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教学目标的设计方法 

余 红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4545348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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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一、高等教育新常态与教育改革创新 

• 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成为新常态。 

• 在改革创新中释放办学活力成为新常态。 

• 大学深度开放与教育科技引领成为新常态。 
– 凸显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 拓展课程建设的学科视野。 

– 改革大学的课程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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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时代高校的课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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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教育进入了开放教育世界 



MIT OCW 

Charles M. Vest 

MIT President 



2013年4月在重庆大学正式成立， 

该联盟由重庆大学发起， 

联盟成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四川大学、重庆

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 

中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全国地方高校UOOC（优课）联盟 

2014年5月12日上午， 

全国地方高校UOOC（University Open 

Online Courses，中文简称“优课”）联

盟成立大会在在深圳大学举行。 

国内56所地方高校加盟UOOC（优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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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一）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 

 

文化传承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战略 

 “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特色的品牌与名片 

 



教学设计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一）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 

合理选择与规划课程 

进行课程与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二）精品共享资源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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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评审指标体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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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设计概述 

  1、什么是教学设计 
• 教学设计是应用系统方法分析研究教学的问题和需求，确
定解决它们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和教学步骤，并对教学
结果作出评价的一种计划过程与操作程序。 

                   --方法论学科 

                   -- 处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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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设计概述 

• 从教学设计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教学设计是在多
学科理论和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 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适用于不同类型和层次
的教学系统的设计，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 



教学设计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 教与学过程的设计 

  1多媒体组合课堂教学 

2基于局域网的网络教学 
3广播电视远程教学 
4基于Internet的远程教学 

  5翻转课堂教学 

• 教与学资源的设计 
1 电视教材 

  2 多媒体（网络）课件 

  3 专题学习网站 

  4 网络课程 

  5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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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设计概述 

2、教学设计的内容 
分析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的设计 

确定教学策略 
教学模式设计 

教学资源设计 

进行教学评价 

 

《垂直与平行》教学设计方案.doc


教学设计工作流程 

 



• 教学目标 

          --- --为何教？ 

 

• 教学内容 

          -----教什么？ 

 

• 教学策略 

          -----如何教？    

            



教学设计之 
   -----教学目标的设计  

（一）教学目标概述 

（二）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三）教学目标设计 

（四）教学目标的表述 



教学目标的设计  

（一）教学目标概述 

    教学目标的三个层面： 

• 第一层面是学科学习； 

• 第二层面是对人的影响； 

• 第三层面是更高的哲学层面； 

 



（一 ） 教学目标概述 

教学目标是对学习者通过教学后应该表现出
来的可见行为的具体明确的表述，是学习者
在教学活动实施中应达到的学习结果。 

 
教学目标有学年教学目标、学期教学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之分。 

 



（一 ） 教学目标概述 

教学目标的功能： 

   导向功能、控制功能、激励功能、测度功能 

 

 

 
教学目标 

学习活动 学习评价 

导向 标准 



思 考： 



  教学目标是对学习者通过教学后应该表现出来的可见

行为的具体、明确的表述，它是预先确定的、通过教学
可以达到的并且能够用现有技术手段测量的教学结果。 

 

如：教学目标：热爱集体 

      可见行为：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主动承担集体工作 

 



（二） 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 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 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系统 

 



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1、认知领域 

2、动作技能领域 

3、情感领域 

 



认知领域 

六层次 含义 

1、识记 Knowledge 
对先前学过的知识材料的回忆，包括对具体事实、方法、过程、
理论等的回忆。 

2、理解 

Comprehension 

把握知识材料意义的能力。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来表明： 

（1）转换：用自己的话或用与原先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学的内
容； 

（2）解释：对一项信息（如图表、数据等）加以说明或概述； 

（3）推断：预测将来的趋势（预期的后果）。 

3、运用 Application 把学到的知识（概念、原理、方法和理论）应用于新的情境。 

4、分析 Analysis 

把复杂的知识整体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并理解各部分之间联系的
能力。包括部分的鉴别、部分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认识其中的组织
结构。 

5、综合 Synthesis 将所学知识的各部分重新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知识整体。 

6、评价 Evaluation 对材料（如论文、观点、研究报告等）作价值判断的能力。 



1、能记住“教学设计”“教学目标”“教学模
式”“教学评价”等名词术语； 

2、能结合移动学习的特点，运用教学设计的方法开展
（实施）移动学习的设计； 

3、能用教学流程图的方式画出“问题探究教学模式”
的实施过程与步骤； 

4、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教学资源设计的方法； 

5、能比较两份教学设计方案的优劣； 

6、能运用所学知识，分别设计一份网络教学设计方案. 

 

下面是《教学设计》这门课程在认知领域中的几个目标， 

请分析它们分别归属于哪个层次？ 



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分为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心
理运动(psychomotor)等三大领域，确定了一系
列目标序列： 

认知学习领域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分
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 

动作技能领域：重复模仿、独立操作、精确
完成、动作联接。 

情感学习领域：注意、参与反应、价值判断、
价值趋向、价值内在化等。 



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系统 

加涅在《学习的条件》中提出五种学习结果： 
       

认知学习分类 内   容 

1 、 言 语 信 息 （ verbal 

information）--知识学习 

2、智力技能（intelllectual 

skills） 

  辨  别 

  概  念 

  规  则 

  高级规则 

3 、认知策略 (cognitive 

strategies) 

4、动作技能 

5、态度 

   如事物的名称、符号、地点、时间、

定义、对事物的描述等。 

 

 

  分辨各种刺激物的异同。 

  将一系列事物的共同特征作概括。 

  联结两个以上的概念形成系统。 

 

 
学会如何学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动作技能往往与认知学习交织 

 

 



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与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系统有关系吗？ 



新课程标准对教学目标的表述： 
（三维教学目标） 

 

• 知识与技能 

• 过程与方法 

• 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内容：数学《位置与方向》 

 
 知识与技能目标： 
  （1）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探索确定位置的方法，能说出某一物体的

具体位置。 
  （2）能在方格纸上用“数对”确定位置。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确定位置的活动，探索确定位置的

各种

确动 标：  



（三）教学目标设计 

（一）分解教学内容 

（二）分析目标层次 

（三）表述教学目标 



三、教学目标设计步骤与方法 

教学目标设计原则： 

 



教学目标有学年教学目标、学期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标和
课时教学目标之分。 

 

例：小学《数学》第六册第五单元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单元教学目标 

（1）能说出面积的意义； 

（2）能记住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计算公式； 

（3）能区分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这两种不同的单位； 

（4）愿意按教师示范和要求，口述面积计算的思路； 

（5）在面积计算中，养成认真负责、仔细运算的态度。 



（一）分解教学内容 

在教学目标分析时，重要的一步是确定学生达成
某种教学目标时所必须具备的相应从属技能。 

 

 



依据知识点的内容属性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
采用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二维层次模型。 

 

 

（二）分析教学目标 



（四）教学目标表述 

第一， 行为目标的ABCD表述法 

第二 ，内部过程与外显行为相结合的表述法 



下面是某老师设计的教学目标： 

内容：数学《二面角》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正确理解二面角、二面角的平面角的概
念； 

    （2）会用不同的方法作二面角、并能根据已知条件
进行简单计算； 

    （3）通过引导学生发现二面角的平面角的定义，培
养学生的类比能力、观察能力、归纳总结能力。 

 

请问：这位老师设计的教学目标存在哪些问题？ 



（一）行为目标的ABCD表述法 

 马杰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行为目标的理论与技术。行为目标，指用可观
察和可测量的行为陈述的目标。 

 A即Audience，意指“学习者”，要求有明确的学习者，他们是目标表述
句中的主语。 

 B即Behavior，意为“行为”，要求说明通过学习后，学习者应能做什么，
是目标表述句中的谓语和宾语。 

 C即Conditions，意为“条件”，要求说明上述行为在什么条件下产生，
是目标表述句中的状语。 

 D即Degree，意为“程度”，要求明确上述行为的标准。标准可从行为的
速度、准确性与质量等方面确定。如，“指认8个当中的3个”，属于准
确性；“1分钟内跑完200米”，属于速度；“至少达到80分”，属于质
量。  

2、表述教学目标要抓住以下4个方面： 

–阐明学习行为的主体 
–用行为动词和动宾结构短语表述教学目标 
–说明达到该目标的条件 
–对于和目标相关的行为状况有一个判别的标准。 



          例 如： 

 
一年级学生（对象）将能解释（行为）一位加
法问题（学习内容），用心算（条件）在一分
钟内，10个问题能答对8个（标准）。 

初二学生在观看各种云图时，能将卷云、层云、
积云和雨云分别标记出来，准确率达90%。 

在8分钟内，能装好，调好零位，并操作万用
表。 

 



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行为主体必须是学生而不是教师 



第二，行为动词必须是可测量、可评价、具体而明确的。
最好不要使用不规范的行为动词。比如：“熟练掌握…

的性质”、 “准确熟练地进行……的运算”、“深刻
理解……” 

    行为动词不可太笼统。  

认知类：不要用“知道”、“理解”等词，因教师不可观
察。 

动作技能类：相对困难的是对行为的精确程度说明，包括
数量、时间限定、操作时的身体外部形态说明。 

态度类：通过外部的言行来判断，避免使用 “增强……

意识”、“培养……态度”。 

 



第三，教学目标的陈述要反映学习类型。教学目标中对学
习类型的反映是通过能力动词来体现的，即不同类型的知
识，采用不同的能力动词来陈述。 

第四，行为条件是指影响学生产生学习结果的特定的限制
或范围，为评价提供参照的依据。 

 





认知学习目标可供选用的动词表  

 



（二）内部过程与外显行为相结合
的表述法 

例：某中学设计的《荷塘月色》教学目标： 

• “把握本文的情感脉络”  

• 改为这样的表述：“学生在朗读与默诵课文的基础上(行为产

生的条件），能依据课文的自然顺序列出作者抒发的主要感

情（行为），其中应有‘幻想超脱现实’、‘沉醉美好之

中、’‘无法超脱现实’（合格行为的标准）。” 

 

• “理解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 

• 改为这样的表述为：“在诵读课文的基础上，找出描写生动

的语句，应有重叠词与通感句；陈述其生动之妙处，其中应

有叠词与移觉的解说。” 



教学目标描述应注意的问题 

• 第一，行为主体必须是学生而不是教师。 

 

• 第二，行为动词必须是可测量、可评价、具体而明确的。
最好不要使用不规范的行为动词。比如：“熟练掌握…的
性质”、 “准确熟练地进行……的运算”、“深刻理解
……” 

 

• 第三，教学目标的陈述要反映学习类型。教学目标中对学
习类型的反映是通过能力动词来体现的，即不同类型的知
识，采用不同的能力动词来陈述。 

 
    反思与改进：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