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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思大学教学：有效运用学习技术的对话模式》从一个假设开始，即大学教师必须对他们的学
生学什么、如何学承担主要责任。
在如何学方面，学生只有有限的选择：他们能够上课或者不上课；他们能够努力或者不努力；他们能
够探求真理还是争取高分。
但是教师创造了可供选择的机会。
在我的讲课中，学生只能选择努力集中注意力，不能选择理解。
为学生可能产生的理解创造条件是教师的责任，学生则有责任充分利用这个条件。
学生控制不了获得知识的机会。
大学运转着一个复杂的系统&mdash;&mdash;院系、课程、教学方法、辅助设施、课程表、评价等等。
所有这些决定了学生学习的可能方式。
是的，图书馆和网络可以使他们获得各种资源。
但是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时间提出高强度要求，从而导致阅读和浏览网络是无力承担的奢侈品。
我们作为教师的责任是与我们施加给学习者的控制强度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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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黛安娜&middot;劳里劳德，英国的黛安娜教授，现任伦敦知识实验室数字学习技术研究领域负责
人，供职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国际知名的大学教学和教育技术研究专家。
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高等教育中的网络学习，关注大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技术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模式问
题。
　　黛安娜教授曾在英国政府的教育与技能部，担任三届网络学习政策部门的负责人。
从1995年至2002年，她担任了两届英国开放大学的副校长职务。
她还担任了英国政府高等教育&ldquo;迪林委员会&rdquo;的委员和哈佛大学视学委员会的委员。
由于出色工作，她获得了英国阿伯泰大学、布莱顿大学和荷兰开放大学等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
　　译者简介：　　童康，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专任教师。
教育学博士。
研究领域：高等教育评估、大学有效教学和学习技术、DEA模型等；主授课程：研究生课程《高等教
育评估》。
在《高等教育研究》、《大学研究与评价》等杂志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培养基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青年教师培养基金。
现独立承担&ldquo;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rdquo;教育部青年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课题1项。
参与教育部和上海市高等教育课题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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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学术性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知识，它就可以与日常生活中知识的学习与获得区分开来吗？
在校园之外，没有教学过程的帮助，我们也非常成功地学到了许多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
有一种教育学传统，它可以回溯到约翰&middot;杜威的教育理论，他反对那种以一成不变的思想来传
递知识的经典模式。
该教育理论流派一直主张学习者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塑造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
该教育学传统的晚近的一些倡导者是维果茨基、皮亚杰、布鲁纳、派普特，他们都主张学习者主动地
参与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已有知识。
这些心理学家已经对中小学校特别是初等学校产生了影响，但是大学仍旧依赖教师和课本，传递知识
的经典模式依然在教学形式上兴盛不衰，甚至会体现在教师个体的言论上。
　　理论知识表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抽象形式，人类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推进了有关这种形式的认识
的新进展。
它使用知识结构或概念结构的隐喻来描述精神实体，认为这种实体可以通过教学来改变或者可以通过
计算机程序来表现。
有关认知的计算机模型现在已成为认知心理学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也愿意追随这一心理学发展的方向
。
计算机模型在精密描述人类学习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吸引力。
从一定的概念情境中抽象出一种稳定的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结构实体，这种构想也可能吸引了教师们
。
这种思想也适合于解释&ldquo;学科&rdquo;知识的理想状态。
但是，它没有讨论教师们无疑都会认可的一种事实，即学生们不会自动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迁移到
不同的情境中，他们常常发现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是困难的，知识似乎就是依赖于情境的。
如果大学教师倾向于将学习看作是发展能力的活动，将知识学习视为这种活动的一个方面，他们就不
会借助于知识的形式结构、这种知识的表现形式。
他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加现实的而不是一个稳定的精神模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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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思大学教学：有效运用学习技术的对话模式》关注高等教育中的网络学习，关注大学教学方
法和学习技术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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