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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教育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广大教育工作
者的心愿。
我们把教育信息化看作是一个利用信息技术催化教育革新、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而信息化教育是
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颖教育方式。
如此看来，教育信息化与信息化教育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既是概念上不同的又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从教育信息化的视角，我们需要考察信息化环境建设、资源建设、队伍建设、应用开发、规制建
设、效益评估等问题；如果从信息化教育的视角，我们特别关注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观念一理念革新
、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创新、信息化教学过程的新颖设计和评价、信息化资源和工具的有效利用、学生
的信息化学习能力养成、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等。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刻意作视角分割，而采用透视法来综合考察这枚“信息化硬币”，可
以从一个侧面贯穿到另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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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效学习设计：问题化、图式化、信息化》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背景，以基层老师实
施新课程的困惑与障碍为出发点，以提高教与学的有效性为目标，以系统论的视角结合课程论、教学
论、教育技术学等原理，研究“问题化学习”中优化学习见容和学习过程的作用，试图寻找提高教与
学有效性的实践模式。
提炼出归纳出“基于问题系统优化的学科教学模式”、“基于思维导图运用的知识图式化建构方法”
、“基于信息化技支撑的教学资源开发与运用策略”，从三个部分以大量案例为大学呈现实现有效学
习的丰富策略、途径与方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效学习设计>>

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第一章 有效学习的观点第一节 什么是有效学习第二节 为什么需要有效学习第三节 如何实现
有效学习第一部分 问题化学习——基于问题系统优化导读第二章 问题无处不在第一节 问题在哪里第
二节 什么是问题与问题化学习第三节 我们需要怎样的问题化学习第三章 学习中的问题系统第一节 问
题的类型有哪些第二节 什么是系统的问题观第三节 问题系统的理论基础第四节 学习中会有哪些问题
系统第四章 三位一体设计学习问题第一节 以学科的问题为基础第二节 以学生的问题为起点第三节 以
教师的问题为引导第五章 定义问题的目标属性第一节 目标的分类学依据第二节 课程标准与学习目标
第三节 目标与问题的系统设计第六章 基于问题系统优化的过程设计第一节 基于单元的中观设计第二
节 基于课时的微观设计第三节 运用问题系统优化学习过程第七章 问题化学习的评价第一节 对问题的
评价第二节 对问题化学习成效的评价第三节 对学习指导的评价——基于师生交互的评价小结第二部
分 图式可视化——思维导图运用导读第八章 图式与思维导图第一节 图式与问题第二节 图式可视化的
认知工具第三节 根据条件充分运用思维导图第九章 如何绘制思维导图第一节 思维导图的组成要素第
二节 思维导图的绘制第三节 典型思维导图的制作工具第十章 思维导图——学与教的应用与示例第一
节 思维导图作为教的工具第二节 思维导图作为学的工具小结第三部分 信息化支撑——资源、工具与
环境导读第十一章 技术如何支撑有效学习第一节 为有效学习提供信息资源第二节 为有效学习提供工
具资源第三节 为有效学习提供环境资源第十二章 基于网络的问题化学习第一节 网络探究典型模式简
介第二节 网络共享协商课程的学习第三节 基于网络的学科拓展学习附：网络头脑风暴器的开发第十
三章 情境模拟及其他信息化支撑模式第一节 情境模拟交互环境中的学习第二节 其他信息化支撑模式
小结第四部分 学科教学实践导读第十四章 问题化学习的学科实践第一节 科学探究与人文感悟的问题
第二节 语文课程中的问题化学习第三节 数学课程中的问题化学习第四节 科学领域的问题化学习第五
节 综合领域的问题化学习小结踏歌而行——七年实践行动追忆一、为学而教二、区域教育实验的行动
纪实三、成长的故事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效学习设计>>

章节摘录

　　美国当代教育技术专家马西·P.德里斯科尔（Marcy P.Driscoll）提出了学习的四条原理——学习发
生于一定的情境中；学习是主动的；学习是社会化的；学习是反思的。
希腊学者斯特拉·沃斯尼亚道（Stella Vosniadou）则同时从学习和教学两个方面提出了12条原理：学
习离不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意义建构；学习主要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学生应积极介入到学校的
社会交往生活中去；学生应参与到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学习活动和在文化上是与自己密切
相关的学习活动中去；新知识是建立在已经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的；通过采用有效且灵活的学习策略
来帮助学生理解、推理、记忆和解决问题；学生必须学会如何制订学习计划和监控实施，学会如何提
出自己的学习目标以及纠正错误；学生必须学会如何解决新旧知识之间的不一致性，必要时应对知识
进行重构；学习内容应围绕一般原理和说明进行编排，而不是重在记忆孤立零散的事实；应努力将学
习内容运用于实际生活情境；学习是一项复杂的认知活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不断操练，如此才
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行家里手；估计儿童的个别差异是学习成功的前提；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对学习
来说至关重要；教师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成为一个有自我发展动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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