľŷȇ�ɂȩÅT�Ɵ��Ć
�

�ȗɃ��Jzȴ� Ǝ�ǁ� ĲǣɄÖ��

�

��%�� ����

394ȣƈ¦ȗiƁ�ģĊf�

Ȭâ¯ǝßªȣƈrŅȃǍ3vkƆǬƐ6ƨÿǡǘ¯ǝǫƙ2+3Sǣĥǫįő6

ĥǫr!ĥǫİßvkťȉÅ�ȞŤ2šŝǫȬâ¯ǝßȍŭë�!2�

ž,BÂÃƽßÚiǚƌǮǯ6ªîž�¯ǝǿƙ)W¿Å�Ɔw���ǫưƱÚ

i6ǫrgµ�ǫȞǏƁƆƅƭ1÷ƝƠİÅŋĴ6šŝǫȍǚƌưƱÅ�Ɔj{řŒ6

ưƱ¿Å�Ɓȩ6Sț3ȣƈƆȤnȃǍ2�

344žƬ�Å�ƤſĊf�

ȣƈĕǍ'ŗƆƾ{që6š»�����koȍǏȃǍƣp�ƣȅ2Å�j{Ź

fǇ¿2vk�ģÅ��!žƬƤſƆiƁ2îžƟ9»ġŶÅ�ƆÅƕȃǍ3kư6

kĎ �ư6šưǹŪVĸ6ƂưȓưƱÇħ6Ǯǯô»Ɔ,ğ1ĈƳ1ƻƥqi�Ńv

ƠÚi2šưȍưƱýȠä¿2�

�

	��#!&���

 ���#�"�!&�

ÏņȣƈƆŸǈ�ƲȭȃǍ3ĈƳ6�?ŚĞ+?�ių7�

�1 ?ǅƕÅƆŀĵĎő+ñȥ6ãxƽß@ĪȮİÅƆƕÅć�

ņȣƈ?ǅƕÅ+ñȥ6ÒǅƕÅƆƐƚĎő!İÅËǶƊƳ�6¨ƴǅ!ǚƎ1

ǅ!ĊƹØî6ãxİßſǕºǅƆÚiňq6=ſǕÅƀƆÅ0ǿƙj�ōĮȃİÅ2

İÅǿƙô)û¸ƽßċǥpǆÜZrÏ5Ũċ1Ǟ”Ɔ97°ņǚǥĺȒǩƆ2ȉǿ

ÏǅƕÅƆƩƷÅ06ĪȮ3İÅƆƕÅć�łįć2�

%1 ¯ǝǿƙņǷÕĺºǅ�¿Ɔ�

����ªǫƙƆưƱöð�6!ĥǫƽßȃǍvkťȉ6š(ǟìȍłJȭðƆũwǡǘ6

À7Jȭ1ǛǠ1ǆďūǦ1ǔǈĘű1ÓưBv1ŮčƠƠ6vkǬw3Å�Ɔ¸Č

Éĝ[2vkȀƁ3©öưƱ¢ƠİÅƢƄ6ǬwÅ�ƆÛ�ǅƆ��Úi2šŝǫ�

ǜÅ�Ĕ�k9ô»ƆÅ0ĭǋ6ȉǿȂŕƆ�Ĺ¶06QȃǞ”ƆSğ2şĺ¥+ª

ĥǫİßªǫ±�ȎƁ3¸ƔİÅƢƄ6û¸Å�。ûĂ«ÒȂ7ƢƄƉĨǾƘp¾@

Ɔ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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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Å�¤ÅŔWİßǟì6Ėº¯ǝƆǻÑȡ6�Ĺŭ}Å�ǆǷƆÅ0�

ņȣƈł9ȣi%ĺǏŤšIÅ�¤ǆÜƆÅŔW9ŝİßǟì6�ģİÅȥÐƆ

iƁ6ĖºǻÑȡ2Ȃ(ǿƙĺÅ�Ǹ}Ɔǿƙ6û¸Å�ǎƒǏWȂŕ9(ǟìƆĹ

U6�ŽÅ0ſǕýȁ ¹ŭ[6ĜÅ0ƆdÍ¿¿«¶039Ǽ6��23¿iņ1

ōǪ6ēgµj9(ǟìō2ÅŔƆƽß@��ȍǓýŸo¿6ÏİÅËǶûłãx2

łƆƽß ŞW39ŝǟì6 <W3İßǟìȁW3Ìȓǟì6ȍĭp3û¿Ɔ�ȫ2�


1 š&ŝǫW9ŝÅ0Ǹ}k96QȃÅ�ÏĒÅƆd}�êƁ�

š&ŝǫÇħ9ŝÅ�ƆÅ0Ǹ}k96ÝƲWjêƁÔǦƆÅ�k9>@ƆƲȭ6

。ûº«Ų�a>ƽß�ÔǦêƁ2=ƐǛƆĎį��ŅÅ�Ɔ�ĆĈƳ)ȍ�?Ƌj

ȂŕƆĶðǴp3û¿ƆQȃd}�êƁƆiƁ2�

�����

 ����

��1ƊǺdÍǀǖ6ǫĹȁĺł7 ¹�

ņȣƈǡǘ � ǫĹ6HƊ_ƆdÍȁĺŢǺƪŉƆ2ƊǺdÍǀǖ6ǫĹ�ȁĺ

Ļý ¹6û¸Å�ªÅ0ĈƳ)ȍĪpàńÅ0ƆĹȖ。eȓ976Ȃŕ。Ŭ}�ĭ

ýĿ¿2�

�

���#�"�
�G�EV�R6H-0-:D7IRF$� 

ņŝ¯ǝǏŤÅ�ÒĒÅƆſǠ�ěŇȀƁ5İÅȥÐ2ņžƆ9IÅ�..~:

ßǽ)ÅƆİÅ,BƏƫƽß6vk«ÒĒÅêƁpÅŔİÅȥÐƆĶĶȡȡ2�

 

ŘN7��

ǦǝYǮƙTê�ǯŲŢ/øūĝŔĆǢƺ9�ǫŌ/)ÐǢŤ¾	ÌɌźķ/Ĳ

ǣɄÖ
=ű}æǤĂşJ/KȃV@ǖû
ƱĜǰÝƺ�ȅ.Â�ȵ)ƜƜÌɌ/

Ɋ[h"¿ŉƌTĲǣĆ
Mŷ/NɃ»ǮEEɅÛò:/Nò:ǮƙƙɅÚǖý/

+ȣȨû×Ć)ǢǱȯǿTǳǵ
ǂȓ/ƱËò:ƏǢȑǿȅäƘTÐȉÐǢ�ɋÚ

ǚǮ�qǉ
�

�Ǯ�ĽȴqƷ®/$9·qƷƩȻƗÌ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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ĽȴîŻ9·qƷ®ŷÐǢ*ěȶ[�ɋ
Øȸƅã/ȥdÐȇǢTůÀǐ�1â

ÍưƗ/ÚǚÒcǜ�ɋ{Ú
ȡŷ9·qƷ®TȶǫǷƗ
Ɵ�ȡ�ǊĤTǢƺ/Ʊ

àǇPȡETĽȴ9·qƷ®ðǱËƺ�T9·qƷTƊĎȼ$ƩÐǢĲǣTƊĎ/Ă

ŌǇȇøūǮĿƒƔ(ƠÒcÐȉÐǢTȃǐ0Đ
�

=ǮĭºĲǣȷƗ]Ʃ)Ž=ǖ/ǿǖ/ǃ4ǖ/ȷǫƊǇŷµ¸ȈǧȓÐȉ

ÐǢ�ɋȴTȑǿ/ǼǿĆ8�ÌTµ¸ȈǧTûĮ�mk
ȓ®ŃeǢũÚǚĆ\Ǧ/

jǂ=ǮǢũeȅÐūȈǧ¹Ȉǧ��TŊ}ŷȃ�~ǫŌT
ȓĲǣȴ/ƱǱɃťů

ĀǌøūĜ3ĝƳȵ1EȈǧK÷T(ƠÐȉǐ�/ŖøūŦŇƘ®
�

 

 

=iĭºĲǣȷƗƱ]ƩĆƩ) _òƓ/ůǂ~ǐǢƺ
Ŕ]ȷƗȋǹŷȓ\

ǦǢũT�:ȴ/Ǣũe _òƓ<ėĽL/gøūœǿɃ»ƺ�TmŲÚǚžò
Ŝ

�øūɅ(>ÌòmŲTƁŸōà(īǺćǢũůǂ~ǐòƓ
Ĳǣȴ/ƱȑǿĆċś

RøūĲǣTǆ�ĪŚ/ǺOøūőjǂǢũTǢƺs�/û×ǢũT�Ƙ2Ǹ� _

òƓ��Tȣůǳ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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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ą�ȷƗĲǣĂŌǺćøūfǮǑÐȉÐǢƊî/ȓäƘ�ɋȴī�Ŧŝ ȳ/Ȟ

P�ŁŇT0Đ
�

�i�ȟêĽȴÁ6®/$Á6ǫŌƩÁ6ȭO�

e9·TƲŢǅȾŌŖÁ6ǄŝPŦŦÍďȴ
�fÁ6Ƣ�9·ȮìP9·/Ȟ

(P9·ȅ�ɂT96ǳǵ
9·ǞŌȇǞŌS(PėɆK÷TɈJǾǈàŷňɂ�Ƽ

Tĺ¦
�ɂ96ȴÉÉ}ſ(P4ȇ�ƃ
ȡ�ǞŌTŒŬ96�ɂ96TɈJȝ3


ȓqƷ®Ţ/ƱǼǿȡEĲǣȴǢƺTĔƉēT)Ǟǫ1Eûđ/ǌÁ6×aĆ�ɂ

��1ETǞǫ/ǺOÁ6FJAɀǩ1ƱȑǿĆĒÔƉŗ ȴT)ƲƛÇµ¸�ȹ/

ŖƐĜǳŰPxģȣȨTȫȕàŷȏĦȇĳ�
Á6ĜTlõo5�
�

�Ş��tǢũȞPưƗ×ç0Đ�

ȑǿ EĲǣǢPTbĽÍ[×ç¼Ƅ/Ʃ=ŞǢũŢĆǮÓîŃǖûvOò
Ȥ

e=ŞǢũȓ�îÒc>ǂTĴɏ	ÍďTǂǍ/ƱȑǿbĽÍ[×ç¼Ƅ/�ȸ=Ş

ǢũFǎT{$ɀż/ìȴǎ{$TÃȬ/ÚgGÚǎ{$T;ǡ/úµ9J{$
Ŗ

ǢũĜÄ]ǗĮ�ưƗT×çȩQȓɃ»/ƱĜǫĆ×ɃťȀŶ/ȞPɃ»TȨǌɁȍ
�

ȓůÆǼǿT�:ȴ/ƱŦŇƘ®PȓǢǱȯǿ/)ȓǿȴ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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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ऩ᯿ᨮጱරङᦒ�᪠ڊӨݍ

 ӿ 
�۹Ղරᙙᴺ රङᦒلېਰ ۹̔Ղ #""#!"�

൹ ᥝ�රङᦒಥԧ$ᤑ᧞%ጱձۓ ಥ̔ԧ ?bරᙙಭفፓຽጱਫሿ ಥ̔ԧउԠරᙙ࣐
ᤍݎጱܹ๕!ᶎᬯӞᐿᵙզಥጱᨮរ ර̔ङᦒଫᧆ᯿ෛݍਧٌ֖໐ஞፓຽ ᬯ̔ฎ
ᄶݎරᛔԆԟጱۖێᤈۖ!ࣁᬯӻፓຽԏӥ ර̔ङᦒଫᧆᬰӞྍቘႴ᪠ ᶮ࠺ਠک̔؉
੶ᦡᦇ"ୌᒈଉாᖌ!

�Ძىරङᦒ�໐ஞፓຽ�ᶮ੶ᦡᦇ
Ӿړࢶᔄݩ� >=!" ሠຽᦩᎱ� A ᒍᖫݩ� #$=? @ !"B=� !"#$� "# @ ""=B @ "$

තᑤ෭๗� !"#C @ "& @ #C

֢ᘏᓌՕ�ӿ ካ̔ ኚ̔ᘾ࿆ԔՈ ۹̔ՂරᙙᴺරङᦒلېਰԆձ ර̔ദ!
֢ԅӞӻරङᦒૡ֢ᘏ ᅱᅱጱරࣁ̔

ङᦒӾᩳᬦग़ଙ ୮̔౯ᶉӥஞᦊ፥ݍጱ҅ײ

ᑱᆐํԧӞᐿӧऩ᯿ᨮጱዜనఽܩ ԭ̔ฎ੪Ծኞԧ
మႮفᘍᬯղեᛔ૩፳ᭁ݈ᶿఽᭁᝯጱԪӱ ̔
๕ᚆड़ԅᖀᖅۘێᏟਧෛጱොݻ!
Ӟ"රङᦒಥԧՋԍ
ԅՋԍտํӧऩ᯿ᨮԏఽޫ" ٌਫ՚ᕡᘍ҅

౯ᥧᬯӻӧऩ᯿ᨮ ӧ̔ฎ౯ᛔ૩ጱӻՈఽᥧ Ԟ̔
ӧฎӻङᦒᘏጱӻՈఽᥧ ᘒ̔ฎङᦒጱᨮរ
ᬦ᯿ಅԾኞጱӞᐿࢯह!ᬯᐿࢯहԾኞጱܻࢩ ই̔
ຎᥝቘࣈړຉ ౯̔ᦊԅԆᥝ֛ሿࣁইӥӣӻ
ොᶎ�

#9ङᦒಥԧරරᙙරӫӱ$ᤑ᧞%ጱ
ձۓ

ᬪଙ҅ɛ ፳զෛ᧞ᑕԅԆጱරᙙරදᶐ
ጱ᭑ྍႮ۸ զ̔݊ࢵقفṛશ๗ጱک Ӿ̔ੜ
රහᰁᨶᰁጱᥝ᩼᩼ṛ!֕۹Ղ"
ӤၹᒵӞԶᕪၧ"රᙙݎᬡጱय़उ૱ӞԶරᙙय़
ጱఘ٭፡ ̔ᩒጱᤑ꧌ڊሿԧ෭ፅӸ᯿ጱᳯ
᷌!೭۹Ղᦖ҅ྯ ଙ݅܄ݱ૱قᭅջ"ၞ ۖ݊ෛ
ी֖᭜౮ጱරᗌݗय़ᕅԅ C """ Ոૢݦ ̔ݱ
፡٭ଙᘷෛձරጱఘྯ݅܄ ᶋ̔ᔄර

ԧय़ྲֺܛ ᔋ̔ኼᦇ ᬯ̔ӻྲֺଫᧆࣁ =" @

B"bզӤ҅ํ Զ݅܄ᚆᘷکጱᔄኞኜᛗӧ
᪃ #"b!

රᴚշਂࣁጱᬯᐿᗌ० ᑪٌܻ̔҅ࢩ

ᒟᘏᦊԅଫᧆฎරᘳڹරᙙӧ᪃ಅᛘ!ᬯᐿӧ
᪃ᤒሿࣁӷӻොᶎ�Ӟฎᔄᴺ໊ࣳಅ᭜౮ጱ
ङِӧ᪃ ᬪ̔ଙ ౯̔ࢵᔄᴺ໊ᬰᤈԧय़ᥢཛྷ
ጱݳଚ"܋ᕆֵࣳ҅ ܻኧӾ"ӫ"य़
ᕟ౮ጱਠ॓ጱරᙙᕮ֛ᔮݎኞԧݒ Ԓپ̔
ᑀ܋᮱قጱࢵق Ӭ̔᮷ݻࣁᖓݳᴺ໊ࣳ҅

ᬯᐿᇫֵ٭රጱङِڊሿԧӸ᯿ӧ᪃�ԫฎ
ᔄᴺ໊ࣁරᙙර᧞ᑕᦡᗝොᶎጱᗌ०ಅ᭜౮
ጱරᙙӧ᪃ ኧ̔ԭᔄᴺ໊ጱय़ᥢཛྷࣳ ᦜ̔ग़
ᴺ໊ ኜ̔ᛗӞԶ้ᕪࣁ౯ࢵරරᙙӾഀݎᬦ᯿ᥝ
ጱᶾଃ֢ۖአጱᴺ໊᮷य़ଏଶܴᖽᔄӫӱ
ᔄ᧞ᑕֵ҅ ᔄᴺ໊ಅङِጱᩒ ෫̔
ᦞහᰁᬮฎᨶᰁ ᮷̔ӧᚆஉঅࣈჿ᪃රᙙݎጱ
ᵱ!ᬯᐿᇫ٭ ౯̔ࢵݷරᙙਹᶶกᬱضኞԞ้
ᤒᬡᬦกᏟጱற ՜̔ࣁḒ᮷य़Ԉېጱ$Ⴎ
۸Ḓ᮷चᏐරᙙරරᙙᖓݳදᶐṛ੶ᦞࣚ%Ӥ
ڊ�#౯ժጱරᙙදᶐᩳԧ୦᪠!ྲই᧔ԅ
ԧṛܲ ੪̔ݐၾӾᒵ໊ ᘒ̔ӬෆӻӾ
ݐၾԧ$!##&&& ଙত ౯̔ࢵڊӧط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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զङِරٌ҅ݢ ՜य़Ԟݢզङِර ර̔ර
ᙙኧᳮࣳᩳݻනࣳ!ᦜग़ᴺ໊ݒ౮ԧᖓ
य़ݳ ᘒ̔உग़ᖓݳय़ଚဌํᦡᗝӫӱ!ࢩ
ྌරᙙᩒრݍᘒၞ०ԧ$!ᰒᬯᐿሿᇫ՜୩
ᅱݯ�#౯ᥧᥝ᯿ୌරᙙ֛ᔮ!౯ժጱࢵ
ఘӧᚆ᪙ᗦࢵ"ࢵፘྲ ਹय़ࢵԅ౯ժࢩ̔ ౯̔ժํ
# !"" ӡݷӾੜර ই̔ຎဌํӫᳪङِරጱ
໊ӧᤈ ᬮ̔ฎᥝᴺ໊ېঅ$!Ҵ#Ҷ

රᘳڹරᙙጱᬯᐿӧ᪃ ፗ̔ളᛘԧӞय़ಢ
රࣁරᙙරӫӱӤጱ$ضॠӧ᪃!$୮ᆐ ᬯ̔
ᐿӧ᪃ᤒᶎӤ፡҅֒ Ԓݢզ᭗ᬦӸ໒ጱරᩒ
໒ᦊਧکᤑؑ҅֕ ຉӞӥරᩒ໒ᦊړᥝᦊ፥ݝ
ਧጱᬦᑕᥝ ౯̔ժ੪ݢզ፡ک ᬯ̔Ӟᐿන
ୗጱ"ݗقஆय़ኞݢ࣐රጱཛྷୗ ଚ̔ӧᚆ໑
ӤୠᤑᶋᔄኞරᙙරᎣᦩದᚆጱᗌ०!
౯ࢵզஃጱරᩒ໒ᦊਧԆᥝ۱ೡӣӻሾᜓ ᒫ̔Ӟ
ӻሾᜓฎᩒ໒ਭ໐� ᒫԫӻሾᜓฎᩒ໒ਭ໐ݳ໒
ݸ ኩ̔᧗ᘏ݇ےරᙙ"රᙙஞቘ � ᓌᑍ$ӷ
!�ᘍᦶ�ᒫӣӻሾᜓฎ$ӷ%ᘍᦶ᭗ᬦ݇҅ݸ ے
ᚆێၥᦶ!ᬯӣӻሾᜓ᮷᭗ᬦ឴҅ݸ රᩒ໒ᦤ
ԡ!ᬪଙ ර̔ᙙ᮱දᶐරᩒ໒ᦊਧၥᦶૡ֢҅
ܻጱӣӻሾᜓӧݒ ฎਖ਼$ӷ%ᘍᦶදᶐԅݝ̔
රᙙᎣᦩӨᚆێ"۸ᔰِᑀᎣᦩӣᳪ᧞ᑕ҅
ଚവᤈԧ$ࢵຽᘍ%ጱᒽኼ!֛ᦖ ଫ̔ᧆ᧔
රᩒ໒ᦊᦤૡ֢᩼᩼ᥢ҅឴ රᩒ໒ᦤԡ
ጱᳪདԞ᩼᩼ํಅṛ!֕ਖ਼රӨದᚆૡ
ᐿݶᒵ፡இ ੜጱᳪ᧞ᑕጱᘍᦶپฎ᭗ᬦݝ̔
ᦶᦖ੪ݢզ឴ݳ໒රጱᩒᨶ ด̔ᆐӧᒧݳර
ᬯӞᶱṛฬ్ૡ֢ጱᥝ Ԟ̔ᵙզํපכᵑර
ᴚշጱෆ֛ᔰᨶଘ!

ኧԭරᘳڹङِጱӧ᪃ ̔ᛘԧᩒᴚշࣁ
፳ྲӸ᯿ጱӫӱଘ૧ࣁᳪ੪ਂف ᬯ̔
੪ֵරጱᘳݸङᦒࣁӞਧԎӤଃํᤑ᧞
ᨶ ᘒ̔ᬯӞᐿ$ᤑ᧞%݈ տࢩԅර݇ےङᦒ
ጱૡ ̔ᛘፘ୮᮱ړරዜԭଫ՞ ኜ̔ᛗտ
ᛘ᮱ړරᛔӫӱݎӤጱ௶ሾ!

!9ङᦒಥԧ$?b%රᙙಭفፓຽጱਫሿ
فਹරङᦒᕪᩇጱय़ଏଶಭࢵ ੪̔ᒟᘏጱ

֛տ ଫ̔ᧆฎզ !"#" ଙጱ$ࢵङᦇښ%ԅຽபጱ!
ᬯӞଙত ङ%ɵࢵ$ࣁਹ̔ࢵ ፓӤጱᕪᩇಭف
चฎզᘉጱොୗ᭑ଙीے ᬯ̔ࣁஉय़ᑕଶӤᄶ
ၚԧࢵقරරᙙጱᩒრֵ҅ ݱᕆݱᔄԪර
රᙙํபԭරරᙙጱᴺ໊"݇Өکԧර
ङᦒԏӾ य़̔य़വۖԧරङᦒԪӱጱள᭛ݎ!

ๅԅ᯿ᥝጱฎ ํفਹ੶ᶎӤጱරङᦒᕪᩇಭ̔ࢵ
පവۖԧࣈොጱᨰಭف Ӟ̔Զ૱ኜᛗࣁᎨ
๗ٖ੪ᬦ݄ଙಭ܈پفӡزጱරङᦒᕪᩇሕ
ीྯکଙහ܉ӡز!

ഝ !"#% ଙ # ์ ? ෭(!# Ӯᕉᕪၧಸ᭲#ݎᤒ
ጱ᷌ԅ(රᙙᕪᩇᏝຽḒེਫሿܛ >YR?b ፓ
ຽ#ಸ᭲�౯ࢵࣁ #&&% ଙݎጱ(Ӿࢵරᙙද
ᶐݎᕐᥝ#Ḓེڊ ਹᨰරᙙᕪᩇጱ̔ࢵ
ඪࣁڊ !" Ӯᕉ๛ܛ >YRጱྲֺଫᧆᬡک ?bጱፓ
ຽ!ᬯӻፓຽᕪᬦᬪ !" ଙጱۘێ ک̔ !"#" ଙ Ԟ̔
੪ฎෛӮᕉᒫӞӻ܈ଙᕮԏᴬ ਹᨰරᙙ̔ࢵ
ᕪᩇඪٖࢵܛڊኞԾ꧊ጱྲ᯿ᬡکԧ %9 $$b!
ک !"#! ଙ ̔ಎԧग़ଙጱ$?b%ᕣԭᬡຽ!ᬯ
Ӟӻᳵᬰଶ ౯̔ժݢզ፡ک ?̔bፓຽጱ๋ᕣਫ
ሿ Ԓฎ$ԁᳪӞ֒فय़ङᦒᕪᩇಭےጱࢵق̔
ᚕ!$ྭ

ଽᗝወ ර̔ङᦒᕪᩇጱय़ଏଶṛ ᕳ̔ᬯ
ᶱւय़ጱԪӱଃԧள᭛ݎጱชॠ ሿԧᔺᜰڊ̔
֒Ფ"ᅱᅱጱੴᶎ ԅ̔ࢵقᬪ # %"" ӡරጱ
ӫӱݎഀݎԧ᯿ᥝጱവ֢ۖአ!֕ᬯᐿ$᭛౮%
ୗጱᕪᩇಭف$ᬩۖୗ%ጱङᦒവۖ Ԟ̔ଃԧ
ᦜग़եՈறᡤጱᳯٍ᷌҅ ֛ᤒሿԅ�

ӞฎӞԶࣈොኧԭဌํ؉অय़ᥢཛྷङᦒ
ጱӫӱᩒᓕቘᥢጱ॓ٵ ԭ̔ฎ੪ڊሿԧय़ᥢ
ཛྷᎨ๗ᵞӾୗጱ$ࣈ%ಓङᦒ ۹̔Ղ"Ӥၹᒵර
ᙙݎᬡ܄ࣈጱᴺ໊"ङᦒํԭಥङ
ᦒጱᖓݳᴺ໊ইᵨݸชᒜᛱԾኞጱᐒտङᦒ
 Ӟ̔ᳵᅝಋݢᅾ"#Ӟᐥ%ᴝ  ᎖Ӥӥࢵق̔
ᳵᭋ̔#ӧ૧%౮ԧङᦒጱෛଉா!

ԫฎय़ᥢཛྷ"ާق"ᬩۖୗጱᵞӾङᦒ ᬰ̔Ӟ
ԧ݇ᦒරጱૡֵ҅ۂےྍ ङᦒࣁஉग़
໊᭑Ⴙᬦ݄ጱ$ᐰڥ%ᢴݒ౮ԧᥴ٬ٞާጱᜉ
ො ԭ̔ฎࣁஉग़ࣈො੪ଫᬩᘒኞԧ$ङᦒӫӱಁ!$
ᮎԶරଘӧ᪃"݈ Ӟဌํગ֖ਞᗝጱර҅
੪౮ԧӫᘳ݇ےङᦒጱ$ᴚާ!̔ํدߺङᦒձۓ
੪ၝஃدߺ ӞਧԎӤԞԅ໊ྋଉጱරᙙරࣁ̔
ૡ֢؉ڊԧଫํጱᨯሠ!

ӣฎݱࢵقᔄṛ໊ङᦒ٠ᑱֵ᩸҅ ڊ
ᒋԩ࣋૱ᐿᥴහ݇Өङᦒݱ ᮷̔๕ᬯӻय़ᢓᔤ
ӾړڔӞղ!ԭฎ ᦜ̔ग़ᴺ໊ԅԧࣁᄶᅱጱ
ᒋຽӾᙯڊ ӧ̔ఠդհ ጱຽԡێ᭜ํᒋԩګ̔ ᇙ̔ڦ
ᒋຽᥝӤ҅θࣁ ํ$ӧொ౯؉ӧک ੪̔ொ֦మӧ
ӞԶຽԡӾࣁ!ጱຝ۠%ک ౯̔ժኜᛗտ፡ک ᒋ̔ຽ
ොᥝํӫӱٖጱӫਹᶾᤊ؉$Ḓଅ!̔ԭฎຽ

&=



ԡ੪տٟӤӫӱጱܗᴺॊ ኜ̔ᛗӞӻӧᤈ҅
౯ݢզٟپӻ� ໊ဌํ �զٟक़໊ݢ̔ ࣈဌํ҅
ᶱፓکᥝᚆ೭ݝ!ࣈզٟक़ݢ ᛗ̔ԭฎވᚆ᧗کᮎ
ӻ$Ḓଅ%੪ӧ᯿ᥝԧ ߥԅᶱፓਫෞᬦᑕӾࢩ̔
ᔰॡग़ԧࢩ ಥ̔ېտํ꧌ړጱቘኧ࣋ࢺ
!ದ॒ቘڊ؉

%9ङᦒಥԧරᙙ࣐ᤍݎጱܹ๕
ᒽ҅֕ࢵฎ౯ժጱचݎᤍ࣐ᬰउԠරᙙ

ਫሿරᙙ࣐ᤍڞձ᯿ᘒ᭲ᬱ!ᘏഘݙᦾᦖ ර̔ᙙ
ᤍጱਫሿ࣐ Ꮭ̔կ࣐ᤍஉฃ ֖҅کفᥝᕪᩇಭݝ̔
ᥝဌํय़ጱᨸᚣᳯ᷌ݝ ୌ̔ᦡӞಅ፥ਫා"ᦡᦇ
ᇿᇙ"ෞૡᔜᕡጱṛຽٵ໊ᶋଉᓌܔ!ፓڹق
፡٭૱໊ୌᦡጱఘړय़᮱ࢵ Ꮭ̔կच᮷૪
ਠ֖کق ᦜ̔ग़١໊ጱୌᦡຽٵᬱࣁउ܄໊
ԏӤ ኜ̔ᛗԞӧԓᕪᩇಭفӤՊԊᛗپӻՊጱ᩻ṛ
ຽٵ໊!֕ᩒఘ٭፡ उ̔Ԡරӫӱଘ
૧ጱᖽᎨ ᬮ̔ᵱᥝӞӻᶋଉᄓᳩጱᬦᑕ ԅ١ࢩ̔
රᴚշਂࣁ፳ӷӻᑱڊጱᳯ᷌ Ӟ̔ฎᶋᔄ
රྲֺஉṛ ԫ̔ฎսᐹර"ʒ ٠Ո॰ᗌ!ᬯ
ᐿᇫࣁ٭෫୵Ӿֵ݈ङᦒಥԧᬰරᙙ࣐ᤍ
ਫٌ!ێጱဃ᯿ܴݎ ਫ̔Ԫฎࣈᦖ ङ̔ᦒฎಥ
ӧԧইྌռ๕ԏ$᯿%ጱٌ҅ݑ �ฎࢩܻ

� #�١රङᦒ᯿ᅩᥴ٬ጱӧฎරጱර
ᙙӫӱचᏐ ᘒ̔ฎᥝᥴ٬රරᙙරਫ᪢Ӿጱࢯ
జӨᳯٌ᷌҅ ᯿ஞࣁਫ᪢"ࣁᳯ᷌"ࣁᤈۖ!ᬯ੪ฎ
᧔ ङِ̔ङᦒጱᒈ᪃ᅩӧݶ ᘏฎଫᆐරᙙڹ̔ ࣁ̔
ԭරᙙරᎣᦩጱᔮᕹ֢ԅරጱӫӱचᏐ
ጱୌᒈ�ᘒݸᘏڞฎਫᆐරᙙ ԭරරᙙරࣁ̔
ਫ᪢Ӿጱᴿ֎"ࣁԭᒼወᥴజ"ࣁԭۗێ౮ᳩ!ྋ
ྌࢩ ර̔ইຎဌํࣁङِӾॽਧԪරᙙරૡ
֢ጱӫӱचᏐ ՜̔ᥝ᭗ᬦᘳݸङᦒ$ᤑ᧞!̔ᮎԍ
ᛗࣁፘ୮ᳩጱᳵٖտতᕣ॒ԭ$४ኞᷳ%ጱᇫ
ா!ࣁᬯӻԎӤᦖ ౯̔ժᵱᥝ؉ጱ෬ӧฎᨱ
ङᦒ Ԟ̔ӧฎᨱङِ ᘒ̔ฎᥝੱளୌᒈᒧݳ౯ࢵ
ఘጱරङِङᦒӞ֛۸֛ᔮࢵ զ̔Ꮯ١כ໊
ᩒ᩸ྍ੪ฎݳ໒ጱ զ̔ع౯ժጱ١රᙙፗള
ᬌࣁරጱ᩸᪒ᕚӤ!

� !�١රጱङᦒᶎԁ፳ᦜग़ᵙ᷌!Ḓ҅ض
ङᦒጱଶᦖ ١̔රच᮷ฎ॒ࣈ᪗ᐶउ
܄ࣈጱڥ᭸ᬱ"Ի᭗ଚӧྲ܄ ෫̔ᦞฎර݇
ङᦒङᦒᘏᭆරӤᳪ᮷ӧஉොے ฎ۹ܨ̔
Ղ"Ӥၹᬯጱݎᬡउ૱ԞฎӞ!ᬯࣁӞਧԎ
Ӥᕳ١රጱङᦒଃԧࢯᵙ ङᦒጱපሲࣁ̔
පፅӤ᮷տӞਧጱರಕ!ٌེ Ԫරङࢵق̔

ᦒૡ֢ጱᴚշԆᥝ۱ೡӣᔄ Ӟ̔ᔄฎݱᕆරᎸާ҅
Ӟᔄฎङᦒጱරݚ ᬮ̔ํӞᔄฎṛ໊"Ꮈᑪ
ጱӫਹ!ᬯӣᔄङᦒᘏቘᦞӨਫ᪢ᕮݳጱ
ଶ զ̔݊١රᙙරԧᥴᆧఀጱଶ
፡ ᡱ̔ํݱಅᳩ҅֕ Ԟ᮷ํกดጱཹᗌ!රᎸާᳩ
ԭਫ᪢ ̔Ӟᕚරᙙරጱఘྲ٭ᆧఀ҅֕ ቘᦞ
੶ེӤํཹᗌ�ṛ໊Ꮈᑪӫਹํஉṛጱቘ
ᦞଘ֕҅ێߥ Ӟᕚ໊රጱఘ٭
ԧᥴӧड़� ङᦒරᕪᬦᬯԍग़ଙጱङᦒᐃ
ᅫ Ӥํঅጱറᔱ҅֕ݳቘᦞӨਫ᪢ጱᕮࣁ̔ ቘࣁ
ᦞጱႮଶӨਫ᪢ጱଠଶӤ݈᮷ํӧ᪃ Ӭ̔ᬯඪᴚշ
ጱහᰁԞํړ܈ᴴ!ᬯᐿᇫ֒٭ԒݚӞӻ׆ᶎ
ḵᦤԧᬯӞݙᦾ� #ቘᦞӾ ቘ̔ᦞਫ᪢ฎፘݶ
ጱ҅֕ ਫ᪢Ӿࣁ ӷ̔ᘏଚӧݶ$!Ҵ!Ҷ$!ࢩྌ රङࣁ̔
ᦒӾᥝቘᦞӨਫ᪢ᔲੂᕮ᩸ݳ ᬮ̔ᵱᥝ՞ڊๅ
ग़ጱۘێ!

� %�١රࣁᑞਧࣙ೮ොᶎਂࣁጱ
ᳯ᷌ฎङᦒ෫ဩᥴ٬ጱ ᐿԎӤࣁ̔ ս̔ᨶጱङ
ᦒኜᛗۂےԧ١սᐹරጱӧᑞਧ!ࢵقय़᮱
ᳯ᷌তᕣฎ҅وጱࣁጱӾੜරਂ܄ࣈ١ړ
ԠරӞ෮౮ᳩ᩸ ੪̔Ӟஞݻஃ݄Ԡ꧒� Ԡ꧒
රӞ෮౮ᳩ᩸܄ࣈ ੪̔Ӟஞݻஃ݄ࣈ�܄� ݅�
රӞ෮౮ᳩ᩸݅�܄�ࣈ ੪̔Ӟஞݻஃउ
Ӿஞउ܄!ԏ Ո̔Ոݻஃկๅս᩼ጱउ܄
໊ ኜ̔ᛗࢵਹ᭗ᬦӧෙṛ١රஇ᭬ጱොୗ҅
Ԟ෫ဩᴥᬯᐿ۠!ԭฎ ሿጱᕮੴতᕣฎ١ڊ̔
໊ኸӧ֘սᐹර ١̔රᴚշጱෆ֛ଘ
ᬱ෫ဩӨउ܄ፘྲ!ᕮຎउԠරᙙጱ࣐ᤍࣁӞ
ਧᑕଶӤ ӧ̔ฎࣁᖽੜ ᘒ̔ฎےࣁय़!
ԫ"රङᦒጱ໐ஞፓຽฎՋԍ
໐ஞፓຽฎᏟਧङᦒݱᶱૡ֢ጱӞӻᦊᦩ

ଶ ഘ̔ԏ ੪̔ฎ፡ङᦒጱᥤ ฎ̔ႮفᎸᑪᘍ
රङᦒጱفڔᅩݎڊᅩ!֕໐ஞፓຽᕷᶋᕣ
ຄፓຽ ౯̔զԅङᦒጱᕣຄፓຽଫᧆฎই֜ᬰ
ኞጱ౮ᳩݎ ᘒ̔໐ஞፓຽڞฎݻङᦒᛔጱፓ
ຽ$#ࢵङᦇښ%ڊԧӞӻ$܈ԫਁ%ጱොᰒ ᐏᶾ"χ$ܨ̔ Ӿᭆᅢ"ᬰදᶐ!� රᙙ᮱ර
� !"#"� ? ԭਫෞ$Ӿੜරىරᙙ᮱"ᨰ᮱҅ݩ
ࢵਹᕆङᦒᦇښ%ጱ᭗Ꭳ� ෫ወ ᬯ̔ฎᬯᶱࢵਹ
ૡᑕጱ໐ஞፓຽ Ԟ̔ฎٌचݎڊᅩ!֕රጱ
෭ଉङᦒᘒ ໐̔ஞፓຽڞଫᧆฎӧݶጱ!

ᳩ๗զ ፳$ङᦒ%Ө$Ꮈࣁङᦒኴতᕣਂࣁ̔
ጱ༷ஷᦞԩ!ᒟᘏզԅ%ץ ᬯ̔ጱᦎᦞᶋ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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Ԏ ጱ༷ஷܔጱӧฎӞӻᓌތᵌݸԅᬯԶᦎᦞᙧࢩ̔
ᬙຉ ᘒ̔ฎ֢ԅङᦒᘏ ౯̔ժଫᧆ೮Ջԍጱङᦒ
ᥡጱᳯ᷌!ᓌԏ̔ #ङᦒ%ᤒᬡጱฎරӾஞጱ
ङᦒᥡ ᘒ̔$Ꮈࣁڞ%ץവۖ፳ާӾஞጱङᦒᥡ!

ާӾஞݎڊ ౯̔ժտݎሿ ᥴ̔٬ਫᴬᳯ᷌"
ᒵᒵݎᬰํපර"ᶾӫӱ ᬯ̔ӞԶࣁ౯
ժጱङᦒӾଉଉၿ݊ጱፓຽٌ҅ ਫ᮷ӧฎٌ໐ஞፓ
ຽ!ग़ଙ ౯̔ժࣁරᙙරӾতᕣࣁ$ദՈ
զṺ ӧ̔ইദՈզႻ%ጱᥡஷ!Ոժᦊԅᬯدጱ$Ⴛ%੪ฎොဩ!ٌਫ ౯̔ᥧইຎරङᦒጱ
ଶ፡ ᬯ̔ӻ$Ⴛ%ӧଫᧆฎᓌܔጱොဩ ᘒ̔ଫᧆ
ฎරԟጱۖێӨᛔԆԟ!ഘݙᦾᦖ ଫ̔ᧆฎ
රᥝํᛔԆԟጱۖێᤈۖ!ᘒᬯฎ౯զ
ԅጱරङᦒጱ໐ஞፓຽ!

֕ฎইຎ౯ժᄶݎරᛔԆԟጱۖێӨ
ᤈ֢ۖԅङᦒጱ໐ஞፓຽ ᮎ̔ԍ౯ժጱङᦒᘏᘒ
݈҅ ڊԧӞӻෛጱ ౯ժጱङᦒᥡᶳܨ̔
ᥝࣁާӾஞጱचᏐӤ ̔$ङᦒ!#ර!#ദ%ᬯ
ጱොୗݒԅ$ۗ!̔౯ժጱᜋԞ੪ፘଫࣈᶳ
ᥝ$ङᦒᘏ%ݒԅ$ۗ ᘏ!$ইຎአᗦࢵݷ
රᙙஞቘਹॿᝁਫ਼ጱᥡᅩᴏ᯽ ౯̔ժଫᧆ؉
ጱฎӞӻරᕣԟ᭲᪠Ӥጱ$ᚕಋຝ!$౯ժ
ጱ$ਂ ާጱᵱᥝᘒਧ!౯ժጱࢩሿ%ฎڊ$%ࣁ
֢አฎᅩᆮާᛔԆԟጱᅾఘ ଚ̔ࣁާԟ౮
ᳩጱ᭲᪠Ӥᭇ׀Ӟӻᥝጱӫӱඪᅩ!

ٌਫ ᬯ̔ӞᐿᦊᦩࣁኴԞํፘଫጱᎸᑪ
ඪඅ!ᗦࢵݷᘏ૬ڥظ � 49 [9 V/.O;+0҅
ײᎸᑪय़ኞԟጱࣁ�"#"! ̔ڊԧ$ኞಭ
�!ف S*65+)* 4)L/L+,+)* Ԟᦲٖ̔ࢵ $֢ኞفܫ!�
ጱ༷ஷ!՜ᦊԅ ̔ኞಭفޱ፳$ಭفጱኞஉ
Ԓ՜ժಅࣁ ՜̔ժమᥝԟ!�#୮ኞಭفጱ
ײ ՜̔ժ᩻᩼๗๕҅ྲ ᥝጱ؉ๅঅ!� #ಭفጱ
ኞۘێቘᥴ՜ժಅکጱᎣᦩ!� #ಭفጱኞ
ຉ"ᳯ᷌ᥴ٬ጱړ௳מଚᚆड़ֵአইۓձے݇
ṛᴤᘍದᚆ!$ࣁᬯӻԎӤ ૬̔ڥظᦊԅ̔ #
ኞಭفฎۖԆۖԟݶوጱԾᇔ!᧔ਙฎԾ
ᇔᘒᶋӷᘏፘے ฎ̔ࢩԅձӞزᔰጱᗌ०᮷ਖ਼ᛘ
ኞಭفጱ०ᨳ!ਙӧฎኧܔӞࢩᔰ౮ ᘒ̔ฎ
ፅԭۖԆۖԟጱፘ֢አ$!ٌ ਫय़ኞই
ྌ ර̔ԞӞ!՜ժጱ౮ᳩ٬ݐԭٌٍํႮଶ$ಭف%ᇫாጱᛔԆԟ!Ҵ!ҶC

ԭङᦒᘏጱᜋى ᗦ̔ݚࢵӞ֖ᘏԐᘍ
ේच� W9 D9 G;(5O(IJO7 Ꮈᑪ౮Ոԟᳯࣁ�=""̔!
᷌ጱሠӾڊ�#౯ժᥝమ౮ࣈۑරᙙಅํ౮ଙ

Ո**౯ժӧᥝᦶ *݄ᦏ՜ժ؉(̔ᘒฎ*Ө՜ժ
$!౮Ոරᙙᘏଫᧆ؉Ӟۖࣁٌٖڊզ̔)֢ݳ
ӻᄶۜࣳරٌ҅ ๋ํපጱරොဩฎਖ਼$ӫᳩ"ᑏ
ఘ"ᄶఘ"Ⴔศ۸وễ%ᥤԅದૣᣟفරԏ
Ӿֵ҅ ර౮ԅ$Ӟᳪਫ᪢ᜏ!$Ҵ%Ҷ

໑ഝզӤړຉ ౯̔ժํ꧌ړጱቘኧරङᦒ
ጱ໐ஞፓຽᏟਧԅᄶݎරᛔԆԟጱۖێӨᤈ
ۖ!ᬯ ই̔ຎङᦒጱଶ ౯̔ժ੪ᵱᥝႮفᎸ
ᑪර֢ԅ౮ՈጱԟᇙᅩӨᥢ ଚ̔ࣁङᦒӾ҅
ٖکොဩጱᦡᦇ ᮷̔ᥝׁഝ౮ՈԟጱᇙᅩӨ
ᥢ!

ԭ౮ՈԟጱᇙᅩӨᥢى Ἀ̔ਫ਼ظঢ)᧚ਫ਼
ේጱ౮Ոරᙙ� /)5./L(L0� ቘᦞڊԧ౮Ոԟ
ᘏጱԲӻचᦡ�Ӟฎ౮Ոํᇿᒈጱᛔ౯༷ஷଚ
ᚆᛔ૩ጱԟ�ԫฎ՜ժ؟᠏Ӟᑌᔴԧ
உग़ኞၚᕪḵ ᬯ̔Զᕪḵԟᘏ᧔ฎஉӿጱ
ᩒრ�ӣฎ՜ժጱԟᵱӨ۸ݒ፳ጱᐒտᜋᔲ
ੂፘى�ฎ՜ժզᳯ᷌ԅӾஞᬰᤈԟࢥ ଚ̔Ӭ
�᪁يଫአጱᎣᦩఽܨզᒈݢԲฎ՜ժጱԟۖ
ๅԆᥝࣈฎᛔٖ᮱ᘒӧฎक़᮱!Ҵ?ҶړຉፘىᎸ
ᑪ ᒟ̔ᘏ้ਖ਼රԟጱᇙᅩ༷ೡԅᇿᒈ"ᕪḵ
"ሿਫ"ݍ!

ᇿᒈޱ፳౮ᆧӨᛔԆ!౮ᆧᤒกරਠ
ᬰᤈࣈᛔ૩ጱᐒտᨱձఽᘒᑌຄԆۖࢩզݢق
ԟ!ᛔԆڞᤒกරݢզԆഴګᛔ૩ጱԟ
ᤈԅ ᚆ̔ड़꧌֛ړሿٌԟጱᚆۖ!රԟᇿ
ᒈጱᬯԶᤒሿޱ፳ ර̔ጱԟๅग़ࣁٌٖݑ
ۖጱḝۖ!ྋইۖጱᛔ౯٬ਧቘᦞಅᐏጱ
ᮎٖ҅ �ᵱࣁጱṛᶳჿ᪃ӣӻٖۖࣁ Ӟ
ฎᛔလ �؉ᛔ౯٬ਧ؉Ջԍ݊ெԍܨ̔ԫฎᚆێ ܨ̔
�Ჷᅫഩഴሾहጱದᚆݎ ӣฎىᘶ ᭗ᬦᐒܨ̔
տى ᔮ Ө ՜ Ո ᕮ ፑ � Y+27 i W0/)҅ #&BC҅
!""!�$Ҵ!Ҷ&ٌӾ ᛔ̔လ֛ሿԧᛔԆጱᇙ ᘒ̔ᚆێ
Өىᘶڞฎ౮ᆧጱᤒሿ!

ᕪḵᤒกԧරԟӨฦ᭗ኞԟ๋य़
ጱڦ܄ රํ፳ӿጱᕪḵٌ҅ܨ̔ ԟࣁஉय़ᑕ
ଶӤଃํفضԅԆጱᇙ!֕ᬯᐿ$فضԅԆ%
රጱԟᘒฎӞ$ڻڒ!̔෬ݢզᬰٌ
ԟ Ԟ̔տᴥᏥٌԟ!ྋইପ� T(;K !̔""=� ಅ
᧔ጱᮎ�ӥ٭ᦜग़ఘࣁ# ܻ̔ํᕪḵӾԾኞෛᥡ
ஷտํӞԶᵑᏥ ᮎ̔ฎࢩԅෛ෯ᥡஷጱ٫ᑱಅ
ᛘ!ইຎරᙙᬦᑕতԭԟᘏܻํጱᥡஷ
ቘᦞ ଚ̔Ӭ݄༄ၥᬯԶᥡஷቘᦞ ᆐֵ̔ݸෛጱ
ๅᔜᏟጱᥡஷӨӻՈጱܻํᥡஷᔮᕹፘᕮݳ ̔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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ጱᬦᑕਖ਼տԪۑ$!ҴCҶ
ሿਫӨරጱරᙙරૡ֢ᔲੂፘى!ᗦ

ታጱᎸᑪᦊԅᘏᕅᘆේ᭗ࢵ ౮̔Ոಅጱ
ٖय़᮱ړฎਫአጱ"ದᚆݻጱ ᘒ̔ӧฎ
ጱ!Ҵ?Ҷ= @ BරԞӞ ՜̔ժളݑङᦒ Ԇ̔ᥝฎԅ
ԧๅঅࣈઆᤈරᘳᨱ ౮̔ԅӞӻٍํᜉঅᙯձێ
᩼ܓᙯձێጱර!ࢩྌ ර̔ԟጱሿਫᇙ
 ᥝ̔රङᦒጱٖๅग़ࣈӨ໊රᙙරਫ
᪢ᔲੂᕮݳ ԅ̔රጱԟᎸᑪ׀ๅग़Өٌሿਫ
ፘىጱఘह֛ḵໜֺړຉ ᭗̔ᬦֵٌԾኞఘहጱ
ᦊݶ"ఘఽጱوễᦊᎣጱ٫ᑱ ᘒ̔ԾኞႮଶጱ
ԟ!

!ሿԧරᛔԆԟጱᇙ֛ࣈړๅ꧌ݍ
ਙ෬֛ሿԧරԟӾزᦊᎣಅഀݎጱᛔ౯ፊഴ
֢አ Ԟ֛̔ሿԧරࣁԟᬦᑕӾ ̔ᳯ᷌ಅᬰᤈ
ጱႮଶᘍӨറ!ᬯӻᇙݶ౯ժጱङᦒ
ڊԧӧݶԭฦ᭗ኞጱරᥝ!ਙᥝ౯ժ
ङᦒӾᥝๅग़ጱᎸᦎԻၞࣁ ᬰ̔ᤈๅग़ӻ۸
ጱߎᧃ ଚ̔꧌ړᬩአग़۸"Ⴐݳୗጱොဩԅ
රጱԟ׀ඪ೮!
ӣ"රङᦒই֜ᩳࢯڊह
౯ժړຉԧරङᦒಅಥጱᨮរ҅ਂ ጱᳯࣁ

᷌ Ԟ̔ݍԧङᦒጱ໐ஞፓຽ!ᮎԍᰒᬯԶᳯ᷌
ෛጱፓຽ ౯̔ժଫᧆই֜ᩳࢯڊहޫ"

ᒟᘏ้ᕪڊᬦӞӻ$य़ङᦒᥡ%ጱమဩ ᦊ̔
ԅ$य़ङᦒᥡ%ฎզ$ᎸᦒӞ֛%ԅचᏐ զ̔ङᦒᘏ
ԅկݒᤩङᦒᘏጱᜋ ਖ਼̔ङᦒၚۖ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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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之一，在国家和地方的共同推动下，近

年来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

十分显著的成效。但在新的教育改革和新

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形势下，教师培训

无疑也需要发生深层的变革。本文拟从教

师观、学习观、培训观三个方面的分析入

手，就这场新的变革做一些讨论。

一、关于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新

认识

教师培训最受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如何

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个问题政府在关

注，学界在关注，参训教师也很关注。早

在 1999 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规定》就明确指出：“中小学继续

教育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按需施

训、学用结合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注

重质量和实效。”2011年《教育部关于大

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进一

步强调：“根据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针

对不同类别、层次、岗位教师的需求，以

问题为中心，案例为载体，科学设计培训

汤丰林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

教师培训变革：
方向、目标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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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丰富和优化培训内容，不断提高教

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实，不仅

如此，几乎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省市出台的

与教师培训相关的所有文件中，都会提及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足见其受关

注程度和受重视程度。

学术界与培训实践领域有关教师培

训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研究、探索更是热

点话题，我在“中国知网”以“教师培

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关键字段进行

全文搜索，涉及的文章数就达 119491篇。

这些文章从需求分析、课程设计、模式

选择、过程管理等各个方面对如何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了探索，其中

既有理论研究、理性思考，也有实践经

验的总结提炼。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政府如此

重视，研究者和实践者如此用心探索，但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却依然是一个难解

的结呢？我在长期培训实践中，常常会听

到参训者这样的说法：“某老师课讲得特

别好，对我们非常有用。”“本次培训收获

很大，我们学到了许多方法，回去就可以

在教学中运用。”应该说，参训教师能有

这样的评价，表明这样的培训一定是具有

较好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培训。于是，我们

的培训者也就循着这样的路径，努力设计

对教师“有用”的培训。

但久而久之，我却突然萌生了隐约的

忧虑，难道“有用”就一定是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的培训吗？我觉得我们的培训好像

在不经意间陷入了功利主义的误区。而背

后隐藏的则是将教师视之为“匠人”的教

师观。

因此，我认为，真正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的培训，不仅要将教师视为具有工

匠精神的“匠人”，更应该将教师视为具

有较高道德品质和专业素养的高智慧人

才。教师培训项目的设计要始终围绕其

专业情怀、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既要

有一招一式的技能与方法，更要立足于

全面素养的提升，使之向着“四有新教

师”和“四个引路人”的目标成长。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讨论针对性与实效

性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实用主义的标准

来评价，应该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

结合的标准去衡量。套用一下那个大家

都熟悉的隐喻，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

要有一缸水，那么培训则应该是一条河，

随时给那只缸提供取之不尽的活水。也

正因此，我们衡量培训不仅要考虑其针

对性和实效性，更要考虑其长效性。

二、如何破解教师参训的动力问题

教师参训动力在实践场和学术界都

非常重视，有研究者将教师培训实践中表

现出的动力不足问题做了概括，认为主要

表现为：培训态度不够认真、培训认识不

够到位、培训浮躁心理比较明显、职业倦

怠现象比较突出。同时从教师培训政策改

进与重构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教师参训动力

的政策建议。从政策层面寻求解决教师参

训的动力问题同样也是国家政策关注的焦

点，2013 年《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学教

提升中国特色教师教育的品质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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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训模式改革 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建立教师自主

选学机制和培训学分认证制度，激发教师

参训的动力。无疑，这从政策保障的角度

对教师参训动力问题做了制度设计。我认

为，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却只是

教师参训动力的外部促进因素。因为“我

们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不能强迫马喝

水”。我们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可以促

使教师积极参加培训，但培训中是否真的

发生了学习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

我们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应该不是简单的参

训动力，而是教师持续学习的动力。换言

之，教师培训的重点应该不在培训本身，

而在于教师的学习，在于如何激发教师自

主学习的动力与行动。培训的目的是为了

不培训，如果我们的培训让教师们一生都

离不开培训，那么这样的培训就一定是失

败的培训。因此，培训类似于教师学习的

“脚手架”，其目的是促进教师走上一条自

觉、自愿学习的道路，并产生持续的学习

动力。

学术界对教师学习动力问题有许多研

究。有研究者提出教师学习动力是指促进

教师为促进学生和自身发展而不断进行学

习的能量，包括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认

知的力量和非认知的力量。同时提出了由

潜在力、激发力、维持力、反馈力构成的

教师学习动力系统结构。还有研究者研究

了教师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问题，得出这

样的结论：“自主学习是强调主动、独立

和负责的学习 , 与被动学习相对，它的显

著特征之一就是内部学习动机。通过调查

研究了解到，大多教师都有自主学习的动

机 , 将学习作为内在需要和追求，认可要

不断地进行学习提升自我，但仍然以完成

学校或上级单位规定学习任务为主，没

有形成自主学习的常态。” 这些研究表明，

教师的学习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但真正

激励教师自主学习的动力，则需要调动其

内部动机。其实，这样的内在动力就是促

使那匹马自愿饮水的动力，那就是自身的

需要。这个具有持续推动力的需要，对

人而言，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

要，就教师来说，则是教师努力追求以实

现教育理想和自我价值的需要。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的培训既要解决教师的学习兴

趣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必须要解决教师的

教育情怀与理想问题，要促进教师发自内

心地爱上学生、爱上教育，使其将教育与

人生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具备理想主义加

浪漫主义的教育情怀。而具备了这样的前

提，教师学习的动力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三、如何推进培训的供给侧改革

当我们把教师放在教育家的高度去认

识，并以此为目标设计培训的时候，我们

的培训将指向教师的基本素养，指向激发

教师自主学习的动力与行动。这就需要各

级培训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提供更加丰富

的选择，让教师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

自主选择相应的资源和培训。我认为，推

进教师培训的供给侧改革需要处理好这样

三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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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府指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目

前我们的教师培训总体是强政府、弱市场

的状况，具体而言，就是各项培训主要

由政府总体设计与推动，并实施指令性培

训，而各级培训机构总体在政府的号令之

下开展培训工作，一般的形式通常都是或

由政府直接委托，或由政府通过招标委

托，任何培训机构离开政府的任务下达，

基本都无法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之下，

本人认为，我们的培训亟需推行“去行政

化”或“弱行政化”策略，政府只出台指

导性计划或规划，确定培训经费总体预

算，具体实施则由市场来决定。各类培训

机构应该共同努力，按学术规范和教育规

律，优化并合理配置资源，通过市场机制

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为教师的培训或

学习提供丰富的产品，给教师更大的培训

自主权和选择权。

二是政策引导和学校主责的关系。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中小学校在教师

培训方面的主体责任，明确校长作为教

师培训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换言之，政

府要通过政策建立施训、评价、学分认

定等的机制和标准，充分发挥政策的引

领作用，做到从国家到地方都能够在政

策规范内组织实施有序、有效的培训，

保障每个教师参训的权利；学校和校长

的责任则在于全面设计本校教师队伍的

发展规划，让每一位教师都能有充分的

时间和机会、并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

参加相应的培训，开展持续性的学习与

研究，做到不让一个教师掉队。

三是资源支持与个人自主的关系。参

与培训的各类机构与教师本人之间要建立

良性的供需关系。培训机构的职责在于不

断提高培训者的素养与水平，开发满足教

师自主选学的丰富多彩的课程与资源，搭

建线上线下的专业支持平台。教师参训取

消行政指令，各级组织都要还参训主导权

给教师个人，让教师按照学分要求自主选

择参训的方式、时间和内容；探索将教师

自主学习与培训相结合的途径，对学习能

力较强并能自觉坚持学习的教师，不强求

参加培训，可以按照学习、研究的成果和

教育教学创新的成果核定继续教育学分；

根据教师学习培训的实际情况，打破大一

统的学时和期限要求，尝试打破五年一周

期的参训要求或建立参训学时控制区间，

试行继续教育学分积分制，并将阶段性评

价和学分积分相结合对教师评优、晋升做

出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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ݒ" ฎਫᨶവᬰङᦒጱ׀ᕳ׆ᕮදᶐጱىᲫ!

ԫฎݐӨᛣጱىᔮ! ᬯӻᳯ᷌ጱႮ੶ฎ෬ᥝ॒ቘ
অङِӨङᦒጱىᔮ" ݈ᥝ॒ቘঅचᏐӨݎጱىᔮ!
౯ࢵሿํጱරᴚշᕮஉ॔" ٌӾ෬ํฎވളݑ
ᬦරᙙጱڦ܄ " ݈ํय़ᰁ ’රᶋಅ( ጱఘ٭"
ٚํ੪ฎරᬮ᮷॒ࣁӧݶጱݎᴤྦྷ" Ԟ᮷ਖ਼տᕪ
ܲӧݶጱݎᴤྦྷ! "ྌࢩ ङᦒᘒ" ٌᵙଶᶋଉ
य़" ᘒଫᬯᐿᵙଶ॔ጱ໐ஞ" ฎᥝ॒ቘঅڞ
Ջԍฎङᦒଫᧆ؉Ԟᶳᥝ؉ጱ" Ջԍฎङᦒӧᧆ؉
ጱ" ᓌԏ" ੪ฎ )ݐ’ Ө ’ᛣ( ጱݳቘᘍᰁӨ៧ਫ!
ᬯӻԎӤᦖ" Ḓض" ङᦒӧᚆݐդङِ" ݄؉य़
ᰁङِӧ᪃ጱᤑ᧞ૡ֢! *ฎ٭ԅሿਫఘࢩ ᰒᶋ
ᔄᩒ" ౯ժጱङᦒ؉ԧय़ᰁᔮᕹጱරᙙ᧞ᑕ’ᤑ᧞( ૡ֢$ ᰒ ’රᶋಅ( ᔄᩒ" ౯ժጱङᦒ
݈؉ԧय़ᰁᔮᕹጱᑀᎣᦩ ’ᤑ᧞( ૡ֢! ᘒਫᴬӤ"
౯ࢵሿํጱරङᦒଚӧٍ॓ಥරङِጱ

ᩒᴚշկᯈ॓! ٌེ" ङᦒᬮᵱᥝ؉ๅےᔜٵጱ
#ગړ #੶ړ "ᔄᦡᦇړ զჿ᪃ӧݎݶଘරጱ
ӫӱ܋ᵱ!

ӣฎᬪӨᬱጱىᔮ! ੪ฎ᧔" ᥝ॒ቘঅර୮ڹ
!ᔮᳯ᷌ىጱݎజӨ๚ࢯ ᒟᘏᦊԅ" ङᦒ᯿ࣁᥴ
٬ර୮ڹරᙙරਫ᪢ӾጱࢯᵙӨᳯ᷌" ᯿ࣁᬰ
රࣁఽӨቘԏᳵഘ" ଆۗරਖ਼ᕪḵӤ܋ԅ
ቘቘᦞ" ଚᬩአ܋ጱቘ౮ຎቘᦞๅঅࣈ
ਫ᪢$ ᰒරጱ๚ݎݢ೮ᖅݎ" ࣁ᯿ڞ

ᖫᬋ᮱Օᕨғᰂᬄ҅ᐰୌරᙙڊᇇᐒଉۅۓᐒᳩ҅#ෛර$Ԇᖫ҅Ԇ೮قᐒ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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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රࣁӣଙᕆ֢රӾᥝ꧌ړᬩአᚏࢶኞᬰᤈᖌᦒᕞ! ᄶݎኞጱٟ֢ي᪁! "ኞ՚ᕡᥡֵ
ᑌຄᘍ! ኞٍ֢ٟ֛! ी୩՜ժٟ֢ጱ౮੪ఽ! ᘒᬰኞٟ֢ᚆێጱṛ#$$$ᐰୌܿᳪ૱१ᒫӣੜ!!!!ṛᐾḕ

൫ୌԟ! Ꮈᑪ! Իၞଘݣ" රୌᒈԟӨਫێۗ
᪢֛ݶو# "ྌࢩ ङᦒӧᚆݝᶶ፲ڹӧᓕᳩᬱ" Ԟӧ
ᚆݝ፡ᳩᬱӧᶶ፲ڹ" ᘒଫᧆൎঅ॒ቘ፲ڹӨᳩᬱ
ᔮጱى $ଶ%#

#ᔮىฎӨ᭲ጱࢥ ḙӨఉ᭲ฎරӞኞᵱᥝ
"ᅫጱ᧞ᑕץ Ԟฎङᦒᵱᥝ॒ቘঅጱ໑ىᔮ# ౯ࣁ
ժጱङᦒӾ" $% ᭗ଉ᮷உݑ᭄ച" Ԟฎྯ֖ර
ᶋଉ๕឴ጱٖ # ֕ইຎङᦒӾጱ $ % ӧզ$᭲% ԅचᏐ" ӧզఉ᭲ԅፓጱ" ᬯጱڞ $% ᚆݢ
տဌํኞێ# "ྌࢩ ᒟᘏᦊԅ" ङᦒӾ" ෫ᦞ౯ժ
փദᕳරՋԍጱොဩ" ᮷ᶳ᭽ӷӻचᥢ"
ٌӞฎරᙙරᥢ" ٌԫฎኞஞቘݎᥢ# ङ
ᦒᘏ෫ᦞ֜᮷ଫᧆᬯԶᥢႽ᭐ԭङᦒ᧞ᑕ" ෬
ᥝ؉ $% Ө $᭲% ᕮݳጱ༲" ݈ᥝᦏර֛ḵک$% Ө $᭲% ํᕮݳጱቘ# ୮ᆐ" ౯ժጱङᦒᬮ
ଫᧆ᭗ᬦ $% ጱᦒᕞ" ᦏ݇ᦒරๅႮࣈڰᦊᦩර
ᙙጱᨶ" ୵౮රᙙጱఘ" ᬯฎӞӻරᵱᥝఉ
᭐ጱๅႮ੶ጱ $᭲%#

ӣ! ெԍද" රङᦒදᶐጱ᭔ஆ
໑ഝӤᬿࢥय़ىᔮ" ౯ժᵱᥝ᭗ᬦӣӻොᶎവ

ۖරङᦒදᶐ#
Ӟᥝୌᒈقෛጱङᦒᥡ# ᒟᘏ้ڊᬦරङᦒ

ጱ $य़ङᦒᥡ% ጱ༷ஷ" ٖ႗کक़਼ԧփᕹङ
ᦒጱ༷ஷ " ֕ᒊݎݥܲࣁጱෛ᩸ᅩӤ፡ " ᬯӻ$य़ङᦒᥡ% ଫᧆݻ $ෛङᦒᥡ% ݒ# ԅࢩ $य़ङᦒ
ᥡ% ׁᆐฎᒊࣁङᦒᘏԆጱᥤࣁ፡ᳯ᷌" ᘒ $ෛ
ङᦒᥡ% #ᦒᘏԆጱᥤ፡ङᦒݑࣁᶳᥝᒊڞ ङ
ᦒጱᬯӞᐿݎԞฎӨᒟᘏ้ᕪڊጱරङᦒ$ࢥᴤྦྷᦞ% ፘӞᛘጱ# ᒟᘏᦊԅ" ౯ࢵጱරङᦒܲ
፡ࣈݥ " ଫᧆړԅࢥӻᴤྦྷ " ܨ $ኞਂ % ᴤྦྷ &$ᐰڥ% ᴤྦྷ& $Ԏۓ% ᴤྦྷ $ᛔԆ% ᴤྦྷ" ୮ڹྋ
ࣁ॒ $Ԏۓ% ᴤྦྷݻ $ᛔԆ% ᴤྦྷᬦჁጱܲݥ๗ #
"ྌࢩ ᬯӻԎӤᦖ" ౯ժጱ $ෛङᦒᥡ% ଫᧆᒈ
᪃୮ڹ" ݻ๚# ’զᤒᬿԅݢ ङᦒො໑ഝරᙙද
ᶐݎጱ֛ᥝ" ᒈ᪃ԭර౮ᳩݎጱሿਫᵱᥝ
"රԟጱᥢ ᭗ᬦᕚӤӨᕚӥᕮݳ& ᧞ٖӨ᧞
क़ᕮݳ& ᎸᑪӨਫ᪢ᕮݳጱොୗ" ԅර൫ୌᛔԆ
ԟ& Ꮈᑪ& Իၞጱଘݣ" വۖङᦒङᦒᘏԆݻ
&ᦒᘏԆݑ ङᦒԅԆݻԟԅԆ" ᬰරङ
ᦒጱ໐ஞፓຽ۸ԅᄶݎරᛔԆԟጱۖێӨᤈۖ"
#ݎ೮ᖅӫӱݢරᕣێۗ

ԫᥝവۖङᦒጱ֛ګݒګᶐ# රङᦒጱ֛
"፡ګګ ᒟᘏᦊԅ" Ԇᥝਂࣁӷӻොᶎጱᳯ᷌ ’
ӞฎԆᬦ୩" ᛘරզਠ౮ԲଙӞᦒጱङ

ᦒձۓ& "໒ᦤԅԆᥝፓጱݳᖀᖅරᙙݐ Ӟਧࣁ
ԎӤႨ۸ԧරᛔԆԟӨṛጱᵱ" ߥԧٌ݇
ᦒጱᑌຄ( ԫฎङᦒᩒრᯈᗝӧ꧌ړ& ᒋԩ෫࣋૱
ଧ" ᛘԧङᦒጱᔮᕹᥢښᔜٵᦡᦇӧ᪃" ᰒ
#ਫපӧ୩ चԭᬯጱሿᇫ" ᒟᘏᦊԅ" ౯ժḒ
"ᵱᥝႨ۸ᤈଗᶼጱ୩ଶض ଫᧆ᯿ᅩ؉অ
ᕪᩇכᵑ& կᯈᗝړᓕቘᒵᒽګਧ" ᛗԭٍ
֛ই֜ङᦒ& ङᦒՋԍ& ֜ङᦒᒵ" ଫᧆԻᕳङڞ
ᦒ& ໊& ර٬ࠟܐਧ" ୮ᆐࠟܐଫᧆࣁᒽ
ຝٖᬰᤈ# ٌེᥝୌᒈํଧጱङᦒ֛ᔮ" ᕹᓉܐ᧣
অࢵਹᕆ& ૱ᕆ& "ۓङᦒጱᘳᨱӨձ໊ᕆ݅܄
ᨱٌੱݱک؉ᕆङᦒ෬ݱֵ " ݈ӧፘ٫ᑱലᙇ (
෬؉ํکපङᦒ" ݈ӧᕳරଃᬦଶጱङᦒܴێ #
"ᬯӻԎӤࣁ ᒟᘏতᕣᦊԅ" ᒽ؉ݝਹଫᧆࢵ
ङᦒَࣳᕪḵԻၞവଠ" ૱᯿ᅩ؉অᐏङᦒ
"ṛᒒङᦒ വٌ֛ۖݶو᯿൫ୌරԟ׆݅܄
෭ଉጱԟ& ᎸᦎӨԻၞ" ໊ᨮᨱර෭ଉරᎸ &
ૡ֢Ꮈᑪङᦒկכᵑ# ᬯᐿݒᶐጱ᯿ᅩࣁԭ" ݱ
ᕆङᦒᘳᨱቘႴጱڹӥ" ङᦒԟԻᕳර
Ո" ኧٌՈ٬ਧङᦒጱٖ& ᳵොୗᒵ#

ӣᥝറᔱङᦒٖӨොୗጱڠෛ# ٖොୗฎ
රङᦒጱ໐ஞᥝᔰ# ੪ٖᘒ" ଫᧆ᯿ٌࣁኞ౮
" "ԏӥڞጱܻݻਫ᪢ݻᳯ᷌ࣁᥝܨ ර
රᙙර& ໊රᙙݎ& ऒරᙙදᶐᒵොᶎጱᳯ܄
᷌ᵙ᷌Ӿኞ౮# "ྌࢩ ᒟᘏᦊԅ" රङᦒጱٖ
ӧଫᧆفضԅԆࣈᦡᴴ" Ԟ෫ᵱګਧ᧞ᑕຽٵ )ෛձ
රᴻक़*" ᘒଫᧆզ݇ᦒරጱරᙙᙧว! ᴤྦྷݎ
ᒵਫᴬఘ٭ԅׁഝ" ဳ᯿ङᦒᘏӨݑᦒᘏԏᳵጱࠟܐ
ኞ౮+ ੪ොୗᘒ" ଫᧆ᯿ࣁ൫ୌԟԻၞଘݣ+ ٍ
֛ᦖ’ Ӟฎୌᒈᗑᕶԟଘݣ" വۖᕚӤᕚӥፘᕮ
"ୗԟݳጱႰݳ ᘶ᭗૪౮ԅሿਫ" ࣁᘳර
ᘒ" य़᮱ړԟ᮷ݢզۗᗑᕶᬰᤈ( ԫฎവۖୌ
ᒈԟ֛ݶو" ᭗ᬦᛔԆᴅӨݶوԻၞ" ᬰර
ጱԟ܋( ӣฎ୩۸໊Ꮈץ܄ऒᘶݳᎸץ" ᭗
ᬦፘᥡർ! !ڔݶو ӫਹ" ᬡݶوکṛጱ
ፓጱ +ٌ

ਫ" ᬯጱදᶐොݻӨ ,ᥠ- ጱᥝฎӞᛘ
ጱ+ ,ᥠ- กᏟڊ" Ӿੜරާقङᦒ "
ᥝ᭗ᬦݒङᦒොୗ! දᬰङᦒٖ! വᤈᛔԆᭌ!
ୌᒈࣈق؋ොङᦒګ! Ἡۜරၹक़Ꮈץᦢᒵ୵
ୗ" +ݎᬰරᕣԟӨӫӱ ୮ᆐ" ङᦒ֢ԅ
රරᙙጱӞӻ᯿ᥝᕟ౮᮱ړ" ෬ᥝӧෙവۖᛔጱ
දᶐڠෛ" ݈ᥝӨङِᔲੂᤊള" "ᬯํݝ ᚆୌ
ᒈ᩸ਠ࠺ጱරරᙙ֛ᔮ+

රᙙᥡ ) රᥤJH<3;,:46;8K792GL;,: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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चᰂᶱፓ�۹Ղ૱ᐒտᑀचᰂᶱፓ$۹ՂӾੜኞᗑᕶᤈԅٌஞቘݎጱߥᎸᑪ"� !)‘\/&%’�
֢ᘏᓌՕ�ဂᵾ� !"$$#� ঀ̔ မ̔۹ᮍݣՈ ۹̔ՂරᙙᴺරᙙᓕቘӨஞቘᴺᦖ ර̔ᙙܗॊ Ԇ̔ᥝԪරᙙஞቘᎸᑪ*:,

=C<A� I5KC<W<Ca !%’8K>=

चᏐරᙙ

Ӿੜኞӱᭇଫጱݎᇫ݊٭ᬰୌᦓ!!!चԭ۹Ղ૱ ັ᧣Ӿੜኞጱݷ***!

ဂᵾ
�۹Ղරᙙᴺ රᙙᓕቘӨஞቘᴺ ۹̔Ղ !&&!%&�

൹ ᥝ�ӱᭇଫฎኞࣁԟᬦᑕӾᚆड़ظ๐ݱᐿࢯᵙ ᭇ̔ଫሾहᥝ অӱ౮੪ጱӞᐿݐ̔

૱۹Ղ*ߥ᮷տԾኞ᯿य़ጱݎ๚଼؋ᜉঅጱӱᭇଫӾੜኞጱஞ*ݻ ଙࢥੜݷ***!

ᕆ(ṛԫኞᬰᤈԧᛔ౯පᚆఽ#ԟಭفԟۖොᶎጱ᧣ັ ᕮ̔ຎݎሿ�Ӿੜኞጱӱᭇଫଘ᭑

ଙӥᴳ ᤒ̔ሿԅӱᛔ౯පᚆఽ#ԟಭٖف᮱ԟۖ᭑ଙӥᴳ क़̔᮱ԟۖ᭑ଙӤڡ*܋ӞṛӞ
ኞጱӱᭇଫᇫ٭ڹӞྦྷڊ࣐ሿกดӥᴳ*ୌᦓ໊᯿ᥤྦྷᤊള ០̔᭜ᑌຄ#ਜ਼᯿#ᛔԆጱ໊࿎
ࢱ ս̔۸᧞झձۓᦡᦇ ୌ̔ᒈඪ೮ጱኞىᔮ զ̔ᬰӾੜኞӱᭇଫጱݎ଼؋*

�ᲫىӾੜኞ�ӱᭇଫ�ӱᛔ౯පᚆఽ�ԟಭف�ԟۖ

Ӿړࢶᔄݩ� -))% ሠຽᦩᎱ� S ᒍᖫݩ� !&&#,%%#c� %&!#� &’,&&&#,&$

/"+� !&8!’("# 1 T8K?^<8T3T<E<II?!&&#,%%#W8%&!#8&’8&&%

Ӟ#ᳯ᷌ڊ
ӱᭇଫฎኞࣁԟᬦᑕӾᚆड़ظ๐ݱ

ᐿࢯᵙ ᭇ̔ଫሾहᥝ অӱ౮੪ጱӞᐿݐ̔
Ҵ!Ҷݻ ᑌຄጱӱᛔ౯༷ஷ#ᑌຄጱԟތ۱̔
ಭف#Ԇۖጱԟۖ#ᭇଫጱӱఘᖃ#ᜉঅ
ጱӱ౮੪ᒵҴ%Ҷ*ᵋ፳ੜྍڡفӾ#ṛӾ҅
ӾੜኞᶎԁጱӱӤጱࢯᵙ᩼᩼ग़ ሿጱڊ̔
ӱᭇଫᳯ᷌Ԟ᩼᩼ग़ ই̔ᛔ౯ᦧհ֗#ӱ
ௐ#෫ۗఽᒵᒵ*ӱฎӾੜኞᶎԁጱ๋ԅ᯿
ᥝጱݎձۓ உঅጱᭇଫӾވӱොᶎᚆࣁ̔
ੜኞጱஞ଼؋๚ݎ᮷տԾኞ᯿य़ጱ
ྌࢩ*ߥ Ⴎ̔فቘᥴӾੜኞጱӱᭇଫᇫ٭
౯ժጱරᙙਫ᪢ٍํ᯿ᥝጱԎ*ኧԭӱ
ᭇଫฎӞӻᖓݳጱݒᰁ ጱᎸᑪӾአզݶӧࣁ̔
ᤍᰁӱᭇଫଘጱຽԞӧੱፘݶ*ᖓݳ૪ํ
ጱፘىᎸᑪݎሿ๋҅ ଉአጱӱᭇଫຽ۱ೡ
ӱᛔ౯පᚆఽ#ԟಭفԟۖ*

ӱᛔ౯පᚆఽฎኞᛔ૩ᚆड़ᬡک

ԟፓຽጱמஷמஞ ฎ̔ኞᛔ૩ԟᚆێጱ
ӞᐿԆᥡڣෙ ԟၚۖӾᚆࣁኞߥፗളݢ̔
Өӱᛔ౯පᚆ֗ጱኞፘ*ഀݎଘጱێ
ྲ ̔ӱᛔ౯පᚆఽṛጱኞࣁᶎԁԟձۓᭌ
ೠտᭌೠᮎԶᭇݳᛔ૩ଘଚٍํӞਧ
ጱձۓ� ᵙࢯᶎࣁ ՜̔ժظ๐ࢯᵙጱמஞๅ
୩ ՞̔ڊጱۘێԞๅग़�ݶ ՜̔ժࣁԟտ֎
ᵋๅग़ጱᑌຄఘᖃ*ӱᛔ౯පᚆఽݢզํࣈێ
ᶼၥኞጱԟ౮ᖂ*Ҵ(Ҷ

ԟಭفฎӨӱௐፘጱ༷ஷ*ӱ
ௐฎኞڊሿጱஞᘙᒑ#ԟᐶᨮ
ᛔ౯ᦧհጱ֗පԟஞቘᇫா*Өԏፘጱ ̔
ԟಭفฎӨԟፘىጱᑌຄ#꧌ਫጱᔜᐟᇫா*
ԟಭ۱فೡၚێ#ॲሠӫဳӣӻොᶎጱٖ႗*
ٌӾ̔"ၚێ%ฎኞࣁԟᬦᑕӾํ꧌ညጱᔜ
ێᜉঅጱಯഃᚆێ ౄ̔ԅԟ՞ێۘڊᘒӧ
Ꭳዜ ᶎ̔ࢯᵙᚆड़ࣙ೮ӧౝ� "ॲሠ%ฎ
ኞԟٍํ୩ᅱጱԎఽ#ᛔ᨟ఽզ᷷݊ჿጱ
ԟᅾఘ҅ۢ ԭളݑԟӾጱ� "ӫဳ%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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ኞقᐟᨽဳԭᛔ૩ጱԟ ଚ̔զྌԅԔ Ӟ̔෮ᬰ
ݎ*Ҵ)Ҷय़ᰁᎸᑪڊԟᇫா੪ӧౄӾᚙᐶف
ሿ ̔ԟಭفଘṛጱኞ ̔ӱ౮ᖂๅঅ ̔ஞ
ᇫாๅ֯ ໊̔Ԟๅჿ*Ҵ*Ҷ

ԟۖӞᛱړݢԅक़᮱ٖۖ᮱ۖ*
क़᮱ۖฎԟጱፓጱฎԅԧᐿक़᮱ݸຎ҅
ٖ᮱ۖฎԟጱፓጱฎԅԧՁݑԟၚۖᬦ
ᑕ*Өक़᮱ԟۖፘྲ ᤩٖ̔᮱ԟۖ
ḝۖጱኞࣁԟӾๅౄറᑪ տֵ̔አๅग़ጱ
Ⴎ੶ےૡᒽኼ ̔ԟපຎๅঅ ̔ԟᬦᑕԞๅ
షఌ*Ҵ’Ҷ

ᵋ፳ଙἻጱीᳩ Ӿ̔ੜኞጱӱᭇଫฎই
"۸ጱݒݎ֜ ԭᬯӞᳯ᷌ى ىक़ጱํٖ̔ࢵ
Ꮈᑪ๚ᬡ౮Ӟᛘ*ֺই O̔DEFD<K^I  :KKAEI ጱ
Ꮈᑪݎሿ ̔ੜکṛӾ ̔ኞԭහԟጱᛔ
౯පᚆఽԟي᪁ޝሿڊ᭑ଙӥᴳጱ۠*Ҵ$Ҷ
᮳౮ጱᎸᑪݎሿ ̔ڡӾکṛӾ҅ɛ ፳ଙᕆीᳩ҅
Ӿኞጱӱᛔ౯༷ஷူޝၵୗݎ ᤒ̔ሿԅ
ӣ೮ᖅӥᴳڡکӞڡ ܋ࢧṛӞኼํک̔ ᆐ̔ݸᖀᖅ
ӥᴳ*Ҵ#ҶᴯปణᎪَੜԲଙᕆ#ڡԫ
ṛԫኞጱ᧣ັݎሿ ੜ̔Բଙᕆኞጱӱᛔ
౯༷ஷଘᥝṛԭڡԫṛԫኞ ṛԫԫڡ̔
ኞԏᳵ෫ด૧*Ҵ"Ҷ

ᖓݳ૪ํጱፘىᎸᑪݎሿ ग़̔හᎸᑪአጱ
ฎӱᭇଫጱܔӞຽ Ӟ̔ԶᎸᑪݝುԧ᮱ړ
ଙἻྦྷጱኞ ྌᵙզᒁӾੜኞӱᭇଫࢩ̔
ྌࢩ*ᨩقጱݎ ԅ̔ԧႮفԧᥴݱଙἻྦྷጱӾ
ੜኞࣁӱᭇଫݱොᶎጱݎᇫݎ٭ใ
ᕚ ̔Ꮈᑪ۹Ղ૱ ଙᕆ(ṛӾԫࢥੜݷ***!
ଙᕆጱӾੜኞᬰᤈԧӱᛔ౯පᚆఽ#ԟಭ
ັ᧣ԟۖጱف Ӿੜኞӱڹຉԧ୮ړ̔
ᭇଫጱݎᇫ٭ զ̔๗ԅ໊ጱරᙙਫ᪢׀
݇ᘍ*

ԫ#Ꮈᑪොဩ
�Ӟ�Ꮈᑪ
አෆᗭᵋುጱොဩ ̔ᛔ۹Ղ૱ጱ

ӷಅੜ#ӷಅڡӾӷಅṛӾو ኞᬰݷ***!
ᤈᳯܫ᧣ັٌ҅ Ӿࢥଙᕆኞ !!"Ո Բ̔ଙᕆኞ
%*(Ո ଙᕆኞم̔ %!) Ո� Ӟኞڡ (($ Ո ڡ̔
ԫኞ %(! Ո ӣኞڡ̔ %&" Ո� ṛӞኞ !%#

Ո ṛ̔ԫኞ ’)Ո*ካኞ $#( Ո ܛ̔ *&8)g�ঀኞ

$$%Ո ܛ̔ )"8’g*ଙἻࢱԅ "d!$ *ಅࣁ
*ฦ᭗໊܄ԅउ໊࣐

�ԫ�Ꮈᑪૡٍ
ᛔ౯පᚆఽᰁᤒ� አ 6<?@D<K5  JE -D>>@

ᖫګጱᛔ౯᧣ᜓԟۖӨᒽኼᳯܫ� M.]f� ҅
ၥັኞጱӱᛔ౯පᚆఽ� ই$Өቔ᯾ጱٌ՜
ፘྲݶ ౯̔ᦊԅᛔ૩տๅঅ#� Ҵ!&Ҷ*و "

᭲᷌ፓ ࣁ̔ $ ᅩᰁᤒӤړ�"ਠقӧᒧݳ#$$ਠقᒧݳ#�%ړय़ԭᒵԭ * դᤒӱᛔ౯
පᚆఽṛ ̔ࣁړ ( d * ԏᳵդᤒӱᛔ౯ප
ᚆఽӾᒵ ̔ړੜԭᒵԭ ( դᤒӱᛔ౯පᚆ
ఽ֗*

ԟಭفᰁᤒ�አ .K5CHNEA< ᒵՈᖫګጱ
ԟಭفᰁᤒ ၥ̔ັኞጱԟಭف�ই$ӤӞ᩸
ଥ౯੪Ԕ݄ԟ#� Ҵ)Ҷ*ᧆᰁᤒو !$ ӻᶱፓ҅
۱ೡၚێ#ॲሠ#ӫဳӣӻᖌଶ ࣁ̔ * ᅩᰁᤒӤ
य़ԭᒵړ%�#ݳᒧقਠ"$#ݳӧᒧقਠ"�ړ
ԭ )դᤒԟಭفଘṛ ̔ࣁړ % d ) ԏᳵդ
ᤒԟಭفଘӾᒵ ̔ړੜԭᒵԭ % դᤒԟ
ಭفଘ֗*

ԟۖᰁᤒ�አ 9BC?  />???EA ᖫګጱ
क़᮱ٖۖ᮱ۖړᰁᤒ ᧃ̔ᳯኞԅՋԍۘ
ԅՋԍ؉֢ӱԟێ զ̔ၥັኞԟጱक़᮱
ۖ�ই$ࢩԅᘌᆿྮᥝ౯ᬯԍ؉#� ٖ
᮱ۖ�ই$ࢩԅԟํԔ᪁#� Ҵ’Ҷ*و !’ ᭲᷌
ፓ ࣁ̔ )ᅩᰁᤒӤړ�"ᶋଉӧᒧݳ#$"ᶋଉᒧ
य़ԭᒵԭړ%�#ݳ ( դᤒᧆۖଘṛ ̔
ࣁړ %d(ԏᳵդᤒᧆۖଘӾᒵ ̔ړੜԭᒵ
ԭ %դᤒᧆۖଘ֗*

զӤၥᰁૡٍ࣐ԅᤩᎸᑪᘏଠာֵአጱᳯ
ܫ *පଶᜉঅמ̔
ӣ#Ӿੜኞӱᭇଫݎሿᇫړຉ
�Ӟ�ӱᛔ౯පᚆఽޝӧෙӥᴳ۠
֛፡ ੜ̔ࢥଙᕆ(ṛԫኞጱӱᛔ

౯පᚆఽޝሿڊӧෙӥᴳጱ۠�ࢶ ଙᕆࢥ%�!
*Բଙᕆኞጱӱᛔ౯පᚆఽ॒ԭṛଘ
ݸଙᕆզم ̔ኞጱӱᛔ౯පᚆఽ॒ԭӾᒵ
ଘ*ṛӞṛԫኞጱӱᛔ౯පᚆఽ࣐ด֗
ԭࢥଙᕆԲଙᕆኞ� Kh&8&*� Ӿኞጱڡ̔
ӱᛔ౯පᚆఽጱ۸ྲݒଘᑞ*ࢶ ! զ፡ݢ
ڊ Բ̔ଙᕆ(مଙᕆڡӣ(ṛӞฎӱᛔ౯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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ᚆఽӥᴳଏଶय़ጱ๗*
ଙᕆኞӾࢥࣁ ̔ӱᛔ౯පᚆఽṛጱ

ኞܛ *#g ԏ̔ݸᬯӞྲֺ೮ᖅӥᴳ ӣኼํڡک̔

֕҅܋ࢧ ṛԫṛӞࣁ*ሿกดӥᴳڊԧṛӾک
ኞӾ ̔ӱᛔ౯පᚆఽṛጱኞܛݝڦړ
(#g (&g�ᤒ !�%

ࢶ ! ۹Ղ૱ࢥଙᕆ(ṛԫኞӱᛔ౯පᚆఽጱݎړຉ
ᤒ ! ۹Ղ૱ࢥଙᕆ(ṛԫኞӱᭇଫঅኞಅܛጱྲֺړຉ

ӱᛔ౯

පᚆఽ 1g

ԟಭف

֛ 1g ၚێ 1g ॲሠ 1g ӫဳ 1g
ٖ᮱ۖ 1g क़᮱ۖ 1g

ଙᕆࢥ *# *( ’! *# ** $’ !(

Բଙᕆ ** ($ )& )* )& ’! !(

ଙᕆم *& (% (% )% (* ** !*

Ӟڡ )$ !# !$ (& %( (* %!

ԫڡ )* !* !( (& !# %) %’

ӣڡ *! %& !# () %! (! (&

ṛӞ (# !% " %( !* %( ()

ṛԫ (& % % # ’ ’ )!

ဳ�ᤒӾྲֺԅᧆຽଘṛጱኞಅֺྲܛ

�ԫ�ԟಭޝفӧෙӥᴳ۠
ԭṛଘ॒فଙᕆኞጱ֛ԟಭࢥ ᤒ̔

กࢥଙᕆኞ֛ӤࣁԟӾٍํ꧌ਫ#ᑌຄጱᔜ
ᐟᇫாٌ҅ ԟಭفଘดṛԭٌ՜ݱଙᕆ*ࢥ
ଙᕆdṛԫኞጱԟಭޝفሿڊӧෙӥᴳጱ
ࢶ�۠ ଘดفӣኞጱԟಭڡӞdڡ%�%
֗ԭࢥଙᕆԲଙᕆኞ ṛ̔ԫኞጱԟಭف
ଘด֗ԭڡӞdڡӣኞ� 6 h&8&*�%֛ݒ
۸۠Ӥ፡ ሿกดӥڊفṛӞฎԟಭӞڡ̔

ᴳጱӷӻᜓᅩ*ԟಭفጱӣӻᖌଶ�ၚێ#ॲሠ
ࢶ�۸۠ݒፘ֒ጱڊሿޝӫဳ (�%

ଙᕆኞӾࢥࣁ ̔ԟಭفଘṛጱኞܛ
*(g Ӟڡԧک̔ ᬯ̔Ӟྲֺय़ଏӥᴳ ํݝ̔ !#g*ک
ԧṛԫ ̔ԟಭفଘṛጱኞՐܛᧆଙᕆኞ
හጱ %g�ᤒ !�%

�ӣ�ԟጱٖ᮱ۖ᭑ଙӥᴳ क़̔᮱ۖ᭑
ଙӤ܋

Ӿੜኞጱٖ᮱ԟۖޝሿڊ᭑ଙӥᴳ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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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ࢥଙᕆԲଙᕆኞጱٖ᮱ԟ॒ۖԭ
ṛଘ ԅڦړړ࣐Ӥጱଘړᅩᦕࢥࣁ̔ (8(&

 ଙᕆ૪ࢥଙᕆኞጱٖ᮱ԟۖم*!&8)
�ሿดӥᴳڊ Kh&8&!� ଙᕆኞݱӣڡ)Ӟڡ̔
ጱٖ᮱ԟ࣐ۖด֗ԭم)ࢥଙᕆኞ� Kh
&8&! Kh&8&*� ṛ̔ԫኞጱٖ᮱ԟ๋ۖ֗҅
ด֗ԭੜڡӾݱଙᕆኞ� Kh&8&!  Kh

&8&*� ࢶ� )�%ٖ᮱ԟۖṛጱኞྲֺ
፡ ଙᕆٖ᮱ԟۖṛጱኞྲֺم)ࢥ̔
ԅڦړ $’g#’!g **g*کԧڡӞ ᬯ̔Ӟྲֺᴳ
ᛗ (*g*کԧṛӾ ᬯ̔Ӟྲֺ೮ᖅӥᴳ ṛ̔Ӟ
ኞӾٖ᮱ԟۖṛጱኞܛݝ %(g ᘒ̔ṛԫ
ኞӾՐํ ’gጱኞٍํṛጱٖ᮱ԟۖ
�ᤒ !�%

ࢶ % ۹Ղ૱ࢥଙᕆ(ṛԫኞԟಭفጱݎړຉ

ࢶ ( ۹Ղ૱ࢥଙᕆ(ṛԫኞԟಭݱفᖌଶݎړຉ
Ӿੜኞጱक़᮱ԟۖޝሿڊ᭑ଙӤ܋ጱ

۠*م)ࢥଙᕆኞጱक़᮱ԟ॒ۖԭ֗
ଘ ԅڦړړ࣐Ӥጱଘړᅩᦕࢥࣁ̔ !i #%#
!i #)#!i ")*ᬰڡفӾݸ ̔ኞጱक़᮱ԟۖ᭑
ଙӤ܋ ଙᕆኞጱक़᮱ԟۖݱӞ(ṛԫڡ̔

ଙᕆኞم)ࢥดṛԭ࣐ � Kh &8 &!� � ࢶ )�%
क़᮱ԟۖṛጱኞྲֺ፡ ଙم)ࢥ̔
ᕆक़᮱ԟۖṛጱኞྲֺ֗ ࣁ̔ !(g d

!*gԏᳵ ᬰ̔ڡفӾݸ᭑ଙඣ܋ ṛԫᬯӞྲک̔
ֺᬡکԧ )!g�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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ᖓٖݳ᮱ۖक़᮱ۖ፡ Ӟڡ)ଙᕆࢥ̔
ኞࣁԟӤጱٖ᮱ۖṛԭक़᮱ۖ ӣڡԫڡ̔

ኞࣁԟӤጱٖ᮱ۖӨक़᮱ۖचፘ୮ ṛ̔Ӟ
*ԟӤጱक़᮱ۖᥝṛԭٖ᮱ۖࣁṛԫኞ

ࢶ ) ۹Ղ૱ࢥଙᕆ(ṛԫኞԟۖጱݎړຉ
ୌᦓᦎᦞ#ࢥ

Ꮈᑪੜࢥଙᕆکṛԫଙᕆኞጱ
ӱᭇଫᬰᤈԧԅقᶎጱᘍ ṛکሿੜݎ̔
Ӿ ̔ኞጱӱᭇଫᇫ٭֛Ӥޝሿڊᵋଙᕆी
ᳩӧෙӥᴳጱ۠*ᬯݢᚆฎኧپොᶎጱܻࢩ᭜
౮ጱ*

Ḓ҅ضɛ ፳ଙᕆीᳩ ̔ੜکṛӾ ᑀݱ̔
ጱԟᵙଶࣁӧෙीے ̔ኞࣁԟӤ᭬کጱࢯ
ᵙഃರᵋԏीᳩ*ᘒӬ ੜᴤྦྷࣁ̔ ̔ኞԏᳵ
กดړ܈ӱӤጱ૧᪗ଚӧࣁ ᘒ̔کԧڡӾզ҅ݸ
ӱ౮ᖂӤጱ૧᪗੪তӧෙय़ ԧṛӾๅک̔
ฎইྌ*ߥኞӱᛔ౯පᚆఽጱ๋᯿ᥝጱࢩ
ᔰฎኞࣁԟӤጱ౮֛ۑḵ*Ҵ(ҶӾੜኞࣁ
ӱӤశశग़ጱഃᨳ֛ḵտፗളߥ՜ժጱӱ
ᛔ౯පᚆఽ ̔ᛘ՜ժӱጱמஞࣁ֛Ӥӧ
ෙӥᴳ ݶ̔ ᬮ̔տߥ՜ժጱԟಭفԟ
ۖ*ٌ

ེ҅ɛ ፳ྦྷጱ۸ݒ ێᒋԩܴێܴ܋̔
ےӧෙीࣁ ໊̔᩼᩼፡᯿ኞጱړහ*໊
۸࿎ࢱጱ۸ֵݒӾੜኞڊሿ᩼᩼ग़ጱ
ӱᭇଫᳯ᷌*ኞጱԟๅग़ࣈኧक़᮱ܴێಅḝ
ֵ ᬯֵ̔ӾੜኞܻํጱԭԟጱԔ᪁অ
॰ᒵٖ᮱ۖӧෙᤩक़᮱ۖಅݐդ*Ꮈᑪ
Ӿ ᮱ԟٖۖفṛӞኞጱԟಭӞڡ̔
ሿกดӥᴳڊ क़̔᮱ԟۖกดӤ܋ ṛ̔Ӟኞ

ጱӱᛔ౯පᚆఽԞྲڡӾᴤྦྷڊሿกดӥᴳ҅
ᬯᤒกڡӞṛӞฎӾੜኞӱᭇଫጱ᯿ᥝݒ
۸ᜓᅩ*

Ӿੜኞጱӱᭇଫᇫ٭֛Ӥޝሿڊᵋଙ
ᕆीᳩӧෙӥᴳጱ۠ ᬯ̔Ө ODEFD<K^I  :KKAEI

ԭහԟᭇଫጱᎸᑪᕮຎฎӞᛘጱ*Ҵ$ҶᎸᑪى
ดᐏ ၵୗူޝṛӾጱӞᛱӱᛔ౯༷ஷکӾڡ̔
ݎ ṛӣฎ֗ᨕӣڡ̔ ṛ̔Ӿ֛ӤڡӾํಅ
ӥᴳ҅֕ ܋ࢧሿԧੜଏڊṛӞࣁ ᦊ̔ԅᬯฎࢩԅ
ኞف܋ڟෛጱྦྷ ꧌̔ჿෛጱԟኞၚጱౖౙ
๕ ᬯ̔ᐿᑌຄఘᖃߥԧ՜ժጱӞᛱӱᛔ
౯*Ҵ#ҶҴ!!Ҷ֕Ꮈᑪଚ๚ݎሿṛӞኞࣁӱᭇଫ
ොᶎጱ܋ࢧ ፘ̔ݍ ̔ᎸᑪݎሿṛӞኞጱӱᭇ
ଫଘڡӣํกดӥᴳ ᬯ̔ݢᚆӨ᧣ັᎸᑪጱ
ᳵํىᔮ*Ꮈᑪฎࣁᐾਊ๗ጱ !&(
!%์ղᬰᤈጱ ᘒ̔᮳౮ጱᎸᑪฎࣁชਊ๗ጱ
)(*์ղᬰᤈጱ*૪ํᎸᑪᤒก ෛ̔ኞጱفᭇ
ଫᳯ᷌Ӟᛱ᮷ᵞӾڊሿࣁᐾਊ๗فݸᒫ%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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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思想 ／ 理论	


实践取向的专业成长路径引领教师发展	

钟亚妮� 北京教育学院	


［摘要］基于教师学习的情境
一社会文化理论视角 ，

北京市对教师培训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为教师成长提供实践现场的学习机会 ： 建立市级实践培训基地及教师	


教育基地学校，
让教师通过跟岗培训与现场学习获得成长；

大学与中小学校建ｉ伙伴协作关系
，	


让教师在学校改进中得到发展；
强化校本培训指导，

让教师在校本研修中 实现持续发展。 实	


践取向的教师培训政策及实施， 均强调以人为本、 注重发挥教师的主体性，
且基于问题导向，	


注重为教师成长提供丰富多元的研修形式 ， 有力促进了北京市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升。	


［关键词］实践取向 ；
教师发展 ；

教师培训 ；
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 １	


２０１ ９年１ １ 月 １２ 日
，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下发 《关	


于公布２０１ ９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教育基地学校	


入选名单的通知 》 （ 京教函 〔 ２０１ ９ 〕 ５ ７１号 ） ，
公布	


了入选２０１ ９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教育基地学校的	


１０５所 （含特殊学校 ）
学校名单？

。 这是为落实 《教	


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２０１ ８
—

２０２２年 ） 的通知 》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实施意见》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

十三五
”

时期中小学干部教	


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等文件的精神和要求 ， 北京市	


创新教师教育模式的又
一

举措
，
旨在通过设立教	


师教育基地，
强化教师教育实践能力的提升， 促进	


教师队伍的整体发展。	


回顾近十年的教师培训工作 ， 北京市已基于	


教师情境学习等相关理论， 持续探索了实践取向	


的有效培训与专业成长路径。	


１ ．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 北京市的持续探索	


近些年来
，
北京市持续创新培训方式与手段，	


丰富教师的教育实践体验
，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条	


路径。	


一

是建立市级实践培训基地 ，
让教师通过跟	


岗培训与现场学习获得成长。	


自
“

十
一

五
＂

以来 ，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实施多	


个市级教师培训项目
，
采用跟岗培训或影子培训的	


方式， 为教师提供在教育教学现场学习的机会。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 １３年
， 北京市教委在城镇优质学	


校设立
“

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工作站
”

， 将远郊区	


县教师选送入城区优质中小学校开展为期半年的	


研修，
以教育教学观摩实践为主要方式， 由工作站	


优秀学科教师对农村教师进行指导。 该项 目 惠及	


远郊区县三千余名教师， 构建了实践取向的教师培	


训课程， 探索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２０１ ６年 ， 北京市教委、 市财政局共同 制定了	




理论 ／ 思想 １ ９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计划	


（ ２０１ ６
－

２０２０年） 》 〇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市级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每学期开	


放２
－

４次课堂并组织专题性研修
，

一

线教师通过平	


台自主选择并在课堂中听课研修，
这增强了教师的	


自主选择性
，

进一步强化了培训的实践取向 。 项目	


将教师的人力资源属性萃取出来 ， 精细化每
一

位	


教师的服务属性，
使教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实现优质资源服务属性的传播和拓展
［

２
］

。	


２０１ ６年 ， 为贯彻落实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
２０１ ５

－

２０２０年
）
的通知 》 和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 （
２０ １５

－

２０２０年 ） 实施办法的通知》	


精神 ， 北京教育学院在全市范围 内遴选出１ ７所优	


质学校作为教师实践培训基地 ，
通过

＂

伙伴式研	


修
”� “

跟岗挂职
” ＂

短期参访
＂

等形式提升教师实	


践能力。 项目实施两年期间 ， 来 自通州区等６个区	


的５００多名学员参与研修 ，
近百名学员参与跟岗挂	


职， 基地校接待短期参访近２００团组 ，
三种方式受	


惠教师累计达６０００余人次。	


上述三个市级教师培训项 目 ， 均强调教师实	


践能力的培养，
采用跟岗培训或伙伴研修的方式，	


通过听评课、 观摩 、 教学研究等方式 ，
强化教师的	


主体参与和学习体验 ，
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为教师	


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研修服务，
切实提高了教	


师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是建立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协作关系 ，

让教	


师在学校改进中得到发展。	


在国际领域， 研究者认为， 中小学校与大学伙	


伴协作（
ｓｃｈｏｏ ｌ

－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ａｒ ｔｎｅｒｓｈ ｉ ｐ ｓ ）

作为教	


师教育改革的重要策略， 能够打破教师的孤立与	


隔绝
［

３
］

，
通过批判反思及其它形式的专业学习 ，

教	


师能够不断自我改善和成长
［
４

］

。 基于国际研究成	


果和本土情境 ， 北京市建构了多个大学与中小学	


合作的实践研究共同体 ，
形成了引领教育研究与	


基础教育实践创新的新机制。	


例如， 首都师范大学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探索与中小	


学校伙伴合作发展的道路与模式。 ２０１６年以来 ， 首	


师大实施了市教委委托项目
“

北京市农村教育质量	


提升行动研究
＂

。 项目 覆盖５个实验区的３０所种子	


学校，
探索了提升农村学校质量提升的策略与途	


径
，
教师在学校发展的同时获得专业成长

［

５
］

〇	


北京教育学院于２０１ ６年启 动
“

协同创新学校	


计划
＂

项目 。 基于
＂

把培训课堂建到学校
，
让教师	


研修真正发生
”

的理念
， 坚持问题导向 ，

±咅训专家	


深入中小学校 （
幼儿园 ） ， 与

一线校长和教师开展	


行动研究
， 促进学生、 教师 、 学校持续发展

，
促进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在２０ １８年末第一期项目	


结束之时
， 全市共计２３３所学校参与了１ １ ５个主题	


项目研究， 共计培训学员４７９７名。 该项目将教师学	


习情境从传统培训教室转向教师工作现场 ， 形成	


了系列创新性的实践研究成果。	


三是强化校本培训指导， 让教师在校本研修	


中实现持续发展。	


北京市对教师校本培训予以高度重视。 ２０ １ ５	


年
，
市教委下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校本培训工	


作的意见》 ，
２０１ ６年底公布了遴选出的１ ００所北京	


市中小学（ 幼儿园 ）
教师校本培训示范学校名单。	


同时
， 《北京市

＂

十三五
”

时期 中小学教师培训工	


作的实施意见》 （
２０１ ６ ） 将校本研修视为教师培训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区亦出台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加强了对教师	


校本研修的指导。 部分区建立了区级校本研修示	


范校
，
引领校本培训的开展。 培训者走进学校与	


２
０
２

０
／

０

３	




２０� 思想 ／ 理论	


课堂
，

通过专题讲座、 协同研究等方式
，
对教师实	


践进行校本指导， 提升了校本培训的质量。	


学校层面的校本研修亦颇具特色。 例如
，
史	


家小学通过建立名师工作坊为教育集团内所有教	


师提供发展机会 ；

一

零
一

中学则基于教师领导力	


提升和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
为 教师提供了分	


层分类的校本研修活动。 总体来看，
学校均基于	


本校教师队伍状况 ， 为教师全员研修提供了持续	


且贴近实践的学习机会。	


２．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 ： 理论基础	


２０１ ５年３月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报告并	


指出： 与校外专业发展活动相比较 ，
植根于学校生	


活与教师曰常专业实践的专业发展活动 ，
对于改	


善教师的课堂教学更能产生积极影响气英国建立	

‘‘

教学学校
”

（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ｓ ｃｈｏｏ ｌ ｓ ） 联盟， 将中小学	


置于英国教师教育的中心位置，
发展出一种比较	


彻底的实践转向的新型教师教育模式
［

７
］

。 由 于教	


师学习具有整体性、 缄默性和情境性等特征 ，
校	


本学习对教师专业成长具有独特作用 ， 因此 ，
教师	


专业发展和学习要走向
＂

校本
＂

［

８
］

。	


国内外倡导教师在实践现场学习的政策与研	


究，
其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教师学习的情境

一社会	


文化理论视角
［

９
］

。 该理论认为 ： 学习是
一种积极主	


动的建构式学习 ；
教师自 己 的课堂是学习的有力	


情境。在此情境中 ， 教师并不只是通过知识传递	


而发生， 而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学习
［
１ °

］

。 教师培训与	


专业发展活动应为教师创造适宜的学习环境。	


上文所述的北京市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项	


目 ， 均倡导教师教育者或教师培训者， 以及特级教	


师与骨干教师等优秀教师群体与参加研修的教师	


一

起， 聚焦课堂实践活动并共同探讨。 在研修活	


动中
，
教师将自己课堂中的问题和实例带入团队讨	


论中
，
集中关注学科教学与学生学习 ， 建立起教师	


与学科的新联系 ， 发展关于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新	


洞见。 优秀教师将自 己课堂中的经验和实践智慧	


与更多教师分享， 促使教师思维与实践发生多维	


度的改变。	


从情境视角来看 ，
实践取向 的教师学 习有	


其优势。 教师的学习与实践相互交织，
能让教师	


学到的内容以有意义的方式确确实实地影响和	


支持教学实践。 同时， 教师在实践场域中建立了	


专业学习共同体或学习社群 ， 为教师成长创建了	


良好的合作学习的文化氛围 。 特级教师、 学科	


带头人、 骨干教师等卓越教师亦发挥了教师领导	


（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 ｅａ ｄｅ ｒ ｓｈ ｉ ｐ ）

与学 习领导 （
ｌ ｅ ａｄｅｒｓｈ ｉ ｐ	


ｆｏｒ� ｌｅａ ｒ ｎ ｉ ｎ ｇ ）

［

１ １
］的 示范引领作用

，
将教师领导的	


专业影响力和专业能量扩散到校外， 为促进全区	


及全市教师队伍均衡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３．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 ： 主要特色	


北京市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探索，
以学校发	


展和教师队伍的实际需要为依据
，
开展了多元的基	


于校本的研修活动 ，
在研修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不	


断创新
，
主要呈现出以下特色与亮点。	


第一
， 以人为本 ， 强调教师的主体性。	


上述三类实践取向的教师成长路径 ，
均强调	


教师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各项目注重引发教师的	


行动自觉， 让教师基于自主选择， 积极主动参与研	


修与探究， 注重提升教师学习的内驱力。 此类培训	


坚持以学员为中心， 更加注重学员的全情投入和	


深度体验，
让培训中的

“

人
’

得到真正突显
［
１ ２

］

。	


在教师积极主动参与研修的同 时，
教师也被	


赋予新的角色。 如在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 实践	


基地的伙伴研修等项目 中
， 教师主动参与体验， 同	


时承担受训者、 实践者、
±音训者等多个角色

，
真正	


ｓ

？

费

裹

＿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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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专业能量。	


第二， 以问题为导向 ， 固化了实践取向的研修	


内容。	


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均基于问题导向 ， 注重	


紧扣教师发展需求 ， 形成了有针对性的研修内容	


与课程。 例如 ， 北京教育学院实施的
＂

协同创新学	


校计划
＂

， 围绕学校办学与教育教学实践重点、 难	


点和热点问题开展行动研究 ， 基于问题解决开展	


项目学习。 该项目 的主题涵盖课程教学领导力提	


升、 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建设、 学校整体改进、 学	


科教学改进、 学生学习及学科素养培养、 信息技术	


应用 、 综合实践活动等八大类， 切合学校和教师	


发展需求， 切中教育教学改革热点、 难点问题， 形	


成了有特色的面向实践的培训课程。	


第三， 研修形式丰富 ， 为教师成长提供多元	


机会。	


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强化基于教学现场、 走	


进真实课堂的环节。 例如 ，
在教师实践培训基地项	


目中
，
除传统的集中培训与专家讲座的形式

，
各基	


地校均为教师提供了听评课与实践反思、 沙龙与	


座谈交流、 主题或课题研究、 外出参观考察、 专业	


阅读等多样可选择的研修方式。 此外 ，
亦有学校	


探索了网络研修与在线学习的方式。 通过行动研	


究和反思实践，
教师在互动参与和情境体验中不	


断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４．教师研修成效较为显著，
且影响范围较广	


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项目让教师在校本实践	


中得到成长， 其学习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
一

， 教师个体及教研组等教师团队 ， 均在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 师德修养及专业理念等方面得到	


全面提升， 并且在反思与研究能力、 沟通合作能力	


等方面亦有所提升， 对专业发展规划与生涯发展	


有了进
一步思考。 第二 ，

实践取向的教师研修活	


动对学校的教学干部、 学生、 家长等群体产生了
一	


定影响 ，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 如首师大与	


北京教育学院开展的大学与中小学校伙伴协作项	


目 ， 都对学校整体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起到了积	


极作用。 第三 ， 实践取向的教师研修活动进
一

步	


拓展了优质资源的辐射面 ， 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	


如农村教师研修工作站 、 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	


教师实践培训基地等项 目 ， 均对广大农村教师的	


发展起到引领与辐射的作用。	


５．未来展望	


在国家和北京市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的背景下， 党的十九大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	


要求；
北京市学区制与集团化发展、 考试招生制度	


与课程改革等
一

系列改革使师资队伍建设面临新	


的挑战。 为提高培训供给端的质量 ， 未来实践取	


向的教师培训可在以下三方面做出持续探索。	


第
一

，
更加关注理论前沿、 教育改革动向及	


拓展国际视野。 在设计教师培训项 目时
， 需要进

一	


步关注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 学生学习等理论的	


前沿进展， 与国内外教育改革的形势与动向紧密	


结合， 同时，
注重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

积极回应	


北京市建设
“

世界城市
＂

的需求 ，

±咅养具有全球素	


养、 立足本土发展的首都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教	


师队伍。	


第二， 教师研修内容与学生发展建立更加紧	


密的联系。 教师研修的内容， 需基于改革背景 ， 积	


极回应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 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	


意见》 中对教师提出的新挑战 ， 注重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 尤其是当前社会突出强调 的学生沟通	


２
０
２
０
／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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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能力、创造与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与反思能	


力、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等。	


第三，
基于学校发展需求 ，

开展更广泛的校际	


合作与交流。 随着学校治理的不断完善以及学区制	


与集团化发展， 教师研修可进
一步加强校际交流 ，	


优化培训管理机制 ， 充分利用教育集团或集群、 学	


区内的优质资源， 加强学校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资源	


共享，
运用信息化手段跨越时空开展校本研修，

为	


教师和学生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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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潇  北京教育学院

邓春香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

高阶思维是发生在较高认知

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较高层

次的认知能力，主要由问题求解、批

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构成，在教

学目标分类中表现为分析、综合、评

价和创造。[1]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学

习者高阶思维的发展，是当前高阶

思维教学研究的新视角，也是信息

化教学研究的核心。研究表明，信

息技术及其所构成的新型学习模

式，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者高阶思维

的发展，而定位于促进高阶思维，也

正是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化教学

模式开发的价值与前景所在。[2]本

文对信息技术如何与小学数学教

学进行深度融合，由此培养学生数

学高阶思维进行了实践和探索。

● 信息技术的工具性特点 

Flash软件和互动反馈技术是

中小学教学中较为常用的两种信息

技术，本文中的信息技术主要指这

两种技术。

1.Flash软件

Flash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信息

技术，普遍应用于课堂教学和微课

中。Flash包含矢量图、声音、图片等

元素，具有强大的绘图和编辑图形

功能，在Flash编辑状态下，学生可

以对图形进行复制、粘贴、割补、拼

接、变换颜色等操作。

2.互动反馈技术

“按按按”互动反馈技术是一

种基于多媒体教室环境的课堂教

学技术，是由师生群组遥控器、接

收器及数字化教学软件平台构成

的互动反馈应用系统。它能够及时

准确获得、分析和处理学生学习情

况真实反馈的信息。课上，学生利

用遥控器进行选择参与互动，也可

以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利用平板完

成这一操作。

互动反馈技术在教学中有两

个明显的功能：互动参与性和差异

显性化。互动参与性体现在教师或

学生在课堂上根据教学内容提出

问题，全体学生通过按遥控器或平

板选择答案参与互动；差异显性系

统体现在能够自动收集反馈信息、

将差异分类并自动统计，教师可以

通过翻牌、查看统计等功能，解释

认知差异，使全体差异显性化、可视

化。这两大功能充分体现了《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

即教育技术不能仅停留在学习环

境，而是要嵌入学习系统中去；不仅

要做到常态化应用，更要达成全方

位创新。

● Flash：在三次应用中促进

高阶思维

Flash作为数学教学中的一个

常用工具，依托其动态性、直观性、

便捷性的特点，彰显了它在数学课

堂中的强大生命力。Flash能充分展

示复杂图形的变换和构成，从而将

抽象的图形变得更加具体，便于学

生掌握图形的变化规律，理解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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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和内化，便于学生寻找思

维路径及思维发现。

案例：《周长和面积的关系》。

问题：学校计划在校园后面的小

公园内开辟出一块地种药材，准备了24

米的围栏，要使面积尽可能大，你有什

么好办法？你发现了什么？

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只研究

在周长相等的情况下，正方形和圆

这两个图形哪个面积大。事实上，

这道题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

学生会想到还有可能围成除正方

形和圆之外的图形。本案例中，教

师围绕学生制作好的图形进行总

结，此题转变为“在周长相等的情

况下，正方形、正六边形、正八边

形和圆，哪一个图形围成圆的面

积最大？为什么？”，学生三次应用

Flash则可以使探究的过程较好地

展现出来（如图1）。

第一次应用Flash：为了方便

观察比较，让学生在方格图中操作

图形。学生打开Flash，选择一条线

段，然后将这条线段复制为4条以

上。接着依次制作图形：将第一条

线段平均分成三段，围成三角形；

将第二条线段平均分成4段，拼成

正方形；将第三条线段平均分成6

段，围成正六边形；将第四条线段

平均分成8段，围成正八边形；将

最后的这条线段围成圆。

图形制作完成后，开始观察，

初步判断哪个图形面积大。因为

图形在方格背景中，所以通过数

方格的方法，能初步判断哪个图

形面积大。接着利用所给数据计

算、分析、推理，比较出哪个图形

面积大。在这一活动中学生遇到

了困难：围成正六边形后，把正六

边形平均分成六个三角形来计算

面积，但不会计算一个三角形的

高，正八边形也存在着同样的困

难。这时教师引发学生进一步思

考：探索图形中的规律时，遇到困

难后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启

发之下，学生想到把这些图形转化

为一种图形，以便比较。

第二次应用Flash：在Flash编

辑状态下，学生又一次展开了深入

的探究活动。他们把三角形分成更

小的三角形，转化为梯形；把正六

边形、正八边形都转化为平行四边

形，最后把正方形也转化为平行四

边形。

第三次应用Flash：由于Flash

使用起来灵活便捷，学生在此基础

上，把转化后的图形再一次进行转

化，都转化为长方形。操作探究后，

学生眼前一亮，观察转化后的图

形，通过比高就能判断了，这几个

长方形的高越来越长，发现围成圆

的面积最大，由此得到研究的结论

（如图2）。

活动中，学生经历了对图形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关

联已知和未知的图形特点，通过

渐进的过程和稳步的改善，把图

形的转化过程逐渐演变成一种更

好的状态。Flash带来的教学变

革，最大的价值在于使原来看起

来挑战性过强的任务变得完成起

来相对轻松，把不确定因素加以

确定，帮助学生产生高阶思维，发

展高阶思维。

图1  三次应用Flash的过程 图2 学生探究图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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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反馈技术：在两次选

择中促进高阶思维

互动反馈技术的功能特点是，

通过学生的即时反馈，能够使教师

在教学中实现对学生的认知特点

和学习特征的诊断，不断评估学生

的优势潜能和最佳学习方式，设计

个性化的学习推送方案，探索灵

活、智能的教育教学新环境，实现

教学的动态生成。

案例：《确定起跑线》。

问题：计算两条相邻跑道的差(如

图3)，你认为最关键的是（    ）。

①跑道长度②圆周长（弯道长度）

③其他

第一次选择：学生利用互动反

馈技术的遥控器进行选择，参与互

动，26%的学生选择第一个选项，

74%的学生选择第二个选项，没有

学生选择第三个选项。揭示反馈信

息后，学生自发展开争论，发现跑

道上下两部分是直道，长度是相等

的，所以跑道的差与两个弯道也就

是圆周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充

分照顾到26%的学生，教师让这些

学生分析了自己的思维变化过程。

至此，学生对问题的感知由模糊状

态转变为聚焦问题状态。

此时，教师结合这一问题，引

发学生进一步深入思考，根据所给

数据再次研究。探索活动后，仍然

对上面同一个问题进行第二次选

择，了解学生在这次研究后到底发

现了什么，以便沿思维路径寻找下

一步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次选择：没有学生选择第

一个选项，有68%的学生选择第二

个选项，有32%的学生选择第三个

选项。32%的学生结合计算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认为“道差”与“道宽”

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发现确定起

跑线的位置只需知道内圆和外圆的

半径差或道宽即可，通过研究发现

了规律，实现了教学难点的突破。

学生在深度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产

生了求异思维，萌发了创新思维。

依托互动反馈技术，以“核心

问题”为载体，同一个问题的两次

选择，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从教

师教的层面看，能够使教师找准学

生认知起点，确定解决问题的突破

口，精准把握学生对规律的研究状

况，探寻适合的思维路径与方法组

织活动，使教学活动的设计、策略

的选择更切合学生的需要；从学生

学的层面看，学生能够带着自己真

实存在的问题，进行“真思考、真研

究、真发现”，在交流中不断产生冲

突，不断否定不合理的、不合适的，

体会确定起跑线的意义，掌握确定

起跑线的方法。

● 结语

在数学教学中，运用Flash可

以打通探索图形规律的通道，帮助

学生实现方法多样、思维深化和

不断创新。基于互动反馈技术的教

学，以问题的提出、发现和讨论为

起点，可以使学生思维可见，循着可

见的思维，围绕布鲁姆教育目标分

类学中的分析、综合、评价等高阶思

维目标，引导学生经历解释、洞察、

自评、质疑、想象、迁移的过程，培

养高阶思维。

֖࿔၅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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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王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小学生学科能

力表现研究”从 2011年开始，进行了 6年持续深入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构建了基于核

心素养的学科能力构成及其表现的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研发了学科能力表现系列测评工具，基于大数据

建立了学生学科能力表现的水平及影响因素模型，诊断了学生现状；建设了核心素养学科能力评、学、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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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学教学衔接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发挥评价的诊断和导向功能是解决该问题的新尝试。以

北京市某区初一年级数学前测为例，探讨如何制定测试的内容框架和能力框架，呈现部分试题，并从学科能力

的角度进行分析。据此提出初一前测命题应符合课程标准、应服务于考查目标、应体现诊断功能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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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衔接，一般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与初中

的衔接，特指六年级与初一年级的衔接。多年以

来，中小衔接问题一直是数学教育上的一个难题，

主要表现在小学生升入初中后对数学学习产生的

陌生感和落差感，中学教师把学生不适应的情况归

因于小学教学没有为学生的中学学习做好铺垫。

课程改革之前中学和小学分别设有独立学段的大

纲，之后的新课标教材呈现一纲多本，目前小学和

初中独立建校的情况仍占多数，特别是一线中小学

教师互不了解彼此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情况，以上这

些因素都对中小学数学衔接造成很大的困难。我

国 2012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11年版）》），体

现了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整体性，在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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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划分为3个学段，在各个学段

安排 4个学习领域的内容，从结构设置上加强小学

和初中数学的联系,有利于更好地完成义务教育阶

段的任务和目标，消除之前造成不衔接的部分因

素；但是，由于中小衔接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衔

接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近年，国内学者对中小衔接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进行了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初一新生不适应初中

数学学习主要存在以下原因：小学数学的基础知识

和技能不扎实，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方法不适应，学

生的学习方法不适应初中阶段学习，学生的思维方

式和水平跟不上初中数学学习[1]。关于中小衔接问

题解决对策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提出要关注数学

教材知识的衔接、数学教师教学衔接、学生数学学

习的衔接，且普遍认为重点是学生数学学习的衔

接，重中之重是做好学生的数学思维和能力的衔

接。另有研究指出，中小学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之

一是“重理论不重实际，对思维发展的现状定位不

准”，认为现在的儿童思维发展水平已经超出之前

的皮亚杰研究定论，因此，有必要在小学阶段更加

关注学生的数学思维训练和发展[2]。以往研究多是

从教材内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角度提出解决

中小衔接问题的方法和建议，特别是提出学生数学

思维的衔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教学中应多加关

注，但是从评价命题的角度探讨中小衔接问题的研

究尚不多见。

教学、学习和评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评

价具有导向功能，影响教的行为、学的行为和教育

管理者的行为。从评价结果的应用来看，评价以促

进学生学习为根本目的，将评价结果得到的信息作

为改进教学的依据[3]。因此，发挥评价的导向与诊

断功能，对促进中小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

促使小学教师的教学能够更好地为初中学习做准

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学教师在了解初一年级新

生现有基础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从实践层面

看，一些地区已开展了初一年级新生的前测工作，

着重对初中、小学都涉及的学习内容以及必要的能

力进行了考查。从评价类型看，初一年级前测属于

配置性测评，回答了“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后续

学习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的问题[4]。笔者参与了北

京市 F区初一年级前测的命题和反馈工作，本文将

以此为例，对基于中小衔接的初一年级数学前测如

何开展才能考查学生必备的数学能力进行探讨。

1 测试框架

初一年级前测既可以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

握情况，又能够考查学生所具备的数学能力，因此

包括内容和能力2个维度。

1.1 内容维度

初一年级前测的内容基本需要覆盖《课程标准

（2011年版）》第二学段中的二级内容项目：数的认

识、数的运算、式与方程、正比例与反比例、探索规

律、图形的认识、测量、图形的运动、图形与位置、简

单数据统计过程、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等，由此

体现《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六年级毕业生的基

本要求。

“数与代数”一直是小学和初中学习的重点和

难点内容，因此在中小衔接测试中可以适当加大

“数与代数”内容的考查比例。在F区中小衔接测试

中，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 3大内容领

域的分值比率约为7∶2∶1（见表1）。

1.2 能力维度

为了进一步区分学生的数学能力，命题借助

“3×3数学学科能力框架”[5]，对《课程标准（2011年

版）》中“了解、理解、掌握、运用”4个结果性目标进

行细化。该框架将数学学科能力分为学习理解、

应用实践、迁移创新 3个水平，每个水平再细分为

考查内容 题数/道 分值/分

数与代数 20 72
图形与几何 5 17
统计与概率 3 11

表1 北京市F区初一前测试题的内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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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要素，具体能力要素内涵界定如表 2所示；同

时，该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考查了学生的数学核

心素养。

F区初一前测以“3×3数学学科能力框架”作为

能力维度的框架，考查学生在各个能力层次的表

现，试题的能力分布见表3。

在A1至B3的基础能力中，重点考查学生在“计

算与操作（A2）”层级的表现，旨在了解学生对于基

础技能的掌握情况；对于“解释与交流（A3）”和“分

析与概括（B1）”2个能力层级的考查，旨在判断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理解程度，是否具备了进一步学习的

基本能力；对于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则通过“简单

问题解决（B3）”层级的考查予以实现。

除考查以上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之外，促进中

小衔接的前测还需要评价对初中学习起着关键作

用的高层次数学能力。F区前测还对“综合应用

（C1）”“猜想与发现（C2）”和“探究与建模（C3）”3个

高层级能力进行了考查，其结果可以为初中教师将

开展的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同时也可以反映出该区

小学教学中是否关注了学生高层次能力的发展。

2 测试题目与分析

在制定测试框架、编制命题细目表之后，最重要

的环节就是试题的命制。以下呈现F区初一年级前

测中的部分试题，并从学科能力的角度作出分析。

2.1 考查“解释与交流”维度的试题

“解释与交流”维度主要考查学生能否利用数

学对象对具体情境中的现象进行解释，能否通过举

例或者画图的方式解释数学对象，即考查学生对数

学概念和数学技能是否理解。1976年，Skemp首次

提出关系性理解和工具性理解的概念，讨论了关系

性理解（知道如何做某事和为什么做某事）和工具

性理解（知道法则但不知道理由）之间的区别。

Skemp认为，尽管基于工具性理解教学更容易、更直

接，能更快地得到答案，但是基于关系性理解的教

学更有价值，因为它能够使学生适应新任务，促进

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6]。《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

指出，教师既要关注数学学习的结果，也要关注数

能力维度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题号 1，2 4, 25, 7, 28（1） 13 15, 16, 24, 27 10 18, 28（2） 28（3）
3, 11, 12, 14, 19, 20, 21,
22（1）, 26（1）, 26（2）

5, 6, 8, 9, 17, 23,
22（2）, 26（3）

表3 北京市F区初一前测试题的数学能力分布

从记忆中直接提取知识；能辨认给定数学对象；能回忆数学概念、法则、命题等的定义或含义

即简单的计算和操作技能，能进行计算并解决问题。能进行简单的作图、测量、折叠等；能对数据进

行简单整理与描述

利用数学对象对具体情境中的现象进行解释。能（举例）说明概念、命题、算式、图表或图形中的数

量关系、图形性质和变化规律；能与他人交流各自解决问题的算法和过程，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能从具体数学问题情境中分析应采用的相关知识，从记忆中提取知识的同时进行概括和整理

通过归纳、类比等推断结果；能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证明

用单一知识点解决数与代数、几何与图形、概率与统计中的简单实际问题

解决由多个“知识点”构成的综合性的纯数学的问题

在新的情境下猜想探究出新知识，提出新的问题；发现数学的模式或规则

能用所学的新知识探究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能从复杂情境中抽象出数学问题，借助数学语言、符号、

定理等构建模型并据此解决实际问题

A1识别与回忆

A2计算与操作

A3解释与交流

B1分析与概括

B2推理与论证

B3简单问题解决

C1综合应用

C2猜想与发现

C3探究与建模

能力要素 内涵界定

学
习
理
解

应
用
实
践

迁
移
创
新

表2 3×3数学学科能力框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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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习的过程，从而帮助学生在知识与技能之间保

持平衡。

例 1（测试卷第 23题）画图表示“
1
2
×
2
3
= ?”的

过程和结果 .

就运算而言，很多学生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的状态，缺乏对算理的认识。例 1主要考查

学生能否理解分数乘法的本质意义，并通过直观的

方式进行呈现。与之相应，对于乘法公式运算过程

的考查也是初中代数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图 1是例 1的正确答案，学生首先需要将 6块方

格中的 3块打上斜纹，体现出对“
1
2
”的认识；其次学

生需要将 3块斜纹方块中的 2块

标记出来，体现出对“
1
2
的
2
3
”的认

识。学生只有具备了通过合理的

方式描述运算过程的能力，才说

明学生达到了“解释与交流”的水

平。此外，该题也考查了学生的

直观素养。

2.2 考查“简单问题解决”维度的试题

许多数学教育专家对于学生在文字应用题中

的表现进行了系列研究，一致认为，文字应用题是

学生在学习代数过程中需要面临的挑战。在文字

应用题中最大的困难是学生需要将“故事”转化为

正确的代数式。Bishop提出，自然语言与代数语言

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学生在中小衔接阶段面临的三

大困难之一[7]。

例 2（测试卷第 27题）从 2016年 1月 1日开始，

某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正式实施，一般生

活用气收费标准如下表所示 .

小强家 2017年全年使用天然气 510 m3，需要交

多少元？

Van de Walle指出，变化率问题有着广泛的应

用，因为它涉及很多学生熟悉的情境，如速度、油

耗、利润和支出等[8]。如果使用学生熟悉的情境呈

现函数，小学生也可以对函数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如四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分析植物高度随时间变化

的生长状况。

阶梯价格是学生非常熟悉的生活情境，可以用

于了解学生的模型素养。在该题中，学生首先需要

阅读表格信息，结合小强家 2017年全年用气量，判

断出小强家的用气量属于“第三阶梯”；再根据试题

背景信息，正确理解“阶梯价格”的实际含义，否则

有可能在计算费用时将价格全定位于 4.0元/m3；最

后列出算术表达式，得到答案。本题的重点和难点

出现在对表格信息的理解上，只有正确理解了问题

的实际情境并顺利地解决问题，学生才能达到“简

单问题解决”的能力层级。

2.3 考查“综合应用”维度的试题

“综合应用”维度主要考查学生能否具有解决

由多个知识点构成的纯数学问题的能力。为了更

好地体现“字母表示数”在中小衔接数学学习中的

重要意义，为初中的代数学习做好准备，在F区的测

试中突出了对学生代数思维的考查。

例 3（测试卷第 10题）数轴上，两点的位置如

下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1
a
< 1 B. b - a < 0

C.
1
b
< 1 D. ab > 2

学生在小学阶段对于“字母可以表示任何数”

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再加上学生已经学过“数线”

的知识，可以通过“数线”估计数的大小，因此学生

具备解决该问题的知识基础。Darley指出：“只有当

用气量/m3/年 价格/元/m3

第一阶梯 0~350（含） 2.0
第二阶梯 350~500（含） 2.5
第三阶梯 500以上 4.0

某市居民用气价格方案

白永潇 等：促进中小学数学教学衔接的初一年级数学前测命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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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数，以及数和字母之间的联系产生了深刻的

理解，他们才能够顺利地实现数与字母之间的相互

转化。”[9]在该题中，学生需要掌握以下 3点：一是理

解数线上字母 a、b的意义；二是根据数线，对 a、b的

大小进行估计；三是理解代数式
1
a
、
1
b
、ab的意义，大

致判断它们的大小。学生只有正确地解决以上问

题，才能达到“综合应用”的能力层级。

2.4 考查“探究与建模”维度的试题

“探究与建模”是“3×3数学学科能力框架”的最

高层级。在该层级中，学生需要用所学的新知识探

究解决新问题的方法。独立思考、学会思考是探究

的核心，归纳概括得到猜想和规律并加以验证是探

究的重要方法。探究是初中阶段学生学习数学的

重要途径，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例 4（测试卷第 28题）古埃及人在进行分数运

算时，只使用分子是 1的数，因此分子为 1的分数也

被称为埃及分数 .我们注意到，某些埃及分数恰好

可以表示为两个埃及分数的差，例如
1
6
=
1
2
-
1
3
，

1
12
=
1
3
-
1
4
，
1
20
=
1
4
-
1
5
......

①请按这样的规律再写出一个埃及分数，并表

示为两个连续埃及分数的差；

②能这样表示的埃及分数有很多，请用适当的

方式表示出这个规律；

③结合上面的发现，计算出
1
30
+
1
42
+
1
56
+

1
72

的值 .

在设计考查学生探究能力的问题时，命题往往

需要由浅入深，注意难度梯度；通过子问题的设

置，给学生足够的提示，搭好解决问题的“脚手

架”。例 4分为 3个问题，在题干中，通过举例的方

式让学生认识某些埃及分数的特征。第①问考查

了“分析与概括（B1）”能力，学生需要分析给定等式

两边的结构，归纳出共同的特征，再写出一个类似

的含有埃及分数且满足给定条件的等式，能够正确

回答则说明学生达到了B1水平。第②问考查了“猜

想与发现（C2）”能力，从第①问的初步认识规律并

举出例子，到通过归纳发现规律并正确地表示出

来，是能力层次的提升。第②问的答案并不唯一，

发现的规律用文字叙述、字母表达均可；能正确回

答出第②问说明学生已经具备在新的情境下猜想

探究出新知识、发现数学的模式或规则的能力，达

到了C2水平。第③问考查了“探究与建模（C3）”能

力，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分数计算问题，如果学生

能将在第②问中发现的规律在第③问中进行应用，

说明学生已经具备了能用所学的新知识探究解决

新问题的能力，即达到了C3水平。在该题中，从发

现规律、表达规律到应用规律，环环相扣，适合于考

查学生的高层次思维。通过对该问题的解决，可以

使学生通过深入的数学思考，获得解决数学问题的

策略，积累数学探究的经验。

3 结论与启示

在初一年级数学前测命题工作中，不但要考查

学生所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需要考查

学生的数学能力。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关注以下

3个方面。

首先，命题应符合课程标准。《课程标准（2011年

版）》是义务教育数学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的指导

性文件，同时也是初一年级前测命题的基本依据。

命题应符合课程标准的精神，考查的内容基于《课

程标准（2011年版）》中第二学段的内容，考查初一

年级新生的核心知识和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命题应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不适宜出现小学奥数

的试题。

其次，命题应服务于考查目的。初一年级前测

考查对象是从小学刚刚升入初中的学生，主要目的

是考查学生进入初一年级的“预备状态”，了解学生

是否具备了初中学习所需要的必备知识和能力，发

现学生哪些内容掌握得较好，哪些内容还存在困

难，为初中教师进行针对性教学提供依据，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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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小学衔接。在命题中，既要体现出初中生数

学学习需要具备的重点知识和重要技能，如数的运

算、字母表示数等内容以及运算技能和合情推理等

能力，又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较难试题，用以考查

学生较高层次的能力，以解决中小衔接主要反映在

小学生数学思维能力不能适应中学学习的问题，如

考查对于中学数学学习很重要的“解释与交流

（A3）”“推理与论证（B2）”“猜想与发现（C2）”“探究

与建模（C3）”等能力。

最后，命题应体现诊断功能。本次测试采用

“3×3数学学科能力框架”，对《课程标准（2011年

版）》中用“了解、理解、掌握、运用”等术语表述学习

活动结果目标的不同水平进行了细化，并进行了相

应的描述，能够更为精确地考查不同学生的数学能

力及学习特点。小学教师根据测试反馈，可以有目

标、针对性地改进自己的教学；中学教师根据测试

反馈，可以准确地了解初一年级学生整体及个体的

学习起点与特点，采取措施提前对学生的中学数学

学习进行规划和调整。因此，基于学科能力框架的

初一年级前测命题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小

学数学教学衔接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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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tem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Pretest in Grade Seven to
Promote the Connec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AI Yongxiao1，2, CAO Chen1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linkup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alway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it is a new attempt to solve this problem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iagnostic and guiding functions of

evaluation. Taking a mathematics pretest of grade seven in a certain district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evelop the content framework and competency framework of the test, presents some test items,

and analys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competencies. According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tem

development of pretest for grade seven should conform to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serve the examination

objectives, and embody the diagnostic function.

Keywords: teaching connection; item development for mathematics; pretest; subject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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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北京教育学院 2019 年科研课题立项通知书

汤丰林老师：

您申报的北京教育学院 2019 年科研课题，经过专家组评审，院长办公会审

批，通过公示批准立项。具体情况如下：

课题名称：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学习状况与策略研究

课题编号：ZD2019-02 课题类别：重大课题

结题时间：2021 年 12 月 经费额度：30 万元

根据学院有关规定，课题负责人接受立项后，您及所在部门需遵守以下规定：

1.课题负责人按照《北京教育学院 2019 年科研课题申请书》设计内容认真

开展各项研究工作。

2.课题负责人严格遵守《北京教育学院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京教院科发

〔2019〕1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北京教育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京教院科发〔2017〕2 号）的相关规定，做好执行预算相关工作，保证按时完

成研究任务，报送研究成果。

3.接到此通知后，重大课题将由科研处统一组织开题，重点关注及一般课题

由课题负责人所在部门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组织开题。所有课题负责人请按照

研究周期，以部门为单位报送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研究报告、最终成果等至科

研处。

4.科研课题研究经费将根据课题负责人在《北京教育学院 2019 年科研课题

申请书》中编制的“经费预算”总额、年度预算以及编制的执行预算，按年度拨

到课题负责人所在账户，由财务处统一管理。课题负责人须在 2019 年 7 月 8 日

前将执行预算表提交到科研处，逾期将停止拨付课题研究经费。

5.课题研究过程中如有《管理办法》第四章第十二条规定的重要事项变更情

形，请依据变更程序，填写《北京教育学院院级科研课题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

（可于学院内网办事指南中下载），并及时报送所在部门同意后，提交科研处。

6.课题立项后，课题负责人应按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课题档案，包括立项通

知书（证书）、课题申报书、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表、结题申报书、结题报告、

成果主件、结题证书等重要资料。

7.课题负责人须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中结题成果的基本要求，以及申报时

填报的最终成果完成课题结题成果。课题结题成果发表均应独家注明“北京教育

学院 2019 年科研课题+课题名称+课题批准号”。课题负责人本人担任第一作者

或独立作者的成果应达到《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结题成果基本要求。

科研处

201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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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学院“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 5月 20日电（记者孝金波）2019年 5月 18日，

北京教育学院举行温寒江“学习与思维”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暨“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95岁高龄的北京教

育学院老院长温寒江，被授予了“北京教育学院荣誉教授”称号。

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王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

群为北京教育学院“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揭牌。

25年来，38 所北京市院校参加“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实验

会上，温寒江为大会作“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报告”。他以

历时 25年，基于思维发展的“学习学”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



呼吁与会教师从思维发展角度研究学生学习规律，改革课堂教学

方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死记硬背、高分低能、抽象难懂等课

堂现象，为解决学生负担重、缺乏思维空间，教师教学方法陈旧

低效等问题，温寒江潜心开展研究与实践，先后主持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八五”、“九五”、“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重点

课题，为基础教育课堂开出了“发展形象思维”的药方。他主编

的《开发右脑——发展形象思维的理论和实践》一书问世，获得

教育领域广泛关注。自 1992年起，他带领基层教师与校长以当

代脑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的形象思维为切入点，坚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持续开展了脑科学在教育应用中的研究，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与思维”理论体系。其撰写了理论专著

《学习学》（上下卷），2019年获得了第 15届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主编出版了 22册系列《脑科学思维教

育丛书》，形成了以思维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特色鲜明的学习学理

论体系。

“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历时 25年来，先后有 38所北京市

中小学、幼儿园、培智学校和高等学校参加课题实验，参加研究

和实验的人员达 2000余名。该课题也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众研究课题中历时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课题，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王宁表示，温寒江老先生从事

教育工作七十余载，他的教育生涯伴随着新中◿的成长，积累了

丰富的教育经验，为首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北

京教育学院举办“学习与思维”研究与学术研讨会，并成立“学

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这笔极其珍

贵的科研财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指出，温寒江先生

多年来致力于“学习与思维”的研究与实践，积极助推了学校课

程改革的深入开展。

校长谈实践：“4年完成 6年的数学教材”“打破学科间界限”

围绕“学习与思维”理论及“学习学”课题成果，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李奕，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钟祖荣以及朝阳实验小学校长陈立华、北京

小学广内分校校长桑海燕进行了微报告分享。

作为“学习与思维”研究实验基地校之一，朝阳区实验小学

校长陈立华表示，该校实践“学习学”理论，在小学数学教学改

革中，通过将相同思维方式的知识整合教学的方法，用 4年左右



的时间完成了 6年的数学教材，不仅缩短了实际教学时间，更突

破了小学数学教学的整体问题，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各种思维能

力。

北京小学广内分校校长桑海燕回忆了参加温老课题组、在温

老指导下将开发形象思维理论应用于课文《荷花》的教学案例。

《荷花》一课的教学难点是理解荷花开放时的种种姿态,体会荷

花的美。根据温老“必须用直观的形象材料充实学生的感知（视

觉的、听觉的、触觉的等）丰富学生头脑中表象的积累”的研究

观点，桑海燕在教学中设计了运用投影片、☀画、表演等手段，

通过添加音乐，点燃熏香，引导学生体会和想象，让学生理解课

文里的语言。桑海燕还综合运用课题组的成果，要求孩子们课前

多次阅读文章，理解内容；请教美术老师，师生一起动手制作教

具；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排练舞蹈。这些做法整合了既有课程资

源，打破了学科间的界限，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性。激发感知

生成的做法，产生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将培育“种子教师”

为使“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

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北京教育学院成立“学习与思维教

育研究中心”并举办首期研修班。

就“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的发展，任友群提出，一是

立足于以学习研究为先导，把研究中心建成一个引领基础教育理

论研究的前沿；二是立足于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特别是全脑的

培养，鼓励孩子全面成长；三是立足教师培养和培训，在教师发

展上倾注更大力量。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汤丰林解读了首期“学习与思维”骨干

培训者高级研修班实施方案。首批 27名学员将开展技能与知识

的学习过程、记忆及其研究进展、脑科学与心理发展、学习科学

研究、学生差异及个体化教学等方面的系统培训。这些学员来自



北京市、区各级教师培训者队伍和“学习与思维”课题组中小学

实践基地骨干教师和校长，经过为期一年的培训，将成为“种子

教师”，进一步在教学实践中转化、应用和推广课题研究成果。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司长任友群、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郑登文、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

北京教育学院相关领导，北京部分高校领导、各区教委领导、区

培训机构领导及骨干培训者，“学习与思维”实践基地校长及负

责人等出席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揭牌仪式。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来源：新华网

5月 18日，温寒江“学习与思维”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

“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教育学院举行。“学

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为使“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

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北京教育学院成立“学习与思维教

育研究中心”并举办首期“学习与思维”高级研修班。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汤丰林介绍，研修班课程围绕“学习与

思维”课题成果的研究与应用进行设计实施，首批 27名学员将

系统开展“学习与思维”中关于技能与知识的学习过程、记忆及

其研究进展、脑科学与心理发展、学习科学研究、学生差异及个

体化教学等方面的系统培训。这 27名学员分别来自北京市、区

各级教师培训者队伍和“学习与思维”课题组中小学实践基地骨

干教师和校长，经过为期一年共计 240学分的培训，他们将通过

主题课程、基础课程、自主学习、课题研究和考察学习五个模块

的系统学习，成为“种子教师”，进一步深化研究，在教学实践

中转化、应用和推广“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成果。

据悉，为期一年的培训结束后，首期“学习与思维”高级研

修班将形成三个“一”的成果：即形成一支对“学习与思维”课



题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培训和推广的骨干队伍；形成一批研究成

果，包括若干个人成果和三项集体成果；围绕“学习与思维”理

论与应用研究进行☀书资料、电子资源、网络平台和 APP应用

平台建设，为培训和研究提供一系列资源支持。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

中心”的发展一要立足于以学习研究为先导，把研究中心建成一

个引领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沿；二要立足于人才培养和人才成

长，特别是全脑的培养，把教和学研究透，鼓励我们的孩子全面

成长；三要立足教师培养和培训，在教师发展上倾注更大力量。

会上，95岁高龄的北京教育学院老院长温寒江被授予了“北

京教育学院荣誉教授”称号，并作了“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报告”。



北京教育学院举行温寒江“学习与思维”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北京教育学院日前举行温寒江“学习与思维”研究与实践学

术研讨会暨“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会上，95

岁高龄的北京教育学院老院长温寒江，被授予“北京教育学院荣

誉教授”称号。

20世纪 80年代，面对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死记硬

背、高分低能、抽象难懂等现象，为解决学生负担重、缺乏思维

空间、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低效等问题，温寒江潜心开展研究与实

践，先后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九五”“十五”“十

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为基础教育课堂开出了“发展形象思维”

的药方。自 1992年起，他带领基层教师与校长以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为指导，以当代脑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的形象思维为

切入点，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持续开展了脑科学在教

育应用中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与思维”理论体系并

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历时 25年来，

先后有 38所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培智学校和高等学校参加

课题实验，参加研究和实验的人员达 2000余名。

作为“学习与思维”研究实验基地校之一，朝阳区实验小学

校长陈立华表示，该校实践“学习学”理论，在小学数学教学改



革中，通过将相同思维方式的知识整合教学的方法，用 4年左右

时间完成了 6年的数学教材，缩短了实际教学时间，有效培养了

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

为使“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

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北京教育学院成立“学习与思维教

育研究中心”并举办首期“学习与思维”高级研修班。研修班课

程围绕“学习与思维”课题成果的研究与应用进行设计实施，首

批 27名学员将系统开展“学习与思维”中关于技能与知识的学

习过程、记忆及其研究进展、脑科学与心理发展、学习科学研究、

学生差异及个体化教学等方面的系统培训。



市委教工委书记点赞95岁老教授

来源：现代教育报 第 A04版

本报讯（记者 雷灵）近日，北京教育学院举办温寒江“学

习与思维”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９５岁高龄的北京教育学院

老院长温寒江被授予“北京教育学院荣誉教授”称号。研讨会上

还成立了“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现场，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宁，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司长任友群为“研究中心”揭牌。

当天，温寒江作了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报告”。据悉，上世

纪八十年代，面对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死记硬背、高分

低能等现象，为解决学生负担重、缺乏思维空间、教师教学方法

陈旧低效等问题，温寒江潜心开展研究实践，他主编的《开发右

脑——发展形象思维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获得教育领域广泛关

注。时任◿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读后在书上写了１００多条批注，

该研究成果对当时◿家出台相关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１９９２年起，温寒江带领基层教师与校长，持续开展脑

科学在教育应用中的实践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与思维”

理论体系。其撰写的理论专著《学习学》获得了第１５届北京市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出版了２２册系列《脑科学·思

维·教育丛书》。“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历时２５年，先后有



３８所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培智学校和高等学校参加课题实

验，参加研究和实验的人员达２０００余名。

研讨会现场，王宁点赞温寒江，对其历时２５年的课题研究

成果予以高度评价。他表示，温寒江先生从事教育工作 70余载，

其教育生涯伴随着新中◿成长，为首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

贡献。

围绕“学习与思维”理论及“学习学”课题成果，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李奕，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钟祖荣以及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

立华、北京小学广内分校校长桑海燕进行了微报告分享。

据悉，“研究中心”成立后，还将举办首期“学习与思维”

高级研修班。这意味着今后北京教育学院将通过搭建专业平台，

开展研究、培训等活动，推动“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

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围绕“研究中心”的发展问题，任友群建议：一是坚持以学

习研究为先导，把研究中心建成一个引领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前

沿阵地；二是立足于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特别是全脑的培养，

鼓励孩子全面成长；三是立足教师培养和培训，在教师发展上倾

注更大力量。



研讨会上，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汤丰林解读首期研修班实施

方案时表示，首批２７名学员将开展“学习与思维”系统培训，

具体包括关于技能与知识的学习过程、记忆及其研究进展、脑科

学与心理发展、学习科学研究、学生差异及个体化教学等方面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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᮷กጮ!ᦜग़սᐹጱරᙙૡ֢ᘏ੪ฎڂ፳රᙙ
ᥢጱਜ਼᯿"ԅᦜग़ኞ౮ۑጱӞኞॽਧԧࣙਫ
ጱचᏐ! ԏಅզᥝසරᙙᥢ"ฎࢩԅᬲᙧර
ᙙᥢฎᥝکݑధᗖጱ" य़کਡᥡᘏӾᥡ٬
ᒽ"ੜکӤӞᜓ᧞#॒ቘӞկԪ#ଆۗӞӻݶ!
ᬲᙧරᙙᥢଉଉݐፘݍጱᕮຎ"ኜᛗ᭜౮ق
ੴጱ०ᘏ᭜౮ӞӻՈጱᕣ᭳! ग़ଙզ
"ᬯጱරᦒ૪ᕪํஉग़"ᝒ१ԞӧᎣ᭲ݰᬦ
ग़!ᔰᨶරᙙ੪ฎṛᔰᨶᘌᬰᤈጱරᙙ! ਜ਼
᯿සරᙙᥢฎṛᔰᨶᘌጱ๋᯿ᥝጱ

կ"ྋฎचԭᬯᐿቘஷ"ჅᘌӨ՜ጱࢫᴚ
ᚆতᕣӧႿࣈᥢጱൎ֢ԅරᙙදᶐ

ጱڹ!
ٌེ"ᥝࣙ೮ӧౝࣈറᔱරᙙᥢ! Ոժ

ᥢጱᦊᦩฎӞӻӧෙਠ࠺# ӧෙႮ۸ጱᬦ
ᑕ! ᕳ౯ժᑌᔴԧӿܹጱ"ێԧۘڊ؉Ոԅྌڹ
ᔜᐟᨰ"֕ฎդጱݒᬢ#ᐒտጱᬰྍֵරᙙ
Ԫӱᶎᦜग़ෛጱӧᭇଫ" Ծኞᦜग़ෛጱࢯజ"
ᘒෛጱᑀᎸᑪ౮ຎጱӧෙႀሿ݈᩸Ոժ

ܻํᥢጱᘍ"ԭฎᥢൎጱᬰᑕԞ੪֎
ᵋ፳ᥢӧෙറᔱጱᬦᑕ!

Ⴥᘌ੪ฎӾੜ᧞झරฦ᭭ਂ

ᚆᒵ֗ړುᵙ#ྒᦕᏝᙧ#ṛ#ޱጱນᆳԓࣁ
ሿଃጱࢯజݎڊᦶࢶറᔱᳯ᷌ጱዩᕮಅࣁ"
ଚኧྌఽکරᙙቘᦞጱᗌ०!ᚏᑀᎸᑪጱᬰ
ԅᬯᐿറᔱ׀ԧ᯿ᥝጱׁഝ!՜ժᖌ֢ԅ
ᚏᑀ౮ຎࣁරᙙӾଫአጱᕮݳᅩفڔᅩ"᭗
ᬦᎸᑪᦶࢶ୮ڹරදᶐᥤᖌ#ᚙᐶ
ᖌጱቘᦞٌ݊ߥ୮Ӿࢧ୭کԟጱच᷌"
Ԟ੪ฎԟӨᖌӤ!ᬯᶱᎸᑪӷᐿᖌጱ
चฬᚆቘᦞݎڊ"ᇙڦฎํᰒࣈ#զݎ
୵ᖌӨරᙙጱىᔮԅᎸᑪ᯿ᅩ"Ꮘԧᳩ๗
զᖌᎸᑪ୩᧣ܔӞುᖌጱੴᴴ!ࣁᬯ
ӻचᏐԏӤ݈ᬰӞྍᎸᑪԧᖌݎጱقᶎ"
ଚӬᖌጱقᶎݎՈጱقᶎݎጱٖࣁ

ᘶᔮګᬰᤈԧറᔱ"ᘒୌ᩸ӷᐿᖌጱ
ԟᦞ! ձ֜ෛጱቘᦞጱୌᒈᵱᥝࣁԩᦞӾݎ
"ࣁᨶወӾਠ࠺!֕ᬯᶱᎸᑪ៧ਫ$ࢵਹӾᳩ
๗රᙙදᶐݎᕐᥝ%!"#"$!"!" ଙ&’ڊጱ
᯿Ꭳᤈᕹဳ#ݳෛՈङِཛྷୗ"ဳ᯿ᕮڠ
Ӟ#ဳ᯿ࢩෞරํ፳᯿ᥝጱԎ! රᙙᎸ
ᑪ੪ฎᒈ᪃ԭറᔱᥢ! ሿࣁᦜग़᧞᷌ጱᎸᑪ#

ᦜग़ᦞ" ፥ྋᒈ᪃ԭᥢറᔱጱଚӧग़"ᇙ
జ"ஃஃଚӧᅾஞԭරᙙࢯฎᶎԁጱᦜग़ڦ
ᥢӤತܻࢩ"ᘒฎݝమአᓌܔጱᤈեጱ
եᑍԏጱᤈܔဩᥴ٬ᳯ᷌"ଚӬᬯᐿᓌې
ԅරᙙදᶐ! ᬯฎරᙙදᶐጱఓߜ!

ᒫӣ" ᥝํࣙ೮ӧౝറᔱරᙙᥢጱරᙙ
ਹ"౯ժጱդᵱᥝරᙙਹ"Ԟ๋ݢᚆԾኞරᙙ
ਹ! դ"෫ᦞฎᚠ#ᗔḘݘࣁ"ݥᶶՈᔄጱܲࢧ
ጱᝁ໒ବ#ຣࢶ#Ե᯾ॊग़"ᬮฎӾࢵጱ
ৼ#ਈৼ#ৼ(ࣁᬪդ"෫ᦞฎᥜොጱশᬮฎ
ӾࢵጱᵄᤈᎣ"᮷Ծኞԭᐒտጱࣳ๗! ࣁԅࢩ
ᐒտጱࣳ๗"රᙙጱݒᶐஃஃჼݸԭᐒտጱݒ
ᶐ"ԭฎտԾኞ᧘ग़ጱӧᭇଫ"ڊᦜग़ᵱᥝࢧ
ᒼጱᳯ᷌!ᚆड़ቘᦞӨਫ᪢ᕮݳጱଶࢧᒼٌ
ӾӞӷӻᳯ᷌ጱ੪ฎරᙙਹ!ሿࣁ౯ժࢵਹྋ॒
ԧեӮՈ᎔ፓݐᐒտࣳ๗"ੱᓕරᙙԪӱࣁ
ጱւय़౮ᖂ"֕ฎᐒտරᙙԞဌํ؟ሿࣁᬯ
ਂࣁ፳ᮎԍग़ጱӧჿ"ڊᮎԍग़ጱᳯ᷌! ࢩ
ྌӾࢵሿࣁᵱᥝරᙙਹ" Ԟ๋ํݢᚆԾኞරᙙ
ਹ!

ჅᘌླኞԪරᙙૡ֢"ᑌᔴԧӿ
ጱਫ᪢ᕪḵ"݈ํ፳Ⴎܹጱቘᦞۑବ"ᇙڦฎ՜
රᙙԪӱጱமᦻරᙙ፥᧺ጱ᭄"ֵ՜զ
Ӟᐿṛଶጱᐒտᨱձఽԅറරᙙᥢᨯሠԧ

ᴚࢫଃᶾࣈଙইӞ෭܈᮱ጱᬔ۞Өฬ్!՜ԫق
ᬰᤈ)ԟӨᖌ*᧞᷌ጱᎸᑪ"ӧౝௐ"ӧ
න"ᬯ੪ฎරᙙਹጱப"රᙙਹጱఘ!Ⴥ
ᘌӤݢզ፡ڊරᙙਹฎࣁቘᦞӨਫ᪢

ፘᕮݥܲ#ݳӨሿਫፘᕮݳጱᬦᑕӾᬰᤈරᙙڠ
ෛጱՈ!

Ⴥᘌጱࢫᴚতᕣࣙ೮රᙙਫḵ"ࣁᑀර
#໊ᙙ#᧞क़රᙙᒵᦜग़ොᶎᬰᤈԧय़ᰁ
ጱറᔱ"ڠ᭜ԧᦜग़౮ۑጱᕪḵ"ݐԧกดጱ
౮ප!ᬯฎරᙙਹଫᩳጱ᭲᪠! ౯ժ๗ፚํๅ
ग़ጱ؟Ⴥᘌᬯጱරᙙਹႀሿ!

Ⴥᘌଙ᭨ !"ᬮࣁ" ୮ᆐ՜ଃᶾ
ጱࢫᴚ૪ᕪ౮ᳩ᩸"౯ፘמ՜ժӧտ؊ྊڹᬰ
ጱᚕྍ! Ⴥᘌጱᶆชਖ਼ࣁ՜ժӤᖅ"ଚӬ
නڊๅےᅓᅯጱطᬄ!
ҁฎ֢ᘏࣁ"ԟӨᖌ#᧞᷌Ꮈᑪ !"

ଙ౮ຎಸտӤጱᦖᦾ҂
ҁᨱձᖫᬋ ἶਲ਼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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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තᑤ෭๗ғ"#$#!$"!$"
%!֢ᘏᓌՕғො!$&’(!"#ካ#ॠၐ૱Ո#۹Ղරᙙᴺᴺᳩ#රദ$

ਹӾᳩ๗ࢵ%ଠय़ଗ᮱රᑌຄԟᨽࣁ
රᙙදᶐݎᥢښᕐᥝ!"#$#)"#"# ଙ"&ጱ᯿
ᥝ۹#ڰՂ૱ᐒտᑀኴᘶݳտ’۹Ղ૱߽
ᐒտᑀᥢلېښਰ’۹Ղ૱රᙙտ۹Ղර
ᙙᴺᘶݳԈᤈჅݶப(ԟӨᖌ)᧞᷌
Ꮈᑪ "#ଙ౮ຎಸտ#ᕮզᬰኞقᶎ’࣐
ᤍ’ݢ೮ᖅݎԅਤጱᬯᶱ᯿य़᧞᷌ጱᎸᑪ౮
ຎ#ਯփവଠԅقᶎਫෞᔰᨶරᙙᬔ۪ᘗᘚಗ፳
ᔱጱَ***Ⴥݶப՜ᶾጱ᧞᷌ᕟ

ጱᑀᎸᕪḵ#ᤒࣁ᧞᷌ᎸᑪਫḵӾ؉ڊᑱڊ
ᨯሠጱսᐹᵞ֛ضᬰӻՈ#ଡ଼ಛරᙙૡ֢ᘏ
ᕮݳ’ᎣᤈᕹӞጱᑀᔜᐟ#ᒈ᪃च੶
ێෛᚆڠኞਫ᪢#ṛරᙙරᨶᰁݎ໊
ङِጱᑀᎸਫḵ#ᬰᘒവۖḒ᮷चᏐරᙙጱսᨶ
$ݎᤍ࣐

ჅᘌՔଙ૪ *+ṛἻ# ᬄᆓᘒ݈ᨶٌࣁ
ጱරᙙኞ႕Ӿݸضձᬦ۹Ղӣ܈ԲӾ’ ’Ӿࢥ
$۹ՂරᙙᴺᴺᳩӾ໊ᳩك Ӿૡ֢๗ࣁ
ᳵ#՜ࣙ೮զᑀᎸԅݻ#ᇻಬරᴚշୌᦡ
රᙙරᨶᰁጱṛ#ᨏٟԧෛӾࢵḒ᮷ڊ໊ݷ
දᶐනጱෛ๗#՜ࣁ$’ᙙጱෛᓤᒍݷ
፳ێୌᦡḒ᮷ᩒङᦒጱૡ֢ྮ#ᑌຄ୩۸۹
Ղරᙙᴺጱරᴚշୌᦡ’ୌᦡᑀᎸᚆ
ᴺ୵౮Ḓ᮷चᏐරᙙ໊ᳩङᦒݸୌᦡ#ԅ෭ێ

चࣈ’රङᦒचؾࣈୌᎸᑪӾஞॽਧԧࣙਫ
ጱचᏐ$

$&*, ଙᐶջݸ#ჅᘌᑀᎸӧ؊’ਫḵӧྊ’
ᒟᘗӧᬇ$ ՜ᄟஞ(ԟӨᖌ)ጱᑀᎸᑪ#ض
܈)’(ԜԲ)’(Բك)Ԇ೮۹Ղ૱߽ᐒտᑀݸ
Բ)’(܈ӞԲ)ᥢښ᯿ᅩ᧞᷌$ٌӾ(كԲ)๗ᳵ᯿
ᅩᬰᤈԧ%ݦݎᚏ# ୵ᖌጱරਫḵݎ
ӨᎸᑪ&#(ԜԲ)(܈Բ)๗ᳵԆᥝ%ݎ୵
ᖌጱቘᦞᎸᑪӨරਫḵ&#(܈ӞԲ) ᕟᕢ
ਫෞԧ%ԟӾᖌጱقᶎ’ݢ᧣ܐ೮ᖅݎ
Ꮈᑪ&#ᬯԶᎸᑪᑍԅ(ԟӨᖌ)᧞᷌Ꮈᑪ$
ᵙᚆݢᩃጱฎᬯᶱᳩᬡ "#ଙԏԋጱරᙙᑀᎸᶱ

ፓԆ᷌กᏟ݈ӧෙႮ۸#ᎸᑪᬦᑕӨොဩᔮᕹಎ
ਫ#೮ԏզ݈Өקᬰ#ٌᎸᑪፓຽতᕣᘸᆌ
ԭٍํਫ᪢հ꧊ጱӣӻ᷌+ᒫӞฎقᶎݎՈ
ጱᖌᚆێ,ᒫԫฎරտྯӞӻኞ#ֵԟ౮
ԅݢ೮ᖅݎጱၚۖ, ᒫӣฎङِڠෛᚆێ#ᦏ
ᶆଙጱฬێ๋֯کጱݎ$ "#ଙ#݇ݸڹ
ํوᎸᑪጱ໊᷌᧞ے -*ಅ# රදᶐਫے݇
ḵጱරᕅ $###Ո$ ᧞᷌Ꮈᑪቘᦞਫ᪢ӷ
ොᶎӿݎԧํӾࢵᇙᜋጱᖌᑀ

ԟᑀ#ํපᬰԧਫḵ໊රᙙරᨶᰁጱ
ṛරጱӫӱݎ$

"# ଙ# ჅᘌզሠරᙙጱṛՈ໒#ࢫ

ਫෞᔰᨶරᙙӧౝറᔱጱطᬄَ .

ො ..

ҁ۹Ղරᙙᴺ ۹̔Ղ $##$"#҂

൹ᥝғჅݶப՜ᶾጱ"ԟӨᖌ#᧞᷌ᕟզവᬰᔰᨶරᙙԅ૪ձ ᑌ̔ "#ଙᎸᑪԏ
य़౮ԅਠ࠺౯ࢵᖌᑀԟᑀጱቘᦞ ԅ̔ڠෛՈङِཛྷୗ؉ڊԧ᯿ᥝᨯሠ’౯ժᥝ
ԟჅݶபሠරᙙ&Ӹᨆလ&Ꭳᤈᕮݳ&ᕣԟጱᔜᐟߝᨶ ᒈ᪃च੶໊̔
ݎ ර̔ᙙරᨶᰁṛኞਫ᪢ڠෛᚆێङِጱᑀᎸਫḵ ᬰ̔ᘒവۖḒ᮷चᏐරᙙጱս
ᨶ࣐ᤍݎ’
ݎᤍ࣐ᲫғჅҔ"ԟӨᖌ#ҔचᏐරᙙҔ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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ᕮ!ٽᘸ᧞᷌ᕟ݊ਫḵ໊ጱଠय़රႮفറᔱ
ᖌӨԟጱᥢ"ਖ਼قᶎਫෞᔰᨶරᙙ፥ྋ៧ਫ
රᙙරᬦᑕԏӾ"ෛ᧞දӾ᧘ग़ሿਫᳯ᷌ࣁ
ᕳԨԧᑌຄጱࢧଫ#᧞᷌ᕟԟᥢӤڊԧ
ଫදᬰጱᒽኼ$ٌ౮ۑᕪḵӨᰄհ꧊ᵞӾ
֛ሿࣁӣಢو !"ӫԏӾ$

౯ժᥝԟჅᘌሠරᙙጱᔜᐟ$Ⴥݶ
பᅾᆽचᏐරᙙරරᙙጱԪӱ"ᭅջݸՖࣙ
೮ဳىරᙙጱදᶐݎ"ՅێՅԅ%፥ਫ!
Ꮘᥴරᙙጱᵙ᷌"ԅ౯ժᒈԧᴺᴺᦒێۘ
ጱසӱ࣮!ܗᒗᤈ!ਫڠෛ!୮चᏐර
ᙙॽचᎪጱག$

౯ժᥝԟჅᘌӸᨆလጱாଶ$՜ಗ፳ԭ
ᛔ૩ጱᑀᎸፓຽ"ԅറᔱරᙙᑀᥢӧԅӮᷚ
ಅۖ!ӧԅᇔཿಅజ"ᶎݻក໑!צኦᰀ!ᘔ
ਿ!ྺ෫ௐ$ྋฎኧԭ՜ᚆड़ԫ܈ଙইӞ෭"
ᄟஞᎸᑪԟӨᖌጱᑀ" ႮفӾੜਫ
ḵ!፥ஞਫࣈଠय़ӾੜරԻ๏"ଆۗ
ݑդර౮ᳩ"پᑀݱۗᬀ"ݎᔄ໊ݱ
$ᳩᛔᥧጱಀӨ᭄ᵋ໊ռग़රک

౯ժᥝԟჅᘌᎣᤈᕮݳ! ᕣԟጱߝ
ᨶ$ჅᘌӞኞṛଶဳ᯿ԟ"!"Ӯᕉ #"ଙդ"Ⴥ
ᘌզභᲐጱፓطഔ॒کԭࢵᴬڹဠጱᚏᑀ

Ꮈᑪጱ౮ຎ"ࣁᬰᰄጱचᏐӤᕮݳ౯ࢵचᏐ
රᙙᶎԁጱሿਫᳯ᷌ԧᖌᑀӨԟᑀ

ጱᎸᑪ&!""! ଙ"ԅԧߥଫࢵਹڊጱङِ
ኞڠෛᚆێጱݟݩ"Ⴥᘌ݈ڊୌӾੜڠෛ
රᙙ֛ᔮጱڠ"ଚզᑀᎸᒈᶱጱොୗവᬰय़ᶎ
ᑌጱᤈۖᎸᑪ" ݊ޕතضᬰጱቘᦞਫ᪢౮
ຎ"አ՜ઊԏᎪධ౯ࢵරᙙදᶐڠෛԏሳ$’ࢵਹӾᳩ๗රᙙදᶐݎᥢښᕐᥝ(!"#"$!"!" ଙ)*ڊ"ࣙ೮զՈԅ!قᶎਫෞ
ᔰᨶරᙙฎරᙙදᶐݎጱኼԆ᷌"ฎᨽؾ
ጱරᙙොᰒጱդᥝ"ٌ໐ஞฎᥴ٬অङِՋ
ԍՈ!ெԍङِՈጱ᯿य़ᳯ᷌"᯿ᅩฎᶎ֛قݻ
ኞ!ᬰኞقᶎݎ++Ⴥݶப՜ᶾ
ጱ,ԟӨᖌ-᧞᷌ᕟྋฎզവᬰᔰᨶරᙙ
ԅ૪ձ" ᵞ !"ଙᎸᑪԏय़౮ԅਠ࠺౯ࢵᖌᑀ
ԟᑀጱቘᦞ"ԅڠෛՈङِཛྷୗ؉ڊ
ԧ᯿ᥝᨯሠ$ ྋইᵄᥜଘݶபಅ᧔ጱ"Ⴥݶ
ப෬ӧฎܔᕍጱቘᦞਹ" ݈ӧฎܔᕍጱਫଗਹ"
՜ฎӞ֖ࣁቘᦞӨਫ᪢ፘᕮݳጱचᏐӤᒺ

ྩझጱୌᒺ$

ჅᘌӸᨆလ"Ⴈဤڥݷ"ᎆฬᨄ!ӧԪୟ
ಛ"ᛔ $#%&ଙᐶӞᕚગ֖"೮ᖅইྌᜊ
ጱᑀᎸᤈۖ"ظ๐ԧ᧘ग़ᵙզమጱࢯᵙ"ܩত
ᕣӧౄᕳᴺଘႲӴྺᨮ$ ’##% ଙચႴۅ
ቘᮀᕅჅ᧞᷌ᕟکӾܖၹಸଚᕳԨԧ

꧌ړጱᙗਧ"ྌჅᘌԞஉ݊$ ੪ฎࣁᬯԏ
ᕳ՜.Ⴥᘌ୮ᕳᴺԧӻੜੜጱᥝ"ڹ
ᳵරਰ"ӧᥝතᩇ"՜؉ӞԶङᦒ$౯ժ୮੪پ
᧔.,ێقඪ೮"ӧአჅᘌࣁᬯොᶎٚஞ$-ፗک!""% ଙᴺ (( ଙᴺଣ"ᴺݥḅතᡐک୮ଙ
ચႴۅቘࣁჅᘌ᧞᷌ಸޞጱᬿӾय़ྦྷጱ፠

ಢෟಢጱቊᩃಋᦕ$ ౯ฎ ’##" ଙ᧣۹فՂර
ᙙᴺጱ"֢ԅԪᜏቘᦞᗦරጱᘌ
੪ᬦჅᘌ᧞᷌ᕟىԭݦᚏݎ୵ᖌ

ጱᎸᑪ౮ຎ$ٌݸԪරङᦒ݈හེ݇ےჅᘌ
᧞᷌ᕟࣁӾੜᬰᤈጱሿ࣋ᥡർᎸᦎၚۖ"᮷឴
ፅၠ܁$ ᦕ୮ᴺӞಢṋଗර"ইሿࣁጱ
"տᳩᝁᒈ଼රദۅӾරᙙᎸᑪտࢵق
۹Ղ૱ຽًᴯᆽ崇රദᒵ"᮷ฎ้ᕪ᪙ᵋჅ
ᘌ᧞᷌Ꮈᑪᘒ౮ᳩԅࢵقᎣݷጱරᙙӫਹ$ᬰف
ෛӮᕉݸ"౯ժԞവគԧෛکᴺጱஞቘܗॊ
ᖀᖅ݇ےჅᘌ᧞᷌ᕟጱᎸᑪ"ᬯԞฎङِෛӞդ
ᘌຄঅጱԈഷ$ྯ᭞మکჅᘌ૪ᘎᘑԏଙՖࣖ
ࠈکጱఘว"ᛔᆐᘶమ᧞ލഭݸӾੜරਰጱࣁ
դᦸՈሴἻጱ,ᵨᬳज़ޓف"ଘกᭆਮ༩
ઊ&၎ᴡՅইፘᳯ" Ӟᇆ٩ஞࣁሳॏ-ጱᦸ
$ݙ

ჅᘌఘᔮḒ᮷රᙙ"ஞᔮᴺݎ"ᬪଙ
ྯ᭞᯿य़٬ᒽᘌݶபጱᥠ"Ⴥᘌ᮷ᑌຄୌ
ሠᒽ$եՈོ%Ԟฎᦏᘌݶபනஞጱฎ"Ⴥᘌ!" ଙಅጱᎣᤈᕹӞ%ᎸᦒӞ֛%Ⴎفच੶%
ਫ᪢ݻጱ౮ۑཛྷୗ૪ᕪ۹ࣁՂරᙙᴺᬪଙ

ጱङᦒᶱፓӾଠԅଫአ$ᬯེ,ԟӨᖌ-᧞
᷌Ꮈᑪ !"ଙ౮ຎಸտጱ౮ۑԈېਖ਼ԅᴺ
பᥝզჅᘌԅݶᴺق$ێ୩य़೮ԋጱۖفဳݎ
ག"ᦊ፥ԟ%Ꮈᑪ%വଠ۸Ⴥݶப݊
ٌ᧞᷌ᕟጱᑀᎸቘஷӨ౮ຎ"ᦊ፥ᕮ,܈
ӞԲ-ङᦒጱᕪḵ"ᔜஞ᧪܈,ښԫԲ-ጱᓤ"
ᴺݱᶱԪӱጱᑀݎവݻๅṛጱଘ$
ҁฎ֢ᘏࣁ"ԟӨᖌ#᧞᷌Ꮈᑪ !"

ଙ౮ຎಸտӤጱᦖᦾ’҂
ҁᨱձᖫᬋ ἶਲ਼դ҂

ො.ਫෞᔰᨶරᙙӧౝറᔱጱطᬄَ

!#



ଣᐞ۹Ղරᙙᴺࣁ !! ޮଙᦿԏᴬ!۹
Ղරᙙᴺ٬ਧᵇ᯿ԈᤈჅݶபරᙙᑀᎸ

ӣ܈ଙᎸᦎտ!᭗ᬦṛᒒᎸᦎ!قᶎሿჅ
ଠय़"பḒ᮷चᏐරᙙಅ؉ጱ᯿ᥝᨯሠݶ
රᘳૡݻԅचᏐරᙙරරᙙླኞᔱ෫ᐺ

ॲሠጱჅᘌԟ!ᖀಥ՜ࣙ೮ӧౝጱറᔱᔜᐟ
ӸᨆਫጱᑀᎸᔜᐟ! ԅᬰӞྍ៧ਫᑀݎ
ᥡ!ਫሿᴺ݈অ݈ளጱݎ׀୩य़ጱᔜᐟۖ
#ਫ᪢ጱགێ

ჅݶபՔଙ૪ "#ṛἻ! ࣁय़
๗ᳵ՜ಭᬰྍኞᬩۖ!ෛӾࢵ౮ᒈݸሠ
ᐙࢵරᙙԪӱ! ࢥ$ԲӾ܈ձ۹Ղӣݸض้
Ӿ$كӾ໊ᳩ$۹Ղරᙙᴺᴺᳩ#ࣁӾૡ֢๗
ᳵ!՜ࣙ೮զᙙՈԅ!զරԅӾஞ!զᑀᎸԅ
ݻ! ᇻಬරᴚշୌᦡරᨶᰁጱṛ!ق
!ԅḒ᮷चᏐݎ᧯Өݎᶎقᬰኞጱێ
රᙙ؉ڊԧ᯿ᥝᨯሠ# ۹Ղරᙙᴺૡ֢๗ࣁ
ᳵ! ՜ᒊࣁᬰḒ᮷चᏐරᙙදᶐݎጱṛଶ!
ᑌຄവᬰḒ᮷ӾੜරङᦒԪӱ!ۘێර
රᙙጱෛ᪠$ෛ᭔ஆ$ෛٖӨෛොဩ!य़ێ
ᶱङᦒԪӱ!ᑌຄ୩۸ᴺݱ۹Ղරᙙᴺݎ
රᴚշୌᦡ!വۖᴺරጱᬰץႮ᭜Ⴎف
Ӿੜਫԟ!ے୩රጱୌᦡᑀᎸᚆێୌ
ᦡ!ԅᴺୌᦡ؉ԧय़ᰁૡ֢!ԞԅՔॠරᙙ
ᴺսᐹරࢫᴚୌᦡॽਧԧचᏐ#

$%"& ଙᭅջݸ!ჅᘌᑀᎸӧ؊!ᒟᘗӧྊ!
ᄟஞᎸᑪᖌᑀ#ݸضԆ೮۹Ղ૱߽ᐒտᑀ
%كԲ&$%ԜԲ&$%܈Բ&$%܈ӞԲ&ᥢښ᯿ᅩ᧞

᷌#ٌӾ%كԲ&๗ᳵ᯿ᅩᬰᤈԧ%ݦݎᚏ!ݎ
୵ᖌጱරਫḵӨᎸᑪ&!%ԜԲ&$%܈Բ&๗
ᳵԆᥝԧ%ݎ୵ᖌጱቘᦞᎸᑪӨර
ਫḵ&!%܈ӞԲ&๗ᳵ׆᯿ᬰᤈ%ԟӾᖌጱق
ᶎ$ݢ᧣ܐ೮ᖅݎᎸᑪ&#ჅᘌզٌӨקᬰ
ጱᑀᔜᐟሠරᙙጱṛՈ໒!ٽᘸࢫᕮ
᧞᷌ᕟ݊ਫḵ໊ጱଠय़රႮفറᔱᖌӨ

ԟጱᥢ!ݐԧӿᏗጱᑀᎸ౮ຎ# ᧞ے݇ݸض
᷌ਫḵጱ໊ํ ’(ಅ!۱ೡय़$Ӿ$ੜ$ᇙ
ර໊$ଞے݇!ࢮدᎸᑪጱՈާᕅ )!* Ո# ᛔ
+**+ ଙ’ݎय़ᚏᄟᚆ!ݎ୵ᖌ(ڠෛර
ᙙӲԡᳯӮզ!૪ᕪڊᇇԧӣಢو +*ӫ"
᧞᷌ᎸᑪӨӾੜරᙙරදᶐᔲੂᕮݳ!ԅവ
ᬰḒ᮷Ӿੜጱᔰᨶරᙙṛරᴚշጱᑀ

Ꮈᔰِ؉ڊԧ᯿ᥝᨯሠ#
Ⴥᘌਖ਼ԅḒ᮷चᏐරᙙරරᙙԪӱӧ

ౝᔱ֢ԅᛔ૩ጱླኞ᭄!՜ጱᑀாଶӨ
ᔱᔜᐟ!ᬱฎ౯ժ۹ՂරᙙᴺݸՈԟጱ
༲ཛྷ#

౯ժᥝԟჅݶபසӱ࣮$ሠරᙙ
ጱहኴ#ჅݶபᅾᆽचᏐරᙙරරᙙԪ
ӱ!զླኞᔜێԅḒ᮷चᏐරᙙԪӱරරᙙ
Ԫӱॳ# ՜ૡ֢๗ᳵय़ێරᙙ!Ἡۜ
රᅾᆽරᙙԪӱ$ႮفचᏐරᙙਫᴬଚᚆሲض
࣮! ᭅջݸՖԫ܈ଙইӞ෭ࣈԪරᙙᑀᎸ!
!෫ᐺഓᩒۗ!ԅ౯ժᒈԧӞݎරᙙဳى
ӻරᙙᴺᘌරᙙૡ֢ᘏᛔᥧ؉Ḓ᮷चᏐරᙙ

ጱॽचᎪጱطᬄག#

ԅԧचᏐරᙙच੶රླኞᔱ)))ࣁჅරᙙᑀᎸӣ܈ଙᎸᦎտӤጱ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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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Ӥളᒫ ! ҂ɰݳቘጱӳᥜ!ࢩԅරᙙ੪ฎᵱᥝೲ
ᆙᥢ݄؉"ಅզ๋᯿ᥝጱ੪ฎස᯿ᥢ#റᔱ
ᥢ"ᘒ౯ժሿݢࣁᚆᬮᗌӞᅩᬯᐿᑀጱா
ଶ! Ⴥ໊ᳩࣁᬯොᶎᏟਫᕳ౯ժ؉ڊԧག"՜
ጱڊറᔱӞԶਫᴬරᙙරૡ֢Ӿێۘࣁ

ᳯ᷌"ᆐݍݸᬦ౯ժጱਫ᪢! ٌӾํӞԶ
ᳯ᷌ฎํݎጱ"ྲইىԭ$ӣचቘᦞ%ጱڊ"
ᬦ݄౯ժӞᛱᦖ$च%૪ᕪஉᳩᳵԧ"զᛗԭ
౯ժጱ᧞දቘᦞᬮฎ໑ഝ$च%ቘᦞڊ᧞ᑕ
ፓຽጱ! ֕ฎჅᘌڊԧᎣᦩ#ದᚆ#ᖌጱ$ӣ
च%ᳯ᷌"ᬯӻቘᦞ౯ժ՚ᕡᘍ"ਙਫᴬӤฎ
ᔰᨶරᙙጱӞӻਠෆጱᧁ᯽"ฎ᧞ᑕදᶐጱӞ
ӻஉ᯿ᥝጱᐏ!୮ଙચႴݶபԅՋԍ᯿ᥤჅ
ᘌጱ᧞᷌"ਫᴬӤԞฎᥝ᧔ก"ᔰᨶරᙙӧฎڂ
ᑮጱమ"ਙጱڊฎํᑀׁഝጱ"ฎᥝՈ

ጱݎጱଶԅᔰᨶරᙙತکӞӻݳቘጱׁഝ!
ಅզჅݶபԭරᙙᥢጱස᯿ฎ꧊౯

ժԟጱ!ࢩԅሿࣁᡦጱ౮ຎ#ӧဳ᯿ਫᦤ#ӧ
ဳ᯿ᥢ"ݝᶌࣁቘᦞӤവᬦ#വᬦ݄"ࣁ
ᒍӾፘ൹ጱ؉ဩଚӧᚆ᧔ก౯ժࣁරᙙӤ

!ԧՋԍᎸᑪ౮ຎݐ Ԫӱጱமᦻ#ᥢ
ጱਜ਼᯿፡"Ⴥᘌጱᔜᐟฎᵱᥝ౯ժྯӻරᙙ
ૡ֢ᘏԟጱ"Ԟฎᬯӻդ౯ժྯӻරᙙૡ֢
ᘏ๋ᵱᥝጱ!

Ⴥᘌ૪ᕪ !"ग़" ׁ֕ᆐࣁᔜᐟӤ# ᭲
Ӥ#ᎸᑪӤᤒሿڊᬯጱطᬄ"౯ᤒᐏᶋଉጱස
᯿"ଚ౯ೌ൱ጱӞଏᆙᇆ&๋ฎॗᴡᕁ’ᭆᕳჅ
ᘌ֢ԅ౯ጱᐞᩈ!

ҁᨱձᖫᬋ ֜ᜌ҂

౯ժᥝԟჅݶப᭽ᥢ#Ӹᨆလ
ጱᔜᐟ! ՜ۘێೲරᙙᥢېԪ"ԅറᔱරᙙጱ
ᑀᥢӧౝᔱ! ՜හ܈ଙইӞ෭"ᄟஞᎸᑪ
ᖌᑀ"ႮفӾੜ؉ਫḵ"ଠय़Ӿੜර
Ի๏"ᤒሿڊਜ਼᯿ᑀ#ဳ᯿ਫ᪢ጱṛߝ
ᨶ!

౯ժᥝԟჅݶபۓਫ#ᇻಬර
ጱாଶ! ჅᘌԆୟ"໊ጱ๋໑ձۓଫ୮զර
ԅ!ࣁӤӻӮᕉ #"ଙդ"ჅᘌࢥࣁӾ୮໊
ᳩ"੪ṛଶ᯿ᥤզරԅӾஞ! ୮ጱࢥӾ้
ڊݷጱ$රঅྯӞझ᧞"රտྯӞӻኞ%ጱ
໒"ᛗՔԭ౯ժṛ໊රᨶᰁՖٍํᑌ
ຄጱԎ!

౯ժᥝԟჅݶபᲯᘒӧᛣ#ᕣԟ
ጱߝᨶ!ჅᘌӞኞṛଶဳ᯿ԟ"ӤӻӮᕉ $%ଙ
դ"ჅᘌզභᲐጱፓطഔࢵکᴬӤෛيጱᚏᑀ
Ꮈᑪጱቘᦞ౮ຎ"ࣁᬰᰄጱचᏐӤᕮݳ౯
ᚏጱݦݎचᏐරᙙᶎԁጱሿਫᳯ᷌ԧࢵ

Ꮈᑪ(&%%& ଙ"ߥଫࢵਹڊጱङِኞڠෛᚆ
୵ᖌጱቘᦞᎸᑪݎ$(((᷌᧞ښᇇԧ֢ԅ۹Ղ૱߽ᐒտᑀ$ԜԲ%ᥢڊჅᘌ"ݟݩጱێ
Өරਫḵ%Ꮈᑪ౮ຎጱ&ୌӾੜڠෛරᙙ
֛ᔮ’Ӟԡ"ڊୌӾੜڠෛරᙙ֛ᔮጱ᭔
ஆ!Ⴥᘌզᛔጱᤒሲ֢አᧁ᯽ԧӞӻӫӱ۸ጱ
Ո࿆රᶳᚆड़݊ޕතՈᔄ๋ضᬰጱቘᦞ

ᥴ٬රᙙӾᶎԁጱਫຉړਫ᪢౮ຎ"ଚአ
᪢ᳯ᷌ጱ᭲ቘ!

౯ժᥝփಥჅݶபਜ਼᯿ර#ୌᦡᴚշ
ጱփᕹ! ଙӾ"তᕣ܈پჅᘌԪරᙙૡ֢ጱࣁ
රጱىஞਜ਼᯿Ӹ໒ᥝፘᕮݳ"ဳ᯿ୌ
ᦡṛଘጱරᴚշ! ՜ࣁԆࢥӾവᤈ$ᥝ
ᕳኞӞ"ᘌᥝํӞ%ጱᥝ(ӤӻӮ
ᕉ !%ଙդ۹ࣁՂරᙙᴺ݈ᕟᕢᎸᑪګਧԧර
चದᚆᕐᥝ"ڊᇇԧ&ᦞරጱᔰᨶ’Ӟԡ"
֛ሿڊჅᘌරᘳӱݳ໒රጱቘᥴṛ

ຽٵୌᦡරᴚշጱӧౝ᭄!
ჅݶபԪරᙙᑀᎸӣ܈ଙ" ౮ຎӿ

Ꮧ#ᨯሠᑱڊ"ऴᤑىٖࢵԭ୵ᖌᎸᑪጱ
ᑮጮ"ਠ࠺౯ࢵᖌᑀԟᑀቘᦞ؉ڊ᯿
ᥝᨯሠ! ྋইᵄᥜଘݶபಅ"՜෬ӧฎܔᕍጱ
ቘᦞਹ"݈ӧฎܔᕍጱਫଗਹ"՜ฎӞ֖ࣁቘᦞ
Өਫ᪢ፘᕮݳጱचᏐӤᒺྩझጱୌᒺ!
౯ժᥝᦊ፥ᕮയჅᘌԅդᤒጱᘌݶபጱ

රᙙమᕪḵ"ਖ਼ٌ֢ԅ۹Ղරᙙᴺጱਪᩃ
ᔜᐟᨰ౯ժᖀᖅڹᤈጱۖێრဣ"ଚᄶۜ
ᴺጱଙӞդզᘌݶபԅག"ԅṛጱරර
ᙙԪӱॳᕣ! ౯ժᥝզჅᘌԅག"Ӹᨆလ
"Ⴈဤᝒڰ"ڥݷ᱂Ꮈ"ӧෙṛරරᙙૡ֢
ጱᑀ(౯ժᥝᅫჅᘌጱරᓕቘమӨਫ
᪢ᕪḵ" ӧෙṛᴺጱරᨶᰁङᦒᨶᰁ"
۹ՂරᙙᴺᘌӞᬃරᙙਹጱṛᔜᐟᖀಥ

ڹݻጱරङᦒԪӱӧෙവڠಛ"ᘌӞᬃݎ
ᬰ!

ҁᨱձᖫᬋ ֜ᜌ҂

ො*ԅԧचᏐරᙙच੶රᙙླኞᔱ)))ࣁჅරᙙᑀᎸӣ܈ଙᎸᦎտӤጱݎ

’



!තᑤ෭๗ғ"#$%!&&!&"

ܻ۹Ղ૱ۅܐԆଅ ลғ
ଙᎸᦎտ౯܈பᑀᎸૡ֢ӣݶჅے݇

ᶋଉṛي! ᦖᦾ"౯ᥧபժጱՕᕨݶڟԧލ
உݑරᙙ"உݎސݑ!

౯ᥧჅݶப ’$ଙጱᎸᑪ౮ຎ" ቘ
ᦞਫ᪢ොᶎ፡Ꮯਫ᮷உᑱڊ!

ᬯጱտᦓ"ֵ౯మ᩸ԧ୮ଙ᯾ॢՈے݇
᭙ӮӞޮଙԈᤈጱᕉஷտ"ᆽࢩේࣁᕉஷտ
Ӥ᧔"᯾ॢՈࣁӤᑀӤݐԧւय़ጱ
౮੪"؉ڊԧڊጱᨯሠ!ݶ՜ᬮᇙڦڊ"ܲ
՜ժጱՈ"ߥӤӞၞՈᇔ՜ժጱդጱݥ
໒#᭲#ᔜᐟොᶎಅ᩸ጱ֢አᥝྲ՜ժጱ
౮ຎๅय़"ߥๅႮᬱ!

᯾ॢՈ݄Ӯ"౯ྋ۹ࣁՂӤṛӾ"౯
᯾ॢՈᎸᑪጱනጱزᔰӧ"֕ฎጱՈ
໒ᔜᐟᬮฎႮႮࣈߥԧ౯ժᮎӞդՈ!ᬯӻ
᯾ਫḵࣁ੪ࢵڊኞضӣ୩ݸ!ᶋଉय़ߥ
ਰૡ֢ &$ଙ"کݑ᯾ॢՈᔜᐟጱ۱"ߥೡ
ᑀጱாଶᒵ" ᬯᐿᔜᐟ՜ጱߥฎஉႮڰ
ጱ! &()%ଙ՜"ࢵࢧ༏Ӟ᩸ԅࢵਹጱӷ୨
Ӟจ؉ڊԧຄय़ጱᨯሠ!

ჅݶபӧྊࣁරᙙᑀᎸӤݐԧӿᏗ

౮ຎ"֢ԅරᙙૡ֢ᘏࣁԅՈ࿆๐ۓጱᔜᐟොᶎ
Ԟํஉग़ݢᩃԏ॒! ౯՜ጱ౮ຎᤒᐏᐞᩈ!
Ӿࢵරᙙտۅտᳩ ᮳ᐰ*

౯դᤒӾࢵරᙙܐտჅᘌ ’$ଙරᙙᑀ

Ꮈݐጱᬄᆓ౮੪ᤒᐏᅾᅱጱᐞᩈ"ଚݻჅᘌᛘ
զṛጱස!

ჅᘌࣁӤӮᕉك#Ԝ܈ଙդ้ձ۹Ղ૱ර
ᙙտጱۅտᳩ"ᕳӾࢵරᙙտጱૡ֢զஉय़
ጱඪ೮!՜ӧՐᛔ૩ଃ१ᑀᎸ"റᔱय़ᚏݎ#

୵ᖌᒵڹဠጱᳯ᷌"य़ᚏݎ#ṛර
ᙙරᨶᰁ#വۖᔰᨶරᙙጱ"؉ڊԧᑱڊ
ጱᨯሠ" ᘒӬ۹ۗܐՂ૱රᙙտጱտᳩժ"ᶾ
۹Ղ૱ᗭռጱරᙙᑀᎸ"ࣁᬯොᶎԞ՞ڊԧ
य़ᰁጱஞᤅฬ్! ᎸᦎჅᘌරᙙࣁྌ"Քॠࢩ
ᑀᎸ౮ᖂጱײ"ଫᧆჅᘌࣁവۖ۹Ղ૱ᗭռ
රᙙᑀᎸොᶎٟӤၫ᯿ጱӞᒟ!ᕪᬦදᶐන
’$ ଙጱۘێ" ౯ࢵጱරᙙ૪ᕪᕪᬦୗጱݎ
"ᬰفෛጱᴤྦྷ"ṛරᙙᨶᰁ౮ԅݱᕆݱᔄ
໊ጱᔲᬼձۓ! դࠏරᙙਹ#ࠏරᙙਹ
!රᙙ"դԞ᭜੪රᙙਹې ౯ժ૪ᕪํԧӞ
ಢᛔ૩ጱරᙙਹ"Ⴥᘌ੪ฎٌӾጱӞ֖"౯ժଫ
ᧆਯփᛔ૩ࢿኞࢿᳩጱරᙙਹ"ᦏ՜ժضᬰጱර
ᙙమ#රᙙฬ్#රᙙᕪḵ#රᙙԆୟလᔜ
ᐟ"ࣁරᙙදᶐݎ"ࣁᔺឍරᙙᑀොᶎ"ഀݎ
ๅय़ጱ֢አ!

౯ժᅾࣈڔ๗இჅᘌጱරᙙᑀᎸᑪݐ

ๅय़ጱ౮ᖂ"ᐞჅᘌ଼؋ᳩ!
۹Ղ૱߽ᐒտᑀᥢلېښਰԆձ ᴯ

ԏ*

ᛔදᶐනզ" ݟւय़դᔜᐟጱఽࣁ
ӥ"Ⴥᘌզ՜܈پଙԪරᙙૡ֢ጱႮܹᑌႚ
୩ᅱጱԪӱஞ#ᨱձఽ"ಭԭරᙙᑀᎸԪӱ"ض
ಥԧݸ +ᶱ᮱ᕆզӤᑀᎸᶱፓ"ඐٟԆᖫ
ԧ %᮱ᑀᎸ֢! "֢୮ӾᬯԶᑀᎸᶱፓࣁ
ํ ,ᶱฎ۹Ղ૱߽ᐒտᑀᥢښጱ᯿ᅩᶱፓ"
Ԟํ , ԡฎᐒᑀᥢښᶱፓጱᎸᑪ౮ຎ! 
&(%+ ଙ᩸"Ⴥᘌᬮᬳᖅӣ$ܨ%ӠԲ&#%كԲ&#%ԜԲ&ӣӻᥢښ๗’ձ૱ᐒᑀᥢېښරᙙᑀ
ӫਹᕟጱۅᕟᳩ! ๗ᳵ"ଫᘷձښԲ&ᥢ܈%ࣁ
ԧᥢښૡ֢ᶶᳯ!

Ӹᨆလጱᑀᔜᐟ ሠරᙙጱṛՈ໒(((ჅරᙙᑀᎸӣ܈ଙᎸᦎտݎ൹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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۹Ղරᙙᴺಸ

!" ଙ! Ⴥᘌࣁᦊ፥ࣈઆᤈӫਹᕟᶾᘳ
ᨱ!ᅾஞ۹ဳىՂරᙙᶾऒ᯿य़ቘᦞᳯ᷌ਫᴬ
ᳯ᷌Ꮈᑪጱݶ!Ԟ܈پଙইӞ෭ࣈӞፗԪ፳
ᜊᝒᘒᕡᛘጱᑀᎸૡ֢"ჅᘌࣁӤ؉ڊ᯿ᥝ
ᨯሠ!ᤒሿࣁᬯԍپӻොᶎ#Ӟฎӿԧᖌᑀ
$ԫฎྲᔮᕹࣈአᖌᎸᑪ%ᧁ᯽ԟᳯ
᷌!ᥴ٬ԧᝑଗሿํරᙙቘᦞ๚ᚆᥴ٬ጱ᯿ᥝᳯ
᷌$ӣฎྍڡ୵౮ԧํӾࢵᇙᜋጱԟӨݎቘ
ᦞ!ԞֵࣁරӾݎ୵ᖌጱᎸᑪᒊࣁԧࢵ
ᴬරᙙᎸᑪᶾऒጱڹဠ"ࣁӤ؉ڊᨯሠጱݶ
!Ⴥᘌࣁਫ᪢ӤԞ؉ڊஉय़ጱᨯሠ!Ⴥᘌቘ
ᦞᎸᑪරਫᴬᕮ᩸ݳ!Յᛔᕟᕢԧ۱ೡଞ
!!ጱٖࣁᇙྛරᙙ໊ੜ%Ӿ%य़%ࢮد ಅਫḵ໊!پࣁԒ႗ፍӾ%ੜ%ଞጱಅํ
ᑀٖࢱᬰᤈԧරදᶐਫḵ!݇Өਫḵጱර
"ӠጯՈԏग़مํ !" ଙ݇Ө᧞᷌Ꮈᑪጱර
ժਠ౮ጱරදᑀᎸᦞํහ܉ᓤ!ᖫڊܦᇇጱ౮
ຎԞํᬪ #""ӡਁ"ᬯ᧔กჅᘌࣁङِᎸᑪᴚշ
"ԧ᯿ᥝᨯሠڊ؉ՈොᶎԞ

ᬯԶᨯሠฎ౯ࢵරᙙԪӱ!ᇙڦฎ۹Ղ
૱රᙙදᶐӨݎ؉ڊጱᨯሠ!Ԏ᯿य़" Ⴥᘌ
ಅಥጱᐒᑀᎸᑪ᧞᷌ฎ۹Ղ૱ᐒᑀᥢښᶱፓ

Ӿᒈᶱᳵ๋ᳩ%Ꮈᑪ౮ຎ๋ग़%ᐒտපຎ๋অ%
ᐒտߥݍԞ๋य़ጱᶱፓ! ฎᇿӞ෫ԫጱᶱፓ!Ⴥ
ᘌ۹Ղ૱߽ᐒտᑀᥢښૡ֢Ԟ؉ڊԧ

य़ጱඪ೮ᨯሠ"
Քॠ!౯ժݟᎸᦎտ!ᕮᤒ՜ӿᘒ

ᬰጱරᙙضᘒڰጱᑀᎸ౮ຎ!ਯփᐏ՜Ⴎ᩼ܓ
మ! ଡ଼ಛ՜ሠරᙙᑀԪӱጱṛᔜᐟ!
ԟ՜Ӹᨆᑀጱလாଶ!᥊ಛ՜ጱṛߝ໒
Ո໒Ṳێ!ଫᧆ᧔ฎ۹Ղ૱රᙙᑀᎸᕚӤጱӞ
կय़ԪঅԪ"ࣁ౯ժᩩᩝჅᘌጱ౮ຎጱݶ
!౯ժๅᰭ֫՜ᶵ୩ಗ፳ጱᑀᎸᔜᐟ" ಅզ౯
ժᐞౄჅᘌ଼؋ᳩଚӬ๗இ፳ჅᘌරᙙԪ

ӱ؉ڊๅय़ጱᨯሠ"
۹ՂࢥӾ໊ᳩ ᳩᱮғڝ
Ⴥᘌ $%&’ଙᛗ (%&)ଙձ۹ՂࢥӾ໊ᳩ"

ྋฎࣁᬯӻ๗!ෛӾࢵ౮ᒈݸጱ۹ՂࢥӾጱර
ᙙమ෭ᛙ౮ᆧ!ࢵقࣁጱߥԞ෭ፅಘय़" ๋
ᬪ!౯ժྋࣁᖫᬋ&۹ՂࢥӾᕉԪᵞ’ᒫӞܫ!
ෆቘڊԧӞԶჅᘌૡ֢๗ࢥӾරጱරᙙఽ

!ᬯԶఽӾಅ֛ሿጱฬ్!ฎჅᘌኸᕳࢥӾ
ጱਪᩃᨰ!Ԟ౯ժՔॠጱරᙙૡ֢ํ᯿ᥝጱ

"ᰄԎ ᬯԶఽԞޞᦫ౯ժ!࠺ԭᘍ
ଫ୮౮ԅྯӻරᙙૡ֢ᘏᶳِ౮ጱԟబ"

๋եՈᰭ֫ጱฎჅᘌতᕣכ೮፳රᙙᳯ

᷌ӧෙᘍጱᔜᐟ! ᬯԞฎӞᐿᑀጱቘᔜ
ᐟ"ӞӻՈጱᑀቘᔜᐟ֛ሿࣁ՜ᚆ᪭᪭ਫਫ
"!ӧḮӧݍᬰᤈਫ᪢ࣈ ౯ᥧරᙙਹ
ଫḒضฎਫ᪢ਹ"රᙙਹӞਧฎ໊᧞झӾᩳ
ԡӾኞ౮ጱ!Ԟ੪ฎ᧔!՜ӧଫࣁጱ!ӧฎڊ
୮ᚙᐶ᧞झ! ݈֕ӧᚆᵅٍ֛کفጱ᧞झԏӾ!
ӧᚆ᩻᩼"ᬯ᯾ಅ᧔ጱ᧞झฎ໊ጱӞڔරᙙ
ၚۖ"ᳮᳪ᭜ӧݢᚆԾኞ፥ጱํհ꧊ጱරᙙቘ
ᦞ"Ⴥᘌ้ᭆᕳ౯Ӟԡ!&ᦏᶆଙጱฬێک
๋֯ጱݎ’! ᬯฎ՜ (& ଙࣙ೮රදᶐጱ౮
ຎ"ჅᘌࣁଧӾ᧔!(౯ժጱ᧞झරฦ᭭ਂࣁ
፳ນᆳԓޱ!ುᵙ!ྒᦕᏝᙧ!ṛ֗ړᚆጱሿ
!ᵙ᭲ᬯԶᳯ᷌᮷ฎӧݢعጱހ) ౯ժጱර
ᙙቘᦞฎࣁਂވᗌ०)*ԡӾݢզ፡ڊ!Ⴥᘌࣁ
Ԇ೮ᬯӻ᧞᷌Ꮈᑪ!তᕣࣙ೮Ⴎفਫ᪢റ
ᔱ!ଠာᰄࢵक़ᕪḵ!๋ᕣኞ౮ํපጱරᙙቘ
ᦞ"ԡӾํय़ᰁጱىԭᚏᑀਫḵզ໊݊රᙙ
ၚۖጱԪਫᴯᬿ!உᚆݎՈጱᘍ" ᑀᔜᐟ
ᬮ֛ሿࣁᑀᎸᑪհ꧊ጱ᭄Ӥ! ᭄ᓌܨ
ก!ᘒӧฎሱॿ" ჅᘌጱԡᒍԞẌกጱ֛ሿ
ԧᬯᐿᔜᐟ"ᬯᐿᔜᐟࣁՔॠጱරᙙᎸᑪӾଫ୮
ᇙڦ"౯ժ้ग़ེᮀ᧗᧚ᨬਫ਼ॹ឴ᘏ
໊ᄍᦖ"౯ݎሿ᩼ฎय़੪᩼࠺ԭਖ਼॔ጱԪఘ
ᦖᓌܔ%ᦖกጮ!ᦖ᭐"

౯ժ๕Ⴥᘌᚆग़ࢥࢧӾ፡፡!ग़ᕳ౯ժӞ
Զٍ֛ጱ%ํ፥ጱհ꧊ጱ"
ܻ۹Ղ๖ᴡਫḵੜ໊ᳩ Ḙᜮهғ
ଙ܈پ * Ⴥᘌࣁአᛔ૩ጱՈኞᅩᅩᄆᄆ

ԅቘమᘒॳฎӮኴӤ๋ԅṛ+ޞ౯ժਯݻ
ቊᩃጱՈኞհ꧊, Ⴥᘌဌํᄶጱᦾ*ဌ
՜ჿරᙙ๚ጱӞᐿ๗*ݩݗᘒӧਫጱํ
இ෭ԅ౯ࢵਫሿරᙙሿդ۸ጱᨱձఽӞଗ

੪ฎ !"ଙ"
Ⴥᘌአᛔ૩ጱᤈۖਫሿԧӞ֖ᘌާؾؾ

ጱமᦻ"ᬯᐿமᦻฎ՜ଙ॔ӞଙࣁࣈଘٿӾᔱ
ጱಗ!ฎจಀ์ࣁॲሠӾӧጱࣙ೮!ฎӧ
ᬇර᧒ࣁറᔱӾႴᨹጱṛ၄" ԅԧᬯղமᦻ*ग़
ଙ՜ဌํࣁԒᛔ૩ጱ֛* ԅԧᬯղமᦻ* ՜
ӧᦇڥݷ०*ԅԧᬯղமᦻ*՜ᘌՈਹज़
మጱฎ՜ጱᎸᑪ"$-



౯ࣁරදᶐԏ᪠Ӥ้ӧෙറᔱ! ਫ᪢!᭄
" Ⴥᘌጱ᧞ֵ᷌౯౯ጱᘌժᶉӥஞ"Ө
රᙙᑀᎸᕮӥӧᥴԏᖭ"ֵ౯ժጱ໊ᚕ᪭ਫࣈ
ᩳᬰරᙙᑀᎸጱय़ᳪ#

Ⴥᘌଃᶾ౯ժݱᑀጱᑀᇙᅩᎸᑪف

ಋ! ᛔ૩ጱරӨضᬰጱරᙙቘᦞᕮ᩸ݳ$
ྋฎचԭᬯԶڹဠቘᦞጱᘍ!౯ժᖌᗝ
ԭරᬦᑕጱ໐ஞ!ႮࣈفᎸᑪᔰᨶරᙙమ!ᬰ
ᤈ᧞झරጱදᶐ!%ङِ෬ํಎਫጱच!݈
ํᅎၚጱᚆڠ"ێෛᚆێ#&֢ԅ౯ժਫḵጱٍ֛
ፓຽ"አԧӷଙग़ᳵඐٟԧ’Ḙᜮهහර
ဩጱᎸᑪӨਫ᪢(" ྲঅ֛ࣈሿԧරဩጱᔜ
Ṛ$ ᭜ԟጱොڠ%ङِੜኞࣈفႮࣁ
ဩ&ጱᎸᑪӾ!౯ժᕮԧᳯ᷌රဩ!റᔱဩ!
!Өፗᥧဩᒵ؟ࢶ!වᦒᕞဩ!మဩ!ᛔဩݎ
ᖫٟԧ’ੜኞڠ᭜ԟරဩ(Ӟԡ$ྌԡ឴
රᙙ᮱ᒫӣࢵقරᙙᑀᎸᑪսᐹ౮ຎॹ$

 $%%%ଙզ౯໊ํᬪ܉ᓤጱᑀᎸᦞ឴
૱ᕆզӤॹۜ" ᬯ᮷ฎჅᘌਁਁץݙݙදጱᕮ
ຎ"ၺ᭐፳Ⴥᘌጱग़ஞᤅ)ࣁჅᘌጱଃᶾӥ"౯
໊ᬮ឴۹Ղ૱රᙙᑀᎸضᬰ໊ᑍݩ$

Ⴥᘌ"Ӟ֖كෲጱوԾާؾ !Ӟ֖ԅचᏐර
ᙙᝒᝒറᔱጱරᙙਹ!՜ฎරᙙኴጱḮ!ฎර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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ᳯ᷌ၿ߽݊ک*ஞቘ*ኞቘ*ᦊᎣᐟᕪᑀ
*රᙙٌ݊ݱӻړඪᑀ’ᬪ &’ଙᚏᑀ
ጱᎸᑪᷢ᭛ݎ"ᴻԧේ֫᯾ىԭᚏՈጱӞᔮ
ᤒӷᐿԭىਫḵ"ᬮํᦊᎣᐟᕪᑀڜ
ᤒᔮᕹጱᎸᑪ"᮷᩸՜ጱᦊ፥ᘍ"ଚ౮ԅ
ӷᐿᖌቘᦞڊጱᑀׁഝ’ٌਙᑀ۱ೡᐒ
տ*ᗦ"զ݊ݱᛔᆐᑀጱݎ᮷ฎ՜ಅى
ஞጱ’ᇙڦฎ՜ᵋ᮷ဳىࣁᬯԶӧݶᑀ
ᶾऒጱ๋ෛ౮ຎ"ํጱ೭ԅ౯ಅአ"ڠ᭜ࣈ
ڊᛔ૩ጱቘᦞᥠᥴ’֕ฎ"෫ᦞग़ᑀ"
ᖓݳᎸᑪ֜کᐿᑕଶ"ٌፓጱํݝӞӻ"੪ฎද
ᬰරᙙර"#റᔱڊӞරදᶐጱෛ᪠&"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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Ԫරᙙਫ᪢ၚۖ"ᘍරᙙӾጱᳯ᷌’ රᙙ
ਫ᪢ֵ՜ᑌᔴԧᕪḵ"ीᳩԧฬ్"Ԟԅ՜ڠ᭜
ጱරᙙᑀᎸၚۖӥࣙਫጱचᏐ’ ᘒݸࣁ $"
ଙጱරᙙᑀᎸᬦᑕӾԞฎӨරᙙਫ᪢ᔲੂࣈᕮ

’Ӟ᩸ࣁݳ Բ&՜ᶾԧ#ӾੜᩒङᦒᎸم#
ᑪ&"#ӠԲ&݈ᶾԧ#Ӿੜරᔰᨶᚆێᳯ
᷌&զ݊#᧞क़ၚۖࣁර֛ګදᶐӾጱ֖ࣈ
֢አ&ጱᎸᑪ’ ᬯԶ᮷ฎᕮݳ౯ࢵӾੜරᙙර
ጱਫᴬᬰᤈጱ’ ՜ᭅӥԏݸඐٟጱ,ሿդර
ᦞᦞ!ԞฎᕮԧӞಢํڠ᭜ጱսᐹර

ᬳታଣ-Өጱٚᦊᦩ...ᦞჅጱරᙙమٌ݊୮դරᙙጱ᯿य़ᨯሠ

(



۹Ղරᙙᴺಸ

ጱਫ᪢ᕪḵ!රᦞᬰᤈԧෛጱറᔱ"ݸ!#كԲ$%&ԜԲ$%&܈Բ$܈&کӞԲ$ಅᬰᤈጱ&ݎ
୵ᖌጱቘᦞᎸᑪӨරਫḵ$ ጱྯӞᴤ
ྦྷ!᮷ဌํᐶᬦරᙙਫ᪢’ ᬯԶਫḵ%ਫ᪢ၚ
ۖ!ӧՐֵቘᦞکᦤก%ᤑ꧌%꧌ਫ%ਠ܋࠺
රᙙᑀਫ᪢ӾङِԧӞಢսᐹරࣁᘒӬ!
ᎸොᶎጱӫӱՈ"!"ٍํሿդ%ڹဠݢ" ੪౯ࢵ
රᙙᘒ! ሿդଫᤒሿࣁරᙙጱమ%ර
ᙙጱचፓຽ%රᙙᬦᑕ%ኞىᔮ%රᙙಋྦྷᒵ
ӷᐿ౯ժᦊԅᦊᎣᐟᕪᑀݶ!ӻොᶎپ
ᖌጱฬێቘᦞ! Ԟଫ୮౮ԅሿդරᙙጱቘᦞच
Ꮠ"ดᆐ!Ⴥරᙙమ꧌֛ړሿԧᬯӞᇙ"
ಅ᧲ڹဠ!ฎ՜ಅդᤒጱమᩳࣁ
ԧդጱڜڹ!ဌํࢩਝ෯ՐՐአᥴ᯽૪ํ
ጱරᙙሿ! ᘒฎݎሿਮᥡํࢴጱරᙙᥢ!
ᑀጱරᙙරොኼ%᭔ஆ!വۖරᙙဠ፳ྋڊ
Ꮯጱ᭲᪠ݎڹݻ! ӧෙරᙙጱᗦঅڹว"
Ⴥضኞڊጱӷᐿᖌቘᦞಅଃጱර

ᵙᅩጱ۸ᥴզ݊&රᙙ෫૧ኞ$ጱᦞෙ!ྋฎᶼᐏ
ԧᬯᐿቘమڹวጱਫሿ"ਙӧฎරᙙӡᚆᦞጱᘉ
ᇇ!ᘒฎරᙙᑀڊጱྋᏟොݻ" ӷᐿᖌጱ
ቘᦞරᦞӾጱᖌ%Ꭳᦩ%ದᚆ%ᚆڠ%ێෛ
ᚆێᒵپӻच༷ஷጱ᯿ෛኴਧ!ቘᶲԧਙժԏ
ᳵጱىᔮ!ਠ࠺ս۸ԧԟጱᦊᦩᬦᑕ!Ⴎ۸
ԧᖌጱٖ႗! ֵරቘᦞๅے꧌ਫᑀ۸"
ӷᐿᖌጱฬێቘᦞ!ܔӞುᖌጱฬێቘ
ᦞ੪ฎӞᐿ᩻᩼!ਙݢզֵଠय़ᶆଙጱฬێ
"ݎๅঅጱک
ӣ%Ⴥරᙙమጱհ꧊ٌ݊୮

դරᙙጱᨯሠ

Ⴥරᙙమ౯ࢵ୮դරᙙጱߥਖ਼

ฎႮᬱጱ!ᨯሠฎय़ጱ"#"ᬰԧ౯ࢵᔰᨶරᙙጱႮݎف" ᔰᨶර
ᙙզṛݑරᙙᘏጱᖓݳᔰᨶԅፓጱ!ᬯ੪۱ೡ
ԧݎኞጱኞቘᔰᨶ%ஞቘᔰᨶ%۸ᔰᨶᒵ"
ᘒٌӾጱஞቘᔰᨶ%۸ᔰᨶӨᖌ%ฬێጱݎ
ຄԅੂڔ" փᕹጱ໊රᙙݻ᯿ᥤጱฬᙙ!
ԞጱฎܔӞጱುᖌ"ኧԭ୵ᖌဌํ
ԧ෫᪃᯿ࣁጱᦊᦩ!෫ӾਙනڰᶎጱႮق
ጱ֖ࣈ"ฬێၥḵ፡᯿ጱԞݝฎುᖌ" ܔ
Ӟᖌጱฬێᥡֵኞጱᚆێஞݎکݑ

உय़ጱੴᴴ"ᖌ%ฬێᦊᦩጱᇆᶎ!ᆐ᭜
౮໊රᙙጱᇆᶎ" ಅզ!ᥝṛचᏐරᙙጱ
ᨶᰁ!قᶎݎኞጱᔰᨶ!੪ᶳےय़໊ද
ᶐጱێଶ!አᑀጱරᙙమྎᤰଠय़රᙙૡ֢
ᘏ"ӷᐿᖌጱቘᦞྋฎᬰᬯොᶎදᶐጱӞӻ
"ᶎᨽقරᙙොᰒጱࢵᬰԧ౯%$"ጱྎێํ ᶎᨽق
ࢵؾਹጱරᙙොᰒᶳզᑀጱݎᥡԅ

" ࣙ೮զՈԅ!قᶎ%ݢ%᧣ܐ೮ᖅጱݎ
ᥡ!ԭරᙙ᧔ຄԅ᯿ᥝ" ֕ฎ౯ժᬦ݄؉
ଚӧړ܈ቘమ!᧔ฎ%ฬ%֛%ᗦ%۞قᶎݎ!
᯿ᥤጱஃஃᬮฎฬᙙ!ᘒฬᙙ݈ଃํஉय़ጱ
ᇆᶎ"Ⴥضኞڊጱӷᐿᖌᥡզ݊ᖌ
ጱقᶎ%ݢ%᧣ܐ೮ᖅݎ!قᶎᨽࢵؾਹ
ጱරᙙොᰒ!ᬰኞӻ֛ጱقᶎݎํຄय़ጱ
വ֢ۖአ" զᙙԅֺ!᭲ᦊᦩ%᭲ఘఽ%᭲
ᤈԅ᮷ᖌํ፳ຄԅੂڔጱىᔮ"ݎӷᐿ
ᖌ!੦ٌฎݎ୵ᖌ!᭲ߝᨶጱ୵౮
᭲᯿ᥝጱԎ"᭲ᤈԅฎ᭲ᦊᦩړ܈ํ
ఘఽጱӞᐿᤒᬡ!᭲ᦊᦩ᩼Ⴎڰ!᭲ఘఽ᩼
፥ڔ!᭲ᤈԅ੪᩼ےẌกᑱࢩ"ڊྌ!໊රᙙ
ӧᚆݝ፡᯿ುᖌᘒᥤ୵ᖌ!ՐՐฎᦖ
ቘᦞ%Ӥလ᧞%൳य़᭲ቘ!ᥝӷᐿᖌํࣈ
ᕮ᩸ݳ!ๅग़ࣈአኞۖఽՈጱԪᭃሿਫኞၚ
ӾጱضᬰՈᇔ୵݄රᙙଠय़ᶆଙ"ᙙӾጱ
ᦜग़ԪֺਠقᦤกԧᬯӞᅩ"ᴻԧᙙ!ฬᙙ%֛
ᙙ%ᗦᙙݶᵱᥝአӷᐿᖌጱቘᦞ݄Ꮈᑪᥴ٬
"ᬰԧ໊᧞ᑕ%ර%රဩොᶎጱදᶐ%&"ᐿᳯ᷌ݱጱࣁਂ
Ḙᜮهᘌጱੜහරදᶐ!ၹᆱᘌጱ
ੜරදᶐ!ᮧᠥᶆᘌጱӾᇔቘර
දᶐ!ṛසӳ%ჅሳႴᘌጱӾᇔቘරදᶐ!
้พᘌጱӾ۸රදᶐ!ڝᵪᘌጱӾ
රදᶐᒵ᮷ฎࣁჅضኞጱරᙙమ

ӥݐԧӿᏗ౮ຎ"ᬯ᯾౯మᇙڦӞӥӾੜ
ᶪ%֛%ᗦරጱදᶐ"ሼᘌدࣁᒏᗦර
%ޓᄒᘌࣁᶪԔර%ୟበᘌ֛ࣁᙙ
රӾ᮷ݐԧᑱڊጱ౮ᖂ"ӷᐿᖌጱቘᦞӧ
Րṛԧᶪ%֛%ᗦරጱපຎ%ᨶᰁ!ᘒӬṛ
ԧਙժࣁचᏐරᙙӾጱ֖ࣈ!ӧٚฎՋԍӧአۖ
ᚏጱ&ੜӣᳪ$!ᘒฎහ%ቘ%۸ݶᒵ᯿ᥝጱץ
᧞!ӧݢᗌ" ᶪԔᇙᕆරޓᄒ᧔(&౯୵
ᖌጱᦊᦩ᩼᩼Ⴎڰ!ᇙڦฎ᧞᷌ᕟىԭ୵
ᖌఘఽ%ፗᥧጱቘᦞᴏᬿ!ҁӥᒫ !" ҂ɰ#’



ҁӤളᒫ !" ҂ɰԅ౯ԧᖌጱ᳹ᳪ!ತک୵
ᖌӨᶪԔරᙙጱᕮݳᅩ" #ᵋ፳ଠय़ර
ӷᐿᖌቘᦞጱԟ$Ꮈᑪ$ഩൎ$ᬩአ!౯ࢵӾ
ੜ᧞झරጱᶎᨩෆӻचᏐරᙙጱᇫ٭ਖ਼

տݎኞๅԅႮڰጱ۸ݒ"!" ᑀጱᔲੂىᬰԧරᙙӨஞቘᒵፘ
ᕮݳ!ֵරᙙᑀᎸๅঅࣈԅරᙙਫ᪢๐ۓ"%ᑀದ
ฎᒫӞኞԾێ&! රᙙᑀᎸଫᧆฎݎරᙙԪӱ
ጱ%ᒫӞኞԾێ&’Ⴥضኞىԭӷᐿᖌቘᦞ

ጱᎸᑪ! զ݊՜ෆӻරᙙమරᙙਫ᪢ၚۖ!
ᬪԧරᙙӨஞቘጱ᪗ᐶ! ᬪԧරᙙӨ߽
$ᐒտ$ᦊᎣᐟᕪᑀզ݊Өמ௳ፘىጱݱ
ӻᑀጱ᪗ᐶ! රᙙӨᖌጱᎸᑪᬡکԧᵭ᪗
ᐶ" රᙙݐޕग़ᑀጱӿ០ِ!አՈᔄڠ᭜ጱ
ग़ොᶎጱᔜᐟᇔᨶᨰ꧌ਫ$ྎᤰ᩸!ਖ਼
ᬡکӞӻๅےᗦঅጱቘమहኴ!ԅՈᔄᐒտጱݎ
؉ڊᨯሠ(

ҁᨱձᖫᬋ ֜ᜌ҂

Ӟ) ԟᨽᐒտԆԎ໐ஞհ꧊֛ᔮ!ާؾଗ
᮱ጱཛྷଃ१֢አஉ᯿ᥝ"ᴺ໐ஞ۸ฎᴺ
۸ୌᦡጱӾஞ"ާؾଗ᮱ᥝࣁᨽᐒտԆԎ໐
ஞհ꧊֛ᔮ$ୌᦡᴺ໐ஞ۸ጱᬦᑕӾ!ӧෙ
ᕮ$ፘቘᥴ$ፘඪ೮ጱࢫ$ᔜᦻݶஞݶ
ݻ଼؋$Ԫو֢ݳ$០᭜ஞఘᛥێۘ!ᔮىԪݶ
Ӥӿग़ጱ໊ࢮሾह"ᥝ፳ێୌᦡᴺ໐ஞ
ᔜᐟ੶ᶎᦏරᘳާૡํ୭ࣁ!ࢮ໊᧯ୌڠ!۸
ંఽ$ᦊݶఽ"๋ާؾ!ݸଗ᮱ᥝᬰӞྍے୩ᛔ
ጱ֢ᷚୌᦡ!ۘێ᪢ᤈ%۪ॳঅ$զᛘአ!ஞ
ᔮᗭռ$๐ۓՈ࿆!፥ಬਫଗ$ۓਫප!ᜊᝒॳ
$۪ᜓפᕅ!ᶶقय़ੴ$եᤈᐬྊ!ݎಛ࿆Ԇ$ࢫ
ᕮوԪ!ᐽلአ$ୀ၄!ኞၚྋၝ$ఘ᪁؋

଼&ጱᜉঅ֢ᷚ"ᥝӸզ૩!؉Ӟݳݷ໒ጱوԾ
"ጱᶾଗ᮱ٳٳᑍᘳጱ$ଗଗݷӞ؉!ާؾ

զᐒտԆԎ໐ஞհ꧊֛ᔮԅᶾ!ୌᒈᴺ
໐ஞհ꧊᭄!വᬰᴺ໐ஞ۸ୌᦡ!෬ฎሿ
ਫ᧞᷌!Ԟฎᳩ๗ձۓ" ᇑᇑഩൎṛ໊మလ
රᙙጱᶾԆۖ!ᐒտԆԎ໐ஞհ꧊֛
ᔮᣟکفᴺ۸ୌᦡጱقᬦᑕ!ᨽᑯکᴺර
ᙙරᓕቘૡ֢ጱݱӻොᶎ!ֵᐒտԆԎ໐ஞ
հ꧊֛ᔮጱचᥝکႮفᨽ!ԅᴺݎ
మඪඅ!ᬯਫጱቘᦞचᏐࣙ׀Ոङِ
෬ฎᴺమလૡ֢ጱۘێොݻ!Ԟฎ୮ڹ
ᴺ໐ஞ۸ୌᦡጱ᯿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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Ḙਲ਼ଘ+᪢ᤈᐒտԆԎ໐ஞհ꧊֛ᔮ ୩ᴺ໐ஞ۸ୌᦡ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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قᶎᖌᎸᑪکԟ֛ᔮୌ!!!Ⴥضኞ"ԟ#ጱᎸᑪܲᑕ
ப౮ !!៰ᔰᜌ "

ҁ!#۹Ղරᙙᴺ ۹̔Ղ !""!#"Ҕ"#۹Ղ૱රᙙտ!ԟӨᖌ"රᙙᎸᑪտ ۹̔Ղ !""!#"҂

൹ᥝғ۹Ղරᙙտ!ԟӨᖌ"Ꮈᑪտ ኞጱଃᶾӥ҅ض۹ՂරᙙᴺܻᴺᳩჅࣁ̔
ԧ "$ग़ଙጱᖌӨԟጱᎸᑪ ୵̔౮ԧӾࢵᇙᜋጱ#ԟ$ቘᦞӨਫ᪢֛ᔮ%ᬯԶ
౮ຎႮଶᘍ᧞ᑕ&ර&ර&ԟᒵचᳯ᷌ ̔ڊԧचԭӷᐿᖌݎጱԟӨර
ቘᦞਫ᪢ཛྷୗ ᑌ̔ᔴԧӿጱቘᦞਫ᪢౮ຎ%
ᲫғᖌҔ୵ᖌҔӷᐿᖌҔԟቘᦞҔරදᶐى
Ӿړࢶᔄݩғ$%%# ሠຽᦩᎱғ& ᒍᖫݩғ!’’()""(*+"$!,-’.)$$$!)$&!"#ғ!$/!,.0(12/3456#27268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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۹ՂරᙙᴺڹᴺᳩჅضኞଃᶾ۹Ղ૱Ӿੜ$ଞࢮدᕟୌጱ۹Ղ૱රᙙտ%ԟӨ
ᖌ&ᎸᑪտጱӞᶱܲᕪ "N ଙ’݇Ө໊ .0 ಅ’݇Өරਫḵጱර ! ’’’ ग़ՈጱᎸᑪӨਫ᪢’
ݦݎᚏ’Ꮈᑪ୵ᖌ’کୌԟቘᦞ֛ᔮ’ਫሿԧӾࢵරᙙቘᦞᎸᑪਫ᪢ጱෛᑱᏈ(
"’!, ଙ’රᙙᑀڊᇇᐒྋࣁԅᬯӻࢫᴚڊᇇզჅضኞඐٟጱ"ԟ#)Ӥ*+)ӥ*ԅդᤒጱ
""֢’ຽப፳Ⴥԟ֛ᔮጱ୵౮’Ԟຽப፳ԟቘᦞവଠጱقᶎۖސ,

Ӟ# ᳯ᷌ጱڊ
"’ Ӯᕉ (’ ଙդ’ჅضኞӾੜ᧞झරӾฦ᭭ਂࣁጱԟٖນᆳԓޱ$Ꭳᦩುᵙ

තᑤ෭๗ғ"’!,’’%’!N
֢ᘏᓌՕғப౮)!0O!!*’ካ’ᬠਘ಄ମՈ’۹Ղරᙙᴺۅᴺᳩ’ۅᎸᑪާ’ܗॊ’۹Ղරᙙտ%ԟӨ

ᖌ&රᙙᎸᑪտቘԪᳩ,
៰ᔰᜌ)!0N"!*’ঀ’ॠၐ૱Ո’۹Ղ૱රᙙտ%ԟӨᖌ&රᙙᎸᑪտଉۅۓቘԪᳩ’ᑃԡᳩ,



۹Ղරᙙᴺಸ

!ොဩྒᦕᏝᙧ!ኞṛ֗ړᚆᒵᒵሿᕳරᙙૡ֢ᘏଃጱࢯజݎڊ"ᦶࢶറᔱᬯԶᳯ᷌ጱዩ
ᕮಅࣁ"ଚኧྌఽک୮ጱරᙙቘᦞᎸᑪጱᗌ०ᘒៗኞጱ୩ᅱጱറᔱౄ๕#!"#$ ଙ"๖ᴡਫḵੜහරḘᜮهጱӞᓤ឴۹Ղ૱රᙙտ$୮Ⴥձଉۅۓտ
ᳩ%Ӟᒵॹጱᦞ"᩸ԧჅᘌጱဳ# ḘᘌࣁᒍӾᕮԧᛔ૩Ԫහරදᶐݐጱ
౮ຎ"֕ฎ"ኞᚆێฎই֜Ծኞ&ই֜ङِጱ"ᬮဌํๅႮ੶ེᬰᤈᘍ# ჅᘌՅᛔଆḘᜮه
ᘌ༂ቘ᪠"ଚඐٟԧ’දᬰᎣᦩᕮ ङِහᚆێ(Ӟ"ݎᤒࣁ’රᙙᎸᑪ(Ӥ#

ḘᘌጱᕪḵӨՈጱᎣᦩᕮ݊ᖌݎํՋԍىᔮ) ᎣᦩᕮጱදᬰӨᖌጱ݈ګฎՋ
ԍىᔮ) ᚏᑀᎸᑪጱᬰԅᬯᐿറᔱ׀ԧ᯿ᥝጱׁഝ# ԭฎ"%""&ଙ ’์"Ⴥضኞኩಸԧ
۹Ղ૱߽ᐒտᑀᥢك*ېښԲ+ᥢښ᯿ᅩᶱፓ*ݦݎᚏ"ݎ୵ᖌጱරਫḵӨᎸᑪ+"ٌ
Ꮈᑪ᪠ฎ"᭗ᬦ*ݦݎᚏ+ֵૢݦᚏݎ᧣ܐ"قᶎݎᖌ,ᛔྌ"ኧჅضኞতԧᚏᑀ
౮ຎଫአԭӾੜරᙙጱᦶ"তԧᖌᎸᑪጱ*ڡᘗ+,փᕹጱරᙙቘᦞԭݎುᖌฎ
ํचᏐጱ"ಅզ"᧞᷌Ꮈᑪጱ᯿ᅩනݎࣁ୵ᖌӤ"ᔲᔲࢱᕰই֜᭗ᬦᑀරݎ୵
ᖌᬯӞӾஞ"ڊզݎ୵ᖌԅᑱᏈݗ"റᔱӞֵ᧞झරݒኞۖํ᪁!ԟٖݒ
ྲฃቘᥴ"ํපṛරᨶᰁጱරෛ᪠,

᧞᷌ᎸᑪӞত੪ቘᦞᎸᑪӨරਫḵവӤԧଚᤈጱள᭛᪠, ݶᬰᤈቘᦞᎸᑪጱࣁ
"රොᶎጱਫḵԞقᶎ,᧞᷌ᕟࣁଞࢮد!ੜ!Ӿय़ӧݶԟᴤྦྷᬰᤈԧग़ᑀጱ
රਫḵ, ਫḵጱᑀو %$ᳪ"݇ےጱํ֖ܔ &ಅଞࢮد!"ಅੜ!(ಅӾӞಅय़, ਫḵර
Ԇᥝฎ໑ഝᑀጱӧݶᇙᅩ"ӷᐿᖌङِํࣈᕮ᩸ݳ"ଚᑱڊ୵ᖌጱᦒᕞ"ङِ
ኞጱᥡێ!మێ!ᑮᳵమێ!୵ᦕێፗᥧᖌᚆێ,

ԫ! Ꮈᑪጱܲᑕ
ჅضኞጱᎸᑪ"ݦݎᚏ"ݎ୵ᖌ᩸ྍ"ܲᕪ*كԲ+!*ԜԲ+ፗᛗ*܈ԫԲ+ጱ೮ᖅ

Ꮈᑪ+๋ᕣਧ֖ࣁ*ԟӾᖌጱقᶎ!ݢ᧣ܐ೮ᖅݎ+ጱᎸᑪ,
ᬯᶱᎸᑪզ୵ᖌುᖌᬯӷᐿᖌԅचᏐጱचԟቘᦞݎڊ" ᇙڦฎํᰒ

ࣁӞ୩᧣ುᖌጱੴᴴ,ଚܔᔮጱᎸᑪԅ᯿ᅩ"Ꮘԧᳩ๗զى୵ᖌӨԟጱݎզࣈ
ྌचᏐԏӤᖌጱقᶎݎՈጱقᶎݎጱٖࣁᘶᔮጱګᬰᤈԧറᔱ" ᘒୌԧզӷᐿ
ᖌԅचᏐጱԟᦞ,$Ӟ%*كԲ+๗ᳵ"ဳى୵ᖌጱᎸᑪ

ׁഝ )-*-ේ֫᯾ጱᚏՈਫḵᦊᎣஞቘىԭᤒጱᎸᑪ"᯿ᅩᎸᑪԧ୵ᖌጱොဩ!
ԾኞӨᤒᬡ, ,ᲫىԭᥡጱᎸᑪฎӞӻى"ᎸᑪᬦᑕӾࣁ ሿํቘᦞᥡ፡֢ӞᐿఽᎣᥧ, Ⴥ
ضኞጱᎸᑪᦊԅ"ᥡฎӞᐿचᦊᦩᬦᑕ"ᥡํఽᦊᦩቘᦊᦩԏړ"ํፓጱ!Ⴎفጱᥡ
"ಬ֘ԧԪᇔጱᨶ"ฎᖌጱᬦᑕ"Ԇᥝԅ୵ᖌ,റᔱጱ᯿ᅩฎই֜᭗ᬦᑀරݎ୵
ᖌ"ቘᦞᎸᑪӨරදᶐਫḵᔲੂࣈᘶᔮ᩸,$ԫ%*ԜԲ+๗ᳵ"୵ᖌڠک᭜ᖌ!" Ӯᕉ "+ ଙդ"ࢵࣁਹ୩᧣ڠෛݎጱᙧวӥ"᧞᷌ᕟ୵ᖌᎸᑪጱचᏐӤ"ڠ*ݻ᭜
ᖌ+ቘᦞӨਫ᪢Ꮈᑪ"ᦊԅ*ڠ᭜ᖌฎڠ᭜ᬦᑕӾጱᖌၚۖ"ਙԆᥝฎӷᐿᖌ$ು
ᖌ!୵ᖌ%ෛ᷊ጱ!ᅎၚጱ!ํᕮݳጱᖌၚۖ+,᧞᷌ᕟᦊԅփᕹරᙙԭڠෛᚆێጱङِฎ
ํᴴጱ, ᥝࣁӾੜኞӾङِڠෛᚆێ"ᥝզӥپොᶎ፳ಋ,#,ڠ᭜ᖌጱङِӧᚆݝᶌӞᳪ᧞Ӟᐿරොဩ"ᘒᶳ໑༙ԭᖌጱᙑࢿॉԏ
Ӿ"ᬯӻᙑጱࢿॉ੪ฎӷᐿᖌፘᕮݳጱݱᑀර,ࢩྌ"ᥝୌᒈݎ୵ᖌ!ӷᐿᖌፘᕮ
වᦒᕞဩ!మဩ!ፗݎෛ"ইᛔԆԟ!റᑪԟ!ᖌڠᥝᬰᤈරොဩጱێෛᚆڠጱᑀරᬦᑕෛཛྷୗ,!,ङِݳ
ᥧဩᒵ,

!



ப౮!៰ᔰᜌ"قᶎᖌᎸᑪکԟ֛ᔮୌ###Ⴥضኞ$ԟ%ጱᎸᑪܲᑕ
!ӣ" $#ጱᴤྦྷفԲ’๗ᳵฎ᧞᷌ᎸᑪႮ܈& Ӯᕉ๛!᧞᷌ᕟᬩአᦊᎣᐟᕪᑀๅےႮࣈفᬰᤈԧ᧞᷌Ꮈᑪ( ፳᯿Ꮈᑪԧԟचᬦᑕ

Ӿᖌ)ದᚆ)Ꭳᦩӣӻचᥝᔰ(%&᯿ෛኴਧᖌጱᨶ
ሿํىԭᖌጱਧԎ!य़ग़හฎುᖌጱᇙᅩኴਧጱ(Ⴥضኞ໑ഝᚏᑀጱ౮ຎᎸ

ᑪԧ)ᤒ)ᖌവቘጱᚏګ!ᦊԅᖌጱਧԎଫᧆ᯿ᅩනࣁᖌጱંᚏጱۑᚆӤ"!
य़ᚏӾํӷᐿં!ᒫӞ!ਮᥡԪᇔᶳࣁӻ֛ٖ*Ԇᥝԅय़ᚏ+کᤒ*ᤒ+,ᒫԫ!ᬯᐿ
ஞቘᤒࣁय़ᚏӾฎݢ֢ጱ("᭗ᬦᖌՈժݢզᦊᦩਮᥡԪᇔጱचંᨶ!ᬮݢᶼၥ
ൎ๚(

+*༷ஷܨ!ᚏӾጱᤒࣁᖌጱਧԎԅ"ᖌฎՈᚏਮᥡԪᇔڊኞضྌ!Ⴥࢩ
ᤒ!ᬰᤈےૡጱᦊᦩᬦᑕ!ਙ෬ᚆݍฉ)ᐏԪᇔጱᨶᇙԪᇔᳵጱᥢᘶᔮ!݈ᚆᶼၥ)
ᦇښԪᇔጱ๚(

ᬯӻਧԎํӣӻᇙᅩ"Ӟฎᖌฎقᶎጱ!۱ೡುᖌ୵ᖌ!ӷᐿᖌ᮷ᥝݎ,ԫฎ
ᖌၚۖ۱ތ፳ᖌාᖌොဩ!ԫᘏฎӧړݢጱ,ӣฎᖌጱݢ֢!ӷᐿᖌ᮷ํݱᛔ
ጱᖌොဩ!ړӞᛱᖌොဩᇙྛᖌොဩ(#&ದᚆฎक़ኴמ௳Өय़ᚏᘶᔮጱ᭗᭲

አӷᐿᖌጱᥡᅩ!Ⴥضኞದᚆጱ༷ஷ֢ԧෛጱኴਧ"-ದᚆฎᦊᦩᬦᑕӾ!ਮᥡԪᇔጱ
ጱڊᕪఽਥၚۖ*፲)ᘦ)ἲ)ᛢ)+ٖ۸ԅᖌ!ᖌၚٌۖ݊ᕮຎ!᭗ᬦఽਥၚۖᤒᬡ!௳מ
ොୗොဩ( .ದᚆ۸ٖړದᚆक़۸ದᚆ!ӞᛱኧՈጱक़᮱֢ۖ*ఽਥ)ᙄᙂ)ṋṒᒵ+ٖ᮱ฬێၚ
ۖ*ᖌၚۖ+ӷ᮱ړ౮!ದᚆฎݶᖌፘᘶᔮጱ(

ෛጱದᚆਧԎጱԆᥝᇙᅩํ"! ᕹӞԧದᚆጱ༷ஷ!ӧړฬێದᚆ֢ۖದᚆ," ಅํದᚆ
᮷ฎݶᖌᘶᔮ፳ጱ,# ਠ࠺ԧԟጱᦊᦩቘᦞ!ܨԟฎӞᐿᦊᦩᬦᑕ!ᖌฎᬯӻᬦᑕጱ໐
ஞ!ದᚆ*ᚆێ+ฎਙጱӷᘊ!ᎣᦩฎᦊᦩጱԆᥝᕮຎ(

!ᔮىದᚆጱێԭᚆى ჅᘌጱᎸᑪᦊԅ!-ᚆێฎӞᐿᶲࣈڥṛᨶᰁࣈਠ౮឴ݐᎣᦩᬩ
አᎣᦩጱӻஞቘᇙ!ฎದᚆṛଘጱᖓݳ( .ᚆێኧӷ᮱ړ౮!Ӟฎದᚆ౮ܨ!ړचᏐ᮱ړ,ԫ
ฎದᚆṛଘጱᖓݳ୵౮ጱṛ᮱ړ(ᒫӞ᮱ړ᧔กᚆێጱङِᥝಎਫጱፘىದᚆত!ᒫԫ᮱
ದᚆࣁ!ᨶ+(੪ฎ᧔!໑ഝᑀᇙᅩߝᨶ*ᖌߝጱஞቘىᦒᕞጱፓຽ!᭗ᬦᦒᕞ୵౮ፘێᚆڊړ
ጱचᏐӤ!᭗ᬦํපጱᖌᦒᕞ*ই༷ೡ)ᅎၚ)ᖓݳᒵ+੪ݢզङِᚆێ( ᬯ!ᚆێ੪౮ԅ
ൾጱӳᥜ(’&ᎣᦩฎದᚆጱԾᇔݢ֢ጱၚۖ!ᘒӧฎᬦ݄ᮎᐿӧݢ

ᎣᦩฎՈᔄࣁᳩ๗ᦊᦩӮኴ)ද᭜Ӯኴ*۱ೡᦊᦩᛔ૩+ጱᬦᑕӾಅ឴ጱᦊᦩᕪḵጱ(
ਙਫᴬӤฎᦊᦩᬦᑕӾದᚆӧෙ۸*ٖ۸क़۸+ጱԾᇔ(

!ፗളᕪḵ(ኞզԟᳵളᕪḵԅԆᔄጱᎸᑪӾ!᧞᷌ᕟ୩᧣ԧӷᅩ"!ᳵളᕪḵړᎣᦩࣁ
֕ӧଫᥤፗളᕪḵ!ᥤਫ᪢!ᥤᥡ("ᑀᎣᦩӻ۸Ꭳᦩ(ᑀᎣᦩฎՈᔄጱوጱᎣ
ᦩ!ӻ۸ᎣᦩฎՈժᦊᦩਮᥡԪᇔ!ݶӻՈጱఽݑ)֛ḵፘᘶᔮጱᎣᦩ!ԫᘏӧᚆፘ๊դ!
ᥤӻ۸Ꭳᦩฎᖌᇆᶎጱᤒሿ(*܈-+ࢥӞԲ.๗ᳵ!ԟᎸᑪጱݎ

᧞᷌ᕟىԭԟጱᎸᑪړԅӷྍ"ᒫӞྍ!ԟጱचᬦᑕ!ኞ឴ݐᎣᦩᬩአᎣᦩጱᬦᑕ!
ฎᦊᦩᬦᑕጱचӞሾ,ᒫԫྍ!ԟጱᬳᖅᬦᑕ!ኞ᭗ᬦԟᬰஞݎ᧯ጱᬦᑕ(ࣁᑀ
!ᥡӥݎ ಬ֘ԟӾᖌጱقᶎݢ᧣ܐ೮ᖅݎᬯԆᕚ! ԟӨݎጱᎸᑪฎᶲڥ
ጱ!ԟቘᦞጱᎸᑪ!ṛکӞӻෛଘ(%&ᖌݎጱقᶎ)ܐ᧣!ฎԟӨݎጱचᏐ*!+ᖌጱقᶎ!ฎՈጱ)ฬ)֛)ᗦقᶎݎጱचᏐ!ਙฎ᭗ᬦර៧ਫරᙙොᰒ)ᬰ
ஞقᶎݎጱቘᦞׁ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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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ጱݎ᧣ܐದᚆฎԟᬦᑕӾ#Ꭳᦩฎᦊᦩጱᕮຎ#ದᚆጱ۸ฎᦊᦩጱᬦᑕ#Ꭳᦩࣁ"!!
ਙฎԟӾᖌාᖌොဩݎ᧣ܐጱٍ֛֛ሿ%!""ԟᬦᑕӾ#ӷᐿᖌፘᕮݳጱ୵ୗฎग़ᐿग़ጱ% ӧݶᑀӾӷᐿᖌᕮݳጱරཛྷୗ
%ӷᐿᖌጱঅ֛ݎᗑᕶದ"ฎᇙᜋ%!#"ሿդරᙙড়֛!ग़ড়֛ดԧᑀጱᨶڈ#ጱ୵ୗݎ᧣ܐᇙᅩ#ฎᑀᖌ ፓڹ౯ժ॒ࣁփᕹড়֛!ԡ
ᔁ"ሿդරᙙড়֛ଚአጱ๗% ෛጱԟොୗฎӻڦරᙙӨᵞ֛රᙙጱ๋֯ᕮݳ%!"Ꭳᦩ&ದᚆጱᬢᑏ#ฎԟӨݎጱٖࣁګ

᧞᷌ᕟڊӷᐿᖌጱᕹӞጱԟᬢᑏቘᦞ#ݸڹܨӷᐿԟᕪḵ!Ꭳᦩ&ದᚆ&ᚆێ&ԟబ
ᒵ"#ᝑํݶوጱᖌᥝᔰ!ᖌၚۖጱොୗොဩ"੪ᚆԾኞᎣᦩ&ದᚆጱᬢᑏ% ᬢᑏฎෛ෯Ꭳᦩ&ದ
ᚆٖࣁᘶᔮጱګ#Ԟฎԟݢ೮ᖅݎጱٖࣁ۸"#%ګᥴරᵙᅩ!ԟᵙᅩ"#ฎԟݢ೮ᖅጱىᲫ

चᏐරᙙӾ#ݱᑀฦ᭭ਂࣁරᵙᅩ#౮ԅԟݢ೮ᖅݎጱᵑᏥ%Ꮘᥴරᵙᅩ#ฎଠय़ර
ݎᶎقᖌࣁ’զ༷ೡԅݢ#ஞ&๋ፗള&๋ሿਫጱᳯ᷌%ই֜Ꮘᥴරᵙᅩ#᭗ᬦරጱਫ᪢ى๋
රᬰᤈරٖࣈጱचᏐӤ#ᬩአԟᬢᑏጱቘᦞ#ෆ֛ൎර#ᭇ୮᧣ܐᎣᦩӨದᚆፘ
ොဩጱදᶐ%ྯӞӻරᵙᅩጱ۸ᥴ#᮷ޱ፳ԟ݈ڹᬰԧӞྍ#ᘒכᦤԧԟጱݢ೮ᖅݎ%!Բ"(܈ԫԲ)๗ᳵ#ԟቘᦞ֛ᔮጱ୵౮!$ ग़ଙ᧞᷌Ꮈᑪጱच᪠ฎզᖌԅ໐ஞ#ԟӨᖌፘᕮݳ#᭑ྍୌෛጱԟ֛
ᔮጱᬦᑕ% ኞՅᛔඐٟԧ*ԟ+!Ӥ&ӥٙ"#ଚضቘᦞ֛ᔮ#Ⴥ࠺๗ᳵ᧞᷌ᕟᖀᖅਠ(ԫԲ܈)
᯿ෛᕟᕢץᦈᖫٟԧ !$ᑀԟቘᦞӨਫ᪢ӫ#ֵӾࢵᇙᜋጱԟᎸᑪቘᦞکਫ᪢
ํԧਠෆጱᕮ% Ⴥ᧔(አӾࢵጱඳԪᦖӾࢵጱරᙙ)#ྋฎᬯ !$ग़ଙ᧞᷌Ꮈᑪጱ፥ਫٟᆙ%

ӣ! Ꮈᑪጱ౮ຎ
ᕪᬦ !$ग़ଙጱᎸᑪ#Ⴥضኞٌ݊᧞᷌ᕟ୵౮ԧᔮڜቘᦞ౮ຎ&ਫ᪢౮ຎ#ԞङِԧӞಢӾ

ੜ໊ᳩර#ኞقᶎݎ᩸کԧᑌຄ֢አ#ᑌႚԧӿጱਫ᪢ᕪḵ#୵౮ԧग़ᑀጱํපጱ
රཛྷୗ% &᪁يᑀᬰᤈྲᔮᕹጱරදᶐᦶḵ#᭗ᬦྲਫḵጱᕹᦇ#ኞጱԟݱӾੜࣁ
ԟ౮ᖂ&ԟᚆێกดṛԭྲቔ#ኞጱᥡᚆێ&మᚆތ!ێᑮᳵమᚆێ"&ੜኞԟ֢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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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ฎරṛಋԯᵞጱ໊ ႀ̔ሿڊሴႡቨ(எሳ
ቨ(ᗔॠଘᒵӞಢսᐹර ՜̔ժጱර୵
(ኞۖ(ఽՈ Ⴎ̔ݑኞࡅᆽ)ᇙᜋߺࣁ᯾" ํ

ဌํᥢݢ" ቘᦞचᏐฎՋԍ" ୮ࣁ ̔ሿ
ํጱරᙙቘᦞӾತӧکᒼໜ҅֕ ᬯԶරᦏ౯
#-%#(ԧᕮᎸᑪጱᛯᑕސ ଙ ౯̔᧣۹کՂරᙙ
ᴺૡ֢ ෛ̔ጱગ֖ᘳᨱฎᨮᨱ۹Ղ૱රጱᖀ
ᖅරᙙङᦒ ᬯ̔ӻગֵ֖౯۹Ղ૱රጱݎ
ᬰᤈဳى ଚ̔ํտԧᥴ۹کՂ૱ๅग़ጱսᐹ
රᗭ֛)୮౯ݸضԆ೮ԧ#مԲ$ࢵਹරᙙ
ᑀᥢښ᯿ᅩᑀᎸᶱፓ#ӾੜᩒङᦒጱᎸ
ᑪ"̔୵౮&ᩒङᦒ༷ᦞ%Ӟԡ ऴ̔ᤑԧٖࢵᬯො
ᶎጱᑮጮ� Ԇ೮ԧ۹Ղ૱߽ᐒտᑀ#ӠԲ$ᥢ
᧞ښ #᷌Ӿੜරᔰᨶᚆێङِ"̔᭗ᬦᎸ
ᑪර(ᬩአරဩ(ᤒᬡ(ᥡᎸᑪኞ(ᕟᕢ
ኞ(ᬰᤈమරᙙمӻොᶎጱරದᚆᳯ᷌ᬰ
ᤈᎸᑪ ୵̔౮ԧ&ᦞරጱᔰᨶ%Ӟԡ� ԅᎸᑪ#᧞
ٖचᏐ ᧞̔क़ڊՈ$ᬯӞ᧞᷌ ݈Ԇ೮ԧݸ̔
රᙙ᮱#ӠԲ$᯿ᅩ᧞ #᷌᧞क़ၚۖӨරᙙ֛ګද
ᶐጱᎸᑪ"̔Ꮈᑪ౮ຎ୵౮ԧ&᧞क़ၚۖӨර֛
झපሲ᧞܋දᶐ%Ӟԡ)֕ই֜ᬰӞྍګ ই̔
֜ๅग़սᐹරጱਫ᪢ᕪḵᕮ౮රᙙቘᦞ҅
Ӟፗฎࢯಟ౯ጱᳯ᷌)

#%-(ଙ ۹̔Ղ૱๖ᴡਫḵੜහරḘᜮ
ጱӞᓤᦞ឴ԧ۹Ղ૱රᙙտӞᒵه
ॹ ୮̔౯ྋձ۹Ղ૱රᙙտଉۅۓտᳩ)
Ḙᘌဳىኞ#$ጱଶ Ⴎ̔ଶയੜහ
රጱٖࣁ᭦ᬋ ଚ̔᭗ᬦஉग़ٍํ୵ು
ᕮݳጱරොဩ ̔܋ԧኞጱԟي᪁ԟ
පሲ ਫ̔ሿԧኞᆽ(տ ଚ̔ݐԧঅጱ
ԟපຎ)౯ᬰӞྍႮفḘᘌጱ᧞झ ଆ̔ۗḘᘌ
ࢱᕰኞᚆێฎই֜Ծኞ(ই֜ङِᒵๅႮ੶
ེጱᳯ᷌ᬰᤈറᔱ Ө̔Ḙᘌݶوඐٟԧ&දᬰ
Ꭳᦩᕮ ङِ̔හᚆێ%Ӟ රᙙᎸ&ࣁᤒݎ̔
ᑪ%Ӥ)ᧆङِኞᑀᚆێጱଶ ̔ڊ
ԧੜහᎣᦩᕮ֛ᔮ᯿ጱ᭦ᬋ ᬯ̔ࣁ୮
ฎᶋଉضᬰ(ṛපጱᑀරቘᦞ ̔کԧݶࢵق
ᤈጱဳى)֕ฎ ই̔֜Ⴔศኴਧ#ᚆێ$ጱ༷ஷ҅
݈ই֜ᬰӞྍḘᘌጱᕪḵٌک՜ᑀ
ྦྷ ౮̔ԧ౯ෛጱဳىᅩ)ݢզ᧔ ̔ԟӨᖌጱᎸ
ᑪ੪ฎᬯӻײতྋୗقᶎۖސጱ)

ப౮�᭗ᬦጱՕᕨ ౯̔ժᏟਫఽکݑԧ
ጱቘᦞᎸᑪḒضฎӞᐿරᙙֵӨᨱձጱവۖ҅
তᕣဳى፳රӞᕚ ප፳රጱපሲဳى̔
ຎ)ᬯݢᚆฎ౯ժྯӞ֖රᙙૡ֢ᘏ᮷ଫٍํጱ

"#



ᒫ &๗ ப౮�රሿդ۸ฎරᙙሿդ۸ጱ᯿ᥝचᏐ

රᙙఘމ)ྌक़ ̔ጱᎸᑪᦏ౯ఽکݑ ӧ̔ᦞՋ
ԍײ ౯̔ժጱӞᕚරᙙਫ᪢Ӿ᮷ํսᐹጱර(
սᨶጱ᧞झ ሿݎᲫฎ౯ժই݄֜ى̔ ଚ̔ᚆड़ᬰӞ
(ᅫݎྍ ୵̔౮ቘᦞ҅ٚ ᬰᤈവଠ)ᬯӻ
ԎӤ᧔ ̔ଃᶾ౯ժᬯ !( ଙጱᎸᑪ҅ᴻ ԧᎸᑪ౮
ຎஉݢᩃզक़ ᬯ̔ᐿಎ໑ਫ᪢ጱᎸᑪොဩ च̔ԭਫ
᪢ጱᕮ(ᅫጱ୭ᕑᎸᑪ᭦ᬋ ᮷̔ฎٍํஉ୩
ጱᰄհ꧊ጱ)

Ⴥ�֦ᦖஉঅ)Ꮯਫฎᬯ)ࣁ౯ٖ
ஞᏟਫํӞᐿӧኚஞ)ᬯ੪ฎෛӾࢵ౮ᒈզ҅
౯ժᴻԧԟᝁᘶጱරᙙቘᦞ ੪̔ฎԟᗦࢵ
Ոᛔ૩ᵙ᭲੪ဌࢵၖጱරᙙቘᦞ)౯ժӾཾ
ํරᙙቘᦞ" ಅզ च̔ԭӾࢵࢿսᐹරර
ਫ᪢ᕪḵጱᕮ አ̔ӾࢵጱඳԪᦖӾࢵጱරᙙ ᬯ̔
ଫᧆฎ౯ժӾࢵරᙙૡ֢ᘏጱᨱձ୮۸ᛔ
ುᖌጱԟቘᦞྋฎचԭ୵ᖌ(מ
चԭӾࢵՈᛔ૩ጱරᙙਫ᪢ᕪḵᅫጱᚆड़ಎ໑
ਫ᪢ጱරᙙቘᦞ)

ԫ(ضᬰቘᦞᶾරᎸᑪݎ%%%
ԟᎸᑪጱቘᦞᖭ᩸Өᰄ

ப౮�ইຎ᧔ᳯ᷌ݻਫ᪢ݻݐ զ̔݊᭗
ᬦᕪḵᕮᬰᤈቘᦞᅫ܋ฎᬰᤈԟ
ቘᦞᎸᑪጱਫ᪢ᖭ᩸ጱᦾ ᮎ̔ԍฎՋԍᖭֵ
তचԭӷᐿᖌቘᦞᎸᑪᬰᤈԟቘᦞ֛
ᔮጱୌޫ"

Ⴥ�ᘌጱᎸᑪᬦᑕӾهḘᜮࣁ ౯̔ݎ
ሿḘᘌጱսᐹරਫ᪢Ꮈᑪ౮ຎᴻԧੜ
හᎣᦩᕮጱ᯿क़ ̔ጱ᯿ᥝරᇙᜋฎ࠺
ԭᬩአ୵රٍݎސኞቘᥴහᎣᦩ ࢩ̔
ྌጱ᧞झ꧌ჿၚێ)֕ฎ୵රٍԅՋԍտԾ
ኞᬯԍय़ጱ֢አ ਙ̔Өහು᭦ᬋԏᳵฎெ
ጱٖىࣁᔮޫ" ᬯԶᳯ᷌ࣁ୮ᬮฎᗌቘᦞᎸ
ᑪඪ೮ጱ)֕୮ጱپկԪఘ౯ጱᎸᑪԾኞ
ԧஉঅጱݎސ ኜ̔ᛗฎӞᐿᶷఉጱݎސ)!" Ӯᕉ
$"ଙդ๛ᛗ -"ଙդ ฎ̔మᥴනጱଙդ)Ḓ҅ض&ྷԆଅᕳᴯྫྷݶப᧨ᦸጱӞݎ%מᤒݸ ࣁ̔
ྷԆଅᙗਧ୵ᖌጱἩᛩӥ ̔ᜏኴԧ
ෛӾࢵ౮ᒈզᒫӣེىԭ୵ᖌጱय़ᦎ
ᦞ)୵ᖌࣁᜏӾጱ֢አ ̔ᜏኴݐ
ԧྲӞᛘጱوᦩ)ٌེ ౯̔ࢵݷᑀਹ
༏य़ێ୵ᖌ ̔୵ᖌ֢ԅՈᔄ

ᖌጱचොୗԏӞ ଚ̔ୌᦓ୵ᖌ֢ԅ
ᖌᑀᎸᑪጱᑱᏈݗ)ེٚ ᗦ̔ࢵஞቘਹ
ᗔ+ේ֫᯾� V T 9K@>>B� ᚏՈጱਫḵᎸ
ᑪ ̔ᐏԧय़ᚏӷቖۑᚆጱӧᑍݦ
ቖጱᦜग़ṛᕆۑᚆ ේ̔֫᯾Ԟࢩྌ឴ԧ #%-#

ଙ᧚ᨬਫ਼ኞቘ܅ॹ)
ᚏՈਫḵᤒก Ո̔ժݢզአ� ༷ஷ� 

ᖌ Ԟ̔ݢզአᶋጱᤒᖌ ̔ᘒᏈԧ
ᤈԅԆԎஞቘᎸᑪᤈԅᘒӧᎸᑪᦩ� ᖌ�
ጱᐬ܄ Ԟ̔Ꮘԧ#ࠔํݝஞԆԎᘏ!!ᚆ᧨
�"ဌํጱᖌک ේय़� ጱᐟᦾ य़̔य़ᥴ
නԧՈժጱమ)ේ֫᯾ጱᚏՈਫḵ༏
ጱֵ҅ ౯ժරදᶐጱᔱᘸᆌکᚏᑀ(
ᖌ(ԟ(රᙙᬯᐿᕮݳӤ զ̔ᚏᑀጱෛ౮
ຎԅׁഝ റ̔ᔱӞරදᶐጱෛ᪠)

ப౮�᭗ᬦጱՕᕨ౯ժݢզԧᥴک ̔
ԟቘᦞጱᎸᑪฎ୵ᖌጱᎸᑪতጱ)
ԏಅզᬯԍ؉ Ӟ̔ฎࢩԅḘᜮهᒵսᐹරጱኞ
ۖ᧞झݎސԧ ԫ̔ฎྷԆଅ(༏ේ֫᯾ᒵ
ᶾᘏጱᦞᬿቘᦞᎸᑪ౮ຎݎސԧ)౯
ժᎣ᭲ ग़̔ଙզ ԭරᙙරጱቘᦞๅग़ᘸᆌى̔
ԭುᖌӨುᚆێጱङِ ಅ̔զ୵ᖌ
ጱᎸᑪতරᙙරቘᦞጱᎸᑪӞਧӧฃ)ᚆ
᧨᧨ጱᎸᑪฎই֜তጱހ"

Ⴥ�ᬯӻ᧞᷌ጱᎸᑪᏟਫӧฃ)֕ኧ
ԭྋ᭞౯ࢵරᙙදᶐقᶎവᬰጱᴤྦྷ ර̔ᙙදᶐ
ቘᦞᎸᑪጱ࿎ࢱஉঅ ࣁਹԞᶋଉ᯿ᥤ)౯ժ̔ࢵ
#%%!ଙኩಸԧ۹Ղ૱߽ᐒտᑀᥢك#ېښ
Բ$ᥢښ᯿ᅩᶱፓ#ݦݎᚏ ୵ᖌጱරݎ̔
ਫḵӨᎸᑪ"ٌ̔Ꮈᑪ᪠ฎ ᭗̔ᬦ#ݦݎᚏ$
ݎ᧣ܐᚏݦૢֵ (ᖌݎᶎق̔

ᬯᶱᎸᑪݱکᕆᶾጱṛଶ᯿ᥤ #̔%%- ଙ
ձۓࢵᴺۅቘચႴᴅԧ౯ժᖫٟጱ&
ԡ҅ق%ਫ᪢୵ᖌጱቘᦞݎ)))ᚏݦݎ
ٟӥԧӞጯग़ಢ ၹՅᛔԆ೮ኧܖӾࣁݸ̔
රᙙ᮱(ᑀದ᮱Ԇᥝᶾᑀኴ(ᜏኴӫਹ݇
ጱտᦓے Ꮈᑪ౮ຎಸݐލ̔ ଚ̔ᕳԨ꧌ړᙗਧ)
රᙙ᮱ጱṛଶ᯿ᥤӥபݶਹᶾࢵࣁ ݦԭى̔
ᚏݎ୵ᖌጱᎸᑪࣁஉग़ṛ໊ ᬯ̔ො
ᶎጱᎸᑪ౮ຎԞփ᭭ݦ(ࣈݱࢵقᚏݎ(୵
ᖌᎸᑪጱชॠԞސԧ౯ࢵԟӨᖌᎸᑪෛ
ጱ๗)

##



ර  ݎ  Ꮈ ᑪ !"#%ଙ

ӣ(ቘᦞӨਫ᪢ጱํᕮݳฎරᎸ
ᑪጱኧԏ᪠%%%ԟᎸᑪጱڠෛӨ֛
ᔮୌ

ப౮�ত׆᯿୵ᖌݦᚏݎጱ
Ꮈᑪ ӷᐿᖌᎸᑪک݈ฎெ᭑ྍ۸ݸ̔
ԟቘᦞୌޫ" ᚆᧇᕡࣈՕᕨӞӥጱᎸᑪ
ᬦᑕԆᥝጱቘᦞڠෛހ"

Ⴥ�ԟቘᦞጱᎸᑪᏟਫᕪܲԧᄓᳩ
ጱᬦᑕ)ࣁ᧞᷌Ꮈᑪጱ !(ଙᳵ᯾ ౯̔ժୌᒈԧ
ӫᳪጱᎸᑪᕟᕢ ۹Ղ૱රᙙտԟܨ̔
ӨᖌරᙙᎸᑪտ ᕟ̔ᕢԧᬪ ,"ಅӾੜଞد
ࢮ ࣁ̔ #(ӻᑀᶾऒቘᦞਫ᪢Ꮈᑪ)ྋฎ
᭗ᬦਫ᪢(((ݍ(((ቘᦞᅫ(((ٚਫ᪢(((
ظጱḘ܋ᣪӤ॔ݍ(((ٚᅫᬯӧෙݍٚ
ԆԎᦊᦩᦞᬦᑕ ̔ԟቘᦞ֛ᔮ᩼᩼Ⴔศ
ਠ࠺ ଚ̔ݶࣁਫ᪢Ӿکଫአവଠ)༷ೡ᩸
 ̔ԟᎸᑪوᕪܲԧԲӻᴤྦྷ)

ᒫӞᴤྦྷฎ#كԲ$๗ᳵ� #%%! ଙᛗ #%%(

ଙ� Ԇ̔ᥝဳى୵ᖌጱᎸᑪ ᯿̔ᅩᎸᑪԧ୵
ᖌጱᑀׁഝ(୵ᖌጱचቘᦞզ݊റᔱ
ই֜᭗ᬦᑀරݎ୵ᖌ)ٌӾ#ᥡ$
ጱቘᦞฎ᯿ᥝጱڠෛ)ሿํරᙙቘᦞํጱᦊԅᥡ
ฎӞᐿఽᦊᦩ҅ํ ጱᦊԅᥡฎ#ᘍ፳ጱ
Ꭳᥧ"$ᑪᒌฎ#Ꭳᥧ$ᬮฎ#ᖌ"̔ᬯӻᳯ᷌ࣁ
ುᖌጱዀٖฎᵙզᦖႴ༩ጱ)౯ժᬩአӷ
ᐿᖌጱቘᦞஉᶲࣈڥᥴ٬ԧᬯӻᳯ᷌ ᦊ̔ԅᥡ
ฎՈᚏ᭗ᬦՈጱݱӻఽਥਮᥡԪᇔጱӞᐿᦊ
ᦩᬦᑕ ฎ̔ՈጱӞᐿचጱᦊᦩၚۖ ਙ̔ᨽᑯԭՈ
ጱኞԾ۞ۖ(ᑀਫḵᐒտኞၚԏӾ)

ํፓጱ(Ⴎفጱᥡ ಬ̔֘ԧԪᇔጱᨶ ฎ̔
ᖌጱᬦᑕ Ԇ̔ᥝԅ୵ᖌ)ᬯӞᴤྦྷጱᎸᑪ
ᦏ౯ժቘᦞӤܸႴԧचԭᥡጱ୵ᖌݎ
ቘᦞ ଚ̔ਖ਼ݎ୵ᖌ֢ԅᑀරጱ᯿ᥝፓ
ຽ ౮̔ԅ܋᧞झරපሲපຎጱ᯿ᥝಋྦྷ)

ᒫԫᴤྦྷฎ#ԜԲ$๗ᳵ� #%%’ ଙᛗ !"""

ଙ� Ꮈ̔ᑪ᯿ᅩ୵ᖌڠک܋᭜ᖌᎸ
ᑪ)ᬯӞᴤྦྷ౯ժڠෛᖌጱቘᦞ֛ᔮ(ڠෛ
ᚆێጱच༷ஷզ݊ڠෛᚆێङِᒵොᶎᬰᤈԧ
ቘᦞਫ᪢Ꮈᑪ ̔ڊԧӷᐿᖌᥡጱڠෛᖌ
ᶎ҅قጱݎङِቘᦞ)໑ഝᖌێෛᚆڠ
᯿ෛኴਧԧڠ᭜ᖌጱٖ႗ ̔ᕮԧङِڠ᭜

ᖌ(ڠෛᔜᐟਫ᪢ᚆێጱྍڡᕪḵ ᴏ̔ᬿԧ
Ӿੜڠෛරᙙጱፓຽ(ܻ ᭔ஆڞ ̔ڊԧӾੜ
ڠෛරᙙ֛ᔮጱӞӻྍڡຝ ᇇԧ&ୌڊ̔
Ӿੜڠෛරᙙ֛ᔮ%Ӟԡ)ٌӾ#ದᚆ$ጱኴਧ
ฎӞᶱ᯿ᥝጱᑱᏈ)փᕹቘᦞದᚆړԅฬێದ
ᚆ(ۖ ֢ದᚆ ದ̔ᚆݶᎣᦩ(ᖌဌํᘶᔮ)ᘒ౯
ժአӷᐿᖌጱቘᦞړຉ ᦊ̔ԅದᚆ۸ٖړದ
ᚆक़۸ದᚆ Ӟ̔ᛱኧՈጱक़᮱֢ۖ� ఽਥ(ᙄ
ᙂ(ṋṒᒵ� �ၚۖێ᮱ฬٖ ᖌၚۖ� ӷ᮱ړ
౮ ದ̔ᚆฎݶᖌፘᘶᔮጱ)ದᚆጱෛਧԎᑀ
ࣈᧁ᯽ԧՈጱᦊᦩᬦᑕӾӷӻ#ᚆ֢ۖአ"ֵ̔
ᦊᦩᬦᑕๅٍํݢ֢)

ᒫӣӻᴤྦྷฎ#܈Բ$๗ᳵ� !""# ଙᛗ !""(

ଙ� ጱचᏐӤݎᶎقᖌࣁ᷌̔᧞ ፳̔᯿Ꮈᑪԧ
ԟचᬦᑕӾᖌ(ದᚆ(Ꭳᦩӣӻचᥝᔰ҅
୵౮ԧӞᔮڜቘᦞጱڠෛӨ᯿ ඐٟ̔ԧ&ᦏᶆ
ଙฬێݎ๋֯ک(((ӷᐿᖌጱฬێच
ቘᦞ%Ӟԡ)ᬯӞ๗ ̔ᖌጱᎸᑪๅےႮف ̔
ᖌጱෛኴਧ(ᖌጱӷӻંᖌጱقᶎ ฎ̔
ᖌቘᦞጱ᯿ᥝڠෛ)

ᎸᑪفԲ$๗ᳵጱႮ܈#ࣁ᷌᧞ Ⴎ̔۸ԧӷᐿ
ᖌӨದᚆ(ᚆێ(ᎣᦩጱىᔮᎸᑪ ԅ̔ᬰӞྍܸ
Ⴔӷᐿᖌቘᦞ᭦ᬋਫ᪢᭦ᬋॽਧԧचᏐ)ᬯ
Ӟ๗ԞฎᎸᑪਫ᪢౮ຎᬥ᭛ीᳩጱᴤྦྷ உ̔ग़
ර᭗ᬦቘᥴӷᐿᖌቘᦞ ӧ̔ෙս۸රᙙර
ොဩ ᬥ̔᭛܋ԧරපሲපፅ ̔܋ԧරᨶ
ᰁ)Ӟᕚ᧞झڊሿԧࡅՈጱෛ۸ݒ� ኞጱԟ
ၚۖݒኞۖၚ၁(ᑌຄԆۖԧ҅ྒ ᦕᏝᙧጱሿ
य़य़ٺԧ� ԟጱٖݒฃԭቘᥴԧ� ԟጱ
ᨶᰁኞጱᚆێṛԧ)

ᬯ๗ᳵ Ӟ̔ᕚරڠ᭜ԧӞᔮڜෛරဩ ইٟ̔
֢රጱᥡဩ(റᔱဩ(ᘶమӨమጱݎවᦒᕞ
ဩ(ፗᥧဩᒵ)ᕪᬦࣁӾੜݱᑀᬰᤈྲᔮ
ᕹጱරදᶐਫḵ ᭗̔ᬦྲਫḵጱᕹᦇ ̔ኞጱ
ԟي᪁(ԟ౮ᖂ(ԟᚆێกดṛԭᆙቔ҅
ኞጱᥡᚆێ(మᚆێ� %�ێᑮᳵమᚆތ
ੜኞԟ֢ᚆێ(ੜኞහᖌᚆێӨڠෛᚆ
ᒵێᚆࢶቘࣈӾ)ێӾᇔቘԟᚆ)ێ ᮷̔
ํดṛ)

ᒫࢥӻᴤྦྷฎ#܈ӞԲ$๗ᳵ� !""’ ଙᛗ
!"#"ଙ� ᬯ̔ӞᴤྦྷฎӷᐿᖌᎸᑪݻԟᎸ
ᑪ۸ݎጱᴤྦྷ)᧞᷌զ#ᖌጱقᶎ᧣ܐ

!#



ᒫ &๗ ப౮�රሿդ۸ฎරᙙሿդ۸ጱ᯿ᥝचᏐ

$ԅ໐ஞٖݎ೮ᖅݢ ፳̔᯿Ꮈᑪԧԟᬦᑕ(
ԟӨݎጱᳯ᷌ ᦊ̔ԅᶆଙጱԟฎᬳᖅጱ
ᬦᑕ ฎ̔ᬰஞݎጱᬦᑕ)ᶎᕔᔺ॔ጱ
ਮᥡӮኴ ̔ԟฎࣁਂވฦ᭭ጱᥢ" ౯ժӞ
ᬟԟᑀݎᥡ ̔ԟڹՈጱරᙙቘᦞ Ӟ̔ᬟ
ᕮଞکࢮدӾԆᥝᑀදᶐᦶḵጱचᕪ
ḵ҅ۘ (റᔱ#ԟ$ᎸᑪӾٍํጱฦ᭭ᥢێ
ᬯӞ๗ ̔ӷᐿᖌጱԟቘᦞᬰᤈԧྲᔮ
ᕹ(ႮࣈفᎸᑪ ̔ԟӨᖌጱᦊᦩӧෙک
܋)

ቘᦞӤࣁ (ӻ᯿य़ጱቘᦞᵙ᷌ᤩᑱᏈԧپ̔
౯ժԟᳯ᷌ጱᎸᑪ౮ຎ༷ೡԅمӻचܻ
ቘ ԟጱᬢᑏܻቘ(ԟጱ)ڞᖌጱचဩܨ̔
चᬦᑕܻቘ(ԟጱݢ೮ᖅݎܻቘ(ᚆݎێ
ጱग़੶ེܻቘԟԆ֛ܻቘ)ᬯԶቘᦞӤጱ
ᑱᏈֵ҅ Ӟӻྲᓌܔ(กԧ(ᔮᕹ(ਠ࠺ጱԟ
ቘᦞ֛ᔮྍڡ୵౮)

ਫ᪢Ӿࣁ ර̔ጱරᚆێک܋ ̔ᑀ
ԟᦞྍڡ୵౮)රᙙቘᦞጱ᯿य़ᑱᏈӨڠෛ ؟̔
Ӟӻක വ̔ۖ፳ᑀරදᶐጱႮفӨڠෛ)
Ӿੜग़ӻᑀԟᦞਨইӞ໌໌Ⴔෛጱᖖ҅
(ڊᘒࢿӾᏈࢿचᏐරᙙᬯᇆࣁ

ப౮�፡#܈ӞԲ$ᬯྦྷᳵ ฎ̔ӷᐿ
ᖌቘᦞݻԟቘᦞ۸ጱىᲫ๗)ᘒᬯᐿቘ
ᦞ۸ጱىᲫׁᆐฎࣁӷᐿᖌቘᦞጱӧෙႮ۸
ᎸᑪचᏐӤ୵౮ጱ)ӷᐿᖌचᏐቘᦞጱ
ٚ҅ڊ ԟጱ#Ꭳᦩ"#ದᚆ"#ᚆचԭරک
ᒵದቘᦞӨ༷ஷ$ێෛᚆڠ#"ෛᖌڠ#"ێ
ጱڠෛӨ᯿ ॽ̔ਧԧ܋රපሲጱचᏐ ଚ̔ࣁ
ᬯӻचᏐӤኧ#ර$ݻ#$۸ ̔ڊԧӷᐿᖌ
ӞᔮڜቘᦞӨ#ԟ$ጱᨶىᔮ ̔ᘒ୵౮ԧच
ԭӷᐿᖌጱԟቘᦞ Ԇ̔ᥝᤒሿԅᖌقᶎ
ฎԟጱचᏐቘᦞ᧣ܐ ̔ᖌᕹӞԅचᏐ
ጱԟᬢᑏቘᦞ ̔ᖌݎጱԟᵙᅩᏈᥴቘ
ᦞᒵ)

ଫᧆ᧔ ᒫ̔Բӻᴤྦྷ੪ฎ#܈ԫԲ$܈#ӣ
Բ$๗ᳵ Ԟ̔੪ฎ !"## ଙᛗ !"#- ଙᬯྦྷᳵ
ԧ ᬯ̔ӻᴤྦྷ౯ݑጱמձᮀ᧗ձԧԟӨ
ᖌරᙙᎸᑪտቘԪᳩ ᬰᤈԟቘۗܐ̔
ᦞ֛ᔮጱ౮ຎᕮവଠૡ֢)Յᛔඐٟጱ&ԟ&� Ӥ(ӥٙ� ฎ !( ଙ᧞᷌Ꮈᑪቘᦞ౮
ຎጱقᶎᕮ ᬯ̔ฎӾࢵࢿጱԟቘᦞᎸᑪ

౮ຎ)໑ഝႮفጱሠᎸᑪ ౯̔ժᦊԅ ̔ጱԟ
ቘᦞᎸᑪ౮ຎٍํࢿ(ᇿڠ(ਫ᪢(ਫ
පᇙᅩ ฎ̔ӮኴٖࢱԟቘᦞᎸᑪጱӞӻෛ
ጱᎸᑪୗቘᦞၞၝ� ጱՅᛔӥ౯ժࣁ
᯿ෛᕟᕢץᦈᖫٟԧ !! ᑀԟቘᦞӨ
ਫ᪢ӫֵ҅ ӾࢵᇙᜋጱԟᎸᑪቘᦞکਫ
᪢ํԧਠෆጱᕮ)ਫሿԧ᧔ጱ#አӾࢵጱඳ
ԪᦖӾࢵጱරᙙ$ᬯӞቘమ ଚ̔ᑌຄവۖԧ౯ࢵ
රරᙙጱሿդ۸� ౯դᤒ᧞᷌ᕟጱ֛قᘌ
ժఽᨀጱᶾᬔ۪՞ڊ�

Ⴥ�᧞᷌Ꮈᑪฎय़ਹ݇ݶوӨጱᕮຎ)
ᥝఽᨀ੪ఽᨀಅํጱ໊ᘌժ)ྋฎ՜ժս
ᐹጱਫ᪢റᔱ ԅ̔౯ժጱᎸᑪ׀ԧẌၚጱਫ᪢
ᕪḵਫḵचࣈ�

ࣙ)ࢥ ೮۸ᛔמ ᦏ̔ӾࢵරݎӾ
ጱරᙙᑀᎸ%%%ԟᎸᑪጱᇙᜋӨਫࢵ
᪢౮ຎ

ப౮�ӞᶱᎸᑪᚆ೮ᖅ !( ଙԏԋ ଚ̔Ӭᬮ
ᎸᑪവଠفӧෙႮࣁ ᬯ̔ࣁӮኴරᙙቘᦞᎸᑪݥ
Ӥ᮷உᥠ)ᚆ᧔᧔ߕժᬯӻᎸᑪᬦᑕ౮ຎ
"ހԶᇙᜋߺํ

Ⴥ�Ḓض ౯̔ժᎸᑪጱԆᥝᇙᅩฎࣙ೮զ
ḘظԆԎᦊᦩᦞԅ ᇔԆࠔᬚᦤظḘࣁ̔
ԎቘᦞጱӥവᬰᎸᑪૡ֢)Ḙظᬚᦤࠔᇔ
ԆԎጱᦊᦩᦞ੪ฎୌᒈࣁӷᐿᖌचᏐԏӤ
ጱ)Ḙظᇙڦ୩᧣चԭࠔஞԆԎጱುᖌᦊ
ᎣӨचԭࠔᇔԆԎጱ୵ӨఽᖌጱᕹӞ)Ḙ
ࣁظ #-,( ଙඐٟጱ&ىԭᩇਫ਼૬ߢጱᕐ%Ӿ
੪ڊ� Ոጱᖌฎํٍވਮᥡጱ፥ቘ ᬯ̔ӧฎ
Ӟӻቘᦞᳯ᷌ ᘒ̔ฎӞӻਫ᪢ᳯ᷌)Ոଫᧆࣁਫ
᪢Ӿᦤกᛔ૩ᖌጱ፥ਫ)ྷ၂ӳݶபඐٟጱ&ਫ᪢ᦞ%ḘظԆԎጱᦊᦩᦞᦖຄٌ᭐҅
ྌ౯ժᥝ᧞᷌ᕟ౮ާ᮷ᥝᦊ፥ԟ&ਫ᪢ࢩ
ᦞ&̔चԭਫ᪢ᦞႮفቘᥴӷᐿᖌቘᦞ)ٌེ҅
౯ժጱᎸᑪࣙ೮ԧਫ᪢Ӿکਫ᪢Ӿ݄ጱḘظ
ԆԎᎸᑪૡ֢ොဩ)᧞᷌ᎸᑪӞፗဳ᯿ᕮ
ਫ᪢ᕪḵ ̔ᅫቘᦞ֛ᔮ҅ٚ ᬰӞྍ۸ਫ᪢౮
ຎ)ቘᦞӨਫ᪢ጱᕮݳฎቘᦞᎸᑪጱӞӻ᯿ᥝ
ᇙ)

ப౮�ࣙ೮ḘظԆԎ֖ࣈฎӾࢵᇙ
ᜋԟቘᦞᎸᑪጱᑱڊᇙᅩ)ᬯӻԎӤ᧔

&#



ර  ݎ  Ꮈ ᑪ !"#%ଙ

ԟቘᦞጱᎸᑪ֛ሿԧḘظԆԎ߽ቘᦞ
)ᬯᏟਫᶋଉํݎ۸ࢵරᙙᶾऒጱӾࣁ
Ԏ ฎ̔ԟᬪଘԡᦕڊጱࣙ೮ḘظԆԎ
֖ࣈ(ࣙ ೮ӾࢵᇙᜋᐒտԆԎېොݻጱ᯿ᥝ
ਫ᪢)ԞྋฎᬯӻԎӤ֛ሿԧڊጱӾࢵ
ᇙᜋጱԟቘᦞ֛ᔮፘԭᥜොचԭරᙙದ
ቘᦞڊጱႮଶԟቘᦞचԭᦊᎣஞቘቘᦞ
ڊጱԟᑀቘᦞጱᇿᇙԏ॒)ᬯᐿᇿᇙԆᥝ
֛ሿࣁ Ӿ̔ࢵᇙᜋጱԟቘᦞฎचԭḘظԆ
Ԏ߽ቘᦞڊጱଚӧෙࣁਫ᪢Ӿکᦤกጱํ
පጱቘᦞොဩ)

෬ᆐฎਫ᪢Ӿکਫ᪢Ӿ݄ ̔ᚆՕᕨӞ
ӥࣁᬯ !(ଙጱᎸᑪᬦᑕӾ୵౮ԧߺԶٍํդᤒ
ጱਫ᪢౮ຎހ"

Ⴥ�ᴻԧ#܈ԫԲ$๗ᳵڊᇇጱ !! 
ԟӨᖌᔮڜӲԡक़ ౯̔ᥧ๋य़ጱਫ᪢౮ຎฎ
ङِԧӞಢսᐹጱӾੜଞࢮدර)ࣁᬯԶ
սᐹරጱଃᶾӥ ๅ̔ग़ᬩአԟቘᦞර
ጱᶆଙරྋقࣁᶎ౮ᳩ)ᇙᕆරḘᜮه
රဩ$ੜහරํᇙྛጱهጱ#Ḙᜮڊ
ᨯሠ ԅ̔۹Ղ૱๖ᴡਫḵੜڊᇇԧ&ੜහ
රӨڠෛᚆێङِ(((ḘᜮهරဩጱᎸᑪӨ
ਫ᪢%Ӟԡ)ᇙᕆරԭਲ਼භڊጱ#ᥡ(᧔
ᦾ(ٟ ᦾ(((ੜኞ֢᩸ྍරဩ$ᥴ٬ԧᳩ
๗զᦜग़ੜኞொٟ֢ ᦊ̔ԅဌํӳᥜٟݢ
ጱᵙ᷌ ԭ̔ᘌԞ੪ྌᎸᑪڊᇇԧ&ᥡ+᧔
ᦾ+ٟᦾ(((ੜኞ֢᩸ྍර%Ӟԡ)හ
රᎸާṛසӳڊጱ#ଘᶎࢶ֜پ୵රဩ$
Ꮘԧփᕹරဩ ฎ̔֜پරጱ᯿य़ڠෛ)Ḙᜮ
ᴯ)ه ᒈᘌڊጱ#ࣁᗑᕶሾहӥੜᑀ
රහਁ۸රဩ$ᕮԧ ( चᕪḵ ቘࣁ̔
ᦞᕮݳਫ᪢Ӥ ̔۸௳מই֜ݶᑀරෆݳጱ
ᵙ᷌ᬰᤈԧӞਧറᔱ)ᇙᕆරḘ౮ታᬩአӷᐿ
ᖌጱԟቘᦞ ̔ڊԧ#Ӿහහ୵ᕮݳङ
ِᚆێරဩ$#ᒈ֛ྍ᩸֜پරဩ"̔ᬯฎ
Ӿහරጱ᯿य़ڠෛ Ḙ̔ᘌचԭᬯᐿڠ
ෛԞڊᇇԧ&Ӿහӷᐿᖌᕮݳԟᦞ%Ӟ
ԡ)ୟበᘌ� #%,!*!"##� ฎ๋ٖࢵᬩአ
ӷᐿᖌጱԟቘஷදᶐӾ֛ᙙරጱ ฎ֛̔
ᙙӨᖌරጱڠতՈ ̔ &ํᖌ+ದᚆӨ֛
ᙙර%Ӟԡ)ᇙᕆරሼ๋ٖࢵࣁአ୵
ᖌቘᦞදᶐᗦර ้̔೮ᖅ #"ଙՅᛔӻڦ

ᬀ !" ᒏᕲኮدݷ ଚ̔ᬰᤈ᪙᪵Ꮈᑪ ᑌ̔ᔴԧ
#( """ୟدᒏኮ)ࣁྌचᏐӤ ̔ᘌෆቘԧم
ӻدᒏᕲኮӨՈ౮ᳩَࣳໜֺ ̔دᒏᕲኮጱ
ᒏኮጱᇿᇙᤒሿ୵ୗ֢ԧᑀጱᧁ᯽د)๗ړ
ຉ)ᬯฎੜᗦරጱᇙྛᨯሠړ ᬯ̔Զ౮
ຎԞݍฉࣁጱ֢&ଞدᗦරӨ୵
ᖌ%Ӿ)ᇙᕆරޓᄒ๋ٖࢵࣁᶪԔᖌ
ᑀኴਧڊ֢ ՜̔ڠ᭜ጱ#ᶪԔލᥧᖌᦒᕞဩ$
ᥴ٬ԧᦜग़ኞࠖྈԲᶪӧقጱරᵙ᷌� ՜
ڠᦞᶪԔරဩ"̔ԞฎᶪԔරጱ᯿य़زጱᖌ(ఘఽ(۸ӣӻොᶎᬰᤈᶪԔරጱ#ӣڊ
ෛ)ࣁෆቘᕮᬯԶڠෛ౮ຎጱचᏐӤڊᇇԧ&୵ᖌ+ఘఽӨᶪԔර%Ӟԡ)ಀභභࢮ
ᳩࣁ !"ଙጱଞدරᙙදᶐਫḵӾ զ̔ݎଞد
ԅӾஞ ቘ̔ᦞᕮݳਫ᪢ Ӟ#୵ڊᩳࣈ᭜ڠ̔
ᖌ((((((قᚏق)))ݎᶎݎ$ጱ
ଞدරᙙෛ᪠� ᬮᕟᕢරժᖫٟڊᇇԧӞෆ
ॺଞدරᙙර රӨ୵دᇇԧ&ଞڊ̔
ᖌ&$ᴻྌԏक़҅݇ Өਫḵጱරग़Ոᤩ۹Ղ
૱රᦧԅᇙᕆර)

ٌེฎ᧞᷌ᎸᑪङᙙԧӞಢսᐹጱṛᨶᰁߝ
ᇈ໊ ই̔۹ՂكӾ(۹Ղ૱ᙙ໊(۹Ղ૱๖
ᴡਫḵੜᒵ)ፓ۹ڹՂ૱૪ํᬪጯಅ໊فے
ԧԟӨᖌරᙙᎸᑪտ ᬯ̔Զ໊ࣁྌᶱᎸᑪ
Ӿ឴ፅ ӧ̔ෙې܋ᨶᰁ ࣐ᬰԧරᙙጱսᨶ̔
ᤍݎ)

Բ(රሿդ۸ฎරᙙሿդ۸ጱच
Ꮠ%%%ԟਫ᪢വଠጱୌᦓ

ப౮�Ⴥᘌ ፓ̔ڹԟӨᖌቘᦞӨਫ᪢ጱ
Ꮈᑪ૪ᕪᬰقفᶎവଠᴤྦྷ)۹Ղරᙙᴺᬪ๗
౮ᒈԧ#ԟӨᖌරᙙᎸᑪӾஞ"̔౯کḒ᮷
य़ૡ֢զݸ Ԟ̔ࣁරङᦒᶾऒവۖԧԟ
ቘᦞӨਫ᪢ӫ᷌ङᦒቔ)౯ժ᮷ێۘࣁᦏ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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