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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teaching purpo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ree kinds of educational teaching models centered 
on key factors at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advocating key factors-centered educational teaching model,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is kind of model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educational 
teaching thinking guided by key factor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education and teaching guided by key factors, we can cultivate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ability and serve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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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围绕教育教学宗旨的达成，介绍了目前以要素为中心的三类教育教学模式。论文在主张以要素为中心教育教学模式的基
础上，指出目前该类模式应用过程存在的部分缺失，提出建立以要素为引导的系统化教育教学思考。通过以要素为引导的系
统化教育教学，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服务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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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教育教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至圣先师孔子是

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孔子

开创了“有教无类”的重要教育思想。目前，中国高等学校

的教育宗旨是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全面

落实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目标的最终是创新”的理念，使

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学习。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的核心任务

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确立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主动发展为中心的

教学思想，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培

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教学水平，完成教学任务。

如何完成国家对于高等学校和教师提出的教育教学任

务，围绕教学的主阵地课堂，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教育教学

的新理念、方法、措施，完善教育理论，达到重视学生的个

性发展，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教学目标 [1]。

2 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要素是指构成一个客观事物的存在并维持其运动的必要

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事物必不可少的现象 ，又是组成系统的

基本单元，是系统产生、变化、发展的动因。以教育教学为

研究系统将要素作为研究问题的突破口，这是把握矛盾的主

要方面，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有效手段。

国家的教育教学目标是确定的，但是围绕教学教育目标

所开展的要素的分类是不同的，在美国教育家布鲁姆的教育

目标分类学理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观点。教育目标分为

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目标领域，并按照由低到高、由

简到繁的顺序把每个目标领域再细分为多个层次和水平，其

中认识过程维度（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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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维度（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元认

知知识）构成了立体的思维体系，并通过情感和动作行为实现。

目前，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有三类，有按课堂

教学基本要素概括的课堂教学类要素模式，也有按教学过程

基本要素概括的教学过程类要素模式，也有提取教育教学相

关要素形成的聚合类要素模式。

2.1 课堂教学类要素模式

该模式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寻找影响课堂教学的要素。

目前对于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

论，有一类代表性观点认为教学过程由构成要素和影响要素

共同构成，其中构成要素是学生、教师和内容，影响要素是

目的、方法和环境。这类模式要求从课堂教学要素角度对课

程教学改革，包含对教师主导主用的创新思考，对学生主体

作用的发挥，进行协作、友伴分组教学，并注重培养学生的

非智力因素 [2]。

2.2 教学过程类要素模式

按照教学过程的逻辑程序，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其教学过程逻辑要素包括：（1）导学要素：利用“导

学案”组织学生课前学习，课堂教学针对学生自学来设计；

（2）组织要素：充分使用学习小组，课前全面发挥小组互助

的学习功能；（3）反馈要素：课中及时全面反馈学情，当堂

进行有效矫正；（4）问题要素：课中给学生提供质疑问难的

时间；（5）多媒体要素：恰当使用多媒体，配合教学目的的

实现；（6）时间要素：讲授时间累计不宜过长，按教育心理

学保持学生专注时间，注重学习效果。

2.3 聚合类要素模式

教育教学工作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成效不高的问题，出

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学生的学习兴趣不

足，难以全身心投入政治学习之中，其次是教师的教育理念

陈旧，没有有效聚合各种有利的教学要素，优化教学过程，

导致政治教学成效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聚合类要素模式的特点是有效聚合各种有利的教学要

素，优化教学设计与组织，针对性提高教学成效。主要采纳

的教学要素包括：（1）环境要素：发挥情感因素作用，营造

良好学习氛围；（2）媒体要素：体现信息媒体作用，丰富课

堂教学过程；（3）学生要素：探究自主学习教学，培养学生

学习能力；（4）目标要素：建树学生身边榜样，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5）行为要素：组织案例实践活动，深化课堂教学

成效；（6）情感要素：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3 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分析

各类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在国际得到广泛的应

用，其主要的特点是突出教育教学的宗旨，聚焦教育教学中

的核心要素，以要素为主线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明确教

师教学努力的方向，达到能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个性化

发展，提高学生创造力为教育教学主题，工作主题突出。

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推动了国家教

育事业蓬勃的发展，但面对国家教育宗旨中重视学生的个性

发展，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的要求却收效缓慢。这里并不是

否认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的发展，而是通过分析目

前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既发挥以要素为中心模式中焦点

突出的优势，又要避免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

3.1 目标系统化缺失

这里的目标系统化缺失是指教育教学的整体目标设计中

所包含的认知、情感、行为等目标的不一致，也就是学生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特别是涉及学生专业课程

教学目标分解，这些目标的指向在实际中存在不一致现象，

尤其是基础课、专业课、方向课不协调。

由于目标系统化的缺失导致要素为中心的教育的实际不

协调，师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存在分离，难以高效促进学

生高阶的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的提高。

3.2 要素系统化缺失

教育是立体化全方位的教育目标的实现，而不是要素的

简单叠加或组合，应该是以要素为引领的系统化的现实的教

育实践活动。教育中应该全方位的贯彻控制论组织论，管理

学的基本的思想。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失去要素，不能失去

教学的重点，不能迷失教学的方向，但也不能失去系统化的

思想，实现教育教学要素的有机融合，要始终以人为本，以

学生为中心，实现教育的高阶发展，要引导学生的情感投入，

推动达成学生的创造力发展的实现。

3.3 体系化实践系统缺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高阶能力的发展需要

依靠实践。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并不矛盾，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提取出来的教育教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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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割裂的，缺乏要素之间的联系与反馈，没有借鉴管理学

中的计划、执行、检查、实施的循环系统，教育是需要学生

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循环改进，不是一蹴而就，特别是教学过

程中与案例分析相关的行为能力的建立。因此，体系化实践

系统的缺失造成学生创造发展不利的局面。

4 以要素为引导的系统化教育教学

教育是围绕教育目标完整全方位资源投入，教育教学要

素来源于教育教学，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提取的主要学习要

素，但不是孤立的要素，要素来源于教育，也必须服务于教育，

应该建立以要素为引导的系统化的教育教学实践 [4]。

4.1 确立系统化的目标导向

学生在短暂的学生周期内学业规划目标是一致的，必须

与学生专业发展、社会发展相协调。这样学生认知过程维度

和知识维度能相互协调，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情感和行为与学

习过程中认知也是和谐的，学生的情感和行为能真实的推动

认知的发展，特别是高阶的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的提高。

4.2 教育教学要素必须关联协调

布鲁姆在掌握学习理论中指出，学生具有必要的认知结

构是“掌握学习”的前提，学生拥有的情感特征是“掌握学习”

的内在因素，而反馈系统是“掌握学习”的核心。

教育教学要素关联一致，共同推动学生认知过程维度和

知识维度的成长，而且这些因素也协调了学生的情感和行为，

推到了高阶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的提高。

4.3 建立体系化的教育教学实践系统

反馈与矫正循环系统的建立学习能力形成的核心，是学

生重要的能力习惯。以要素为中心的教育教学能成功的关键

是建立并形成体系化的教育教学实践系统，让教育教学系统

中的反馈机制推进学生分析、评价、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

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培养全面的素养和能力，包括科学

素养、人文素养、表达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必须有赖于体系化教育教学实践系

统的形成。

5 结语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中国和国际的一切教育教学

理论都是服务于教育的宗旨，实现教育的价值。面临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明确新时代国家教育方针，根据课程的教

育教学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以相互关联教育教学要素为出发

点，建立体系化的教育教学实践系统，全身心地投入新时代教

育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基础扎实的创新型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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