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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教与学策略研究现状综述 

朱翠霞 

一、国外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1.对教学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教学策略研究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较早研究课

堂教学策略的美国学者埃金等人认为，教学策略就是“根据教学

任务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这一界定突出了教学策略“任务

的要求”“方法的选择”两大特点，反映了教学策略注重于对教

学目标的意识和具体方法的灵活运用。埃金还在其《课堂教学策

略》一书中对各种教学模式的特点和具体操作程序作了详细的介

绍，体现出了教学策略的选择性和方法性的特点。 

2.对学习策略的研究现状 

学习策略作为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个正式的专用

名词，是在布鲁纳提出“认知策略”概念后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

的。对学习策略进行系统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中叶的西方（主

要是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心理学家对学习策略的问

题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使

学习策略的研究成为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发展的一个

方向。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策略的含义和构成、学习策略

与认知策略的关系、学习策略与元认知的关系，以及学习策略的

教学等几个方面。 

对于学习策略的含义研究现状，在前面的“概念界定”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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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关于学习策略与认知策略的关系，对认知策略研究较为系统

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是这样说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

会如何学习、如何记忆、如何进行导致更多学习的反审性和分析

思维。显然个体不断学会成为能自我教学的人，或者甚至成为独

立的学习者，其原因是他们逐渐获得了调节自己内部过程的有效

策略。”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认知策略与学习策略具有因果关

系，认知策略的改进是学习策略改进的原因。（邵瑞珍．学与教

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元认知，是弗拉维尔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他认为，元认知的定义“通常很宽泛而且很松散，它将任何一种

知识或认知活动，或任何认知活动的任何方面作为其对象并对其

加以调节”，“元认知的核心意义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并认为，

元认知技能在多种认知活动，如口头交际、劝说、理解、写作、

语言获得、知觉、注意、记忆、社会认知及各种各样的自我指导

和自我控制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关于元认知

与认知策略的区别，弗拉维尔认为，认知策略的主要功能是在学

生从事的认知活动中，帮助他们达到认知目标；而元认知的主要

功能是向学生提供有关认知活动或活动进展的信息。使用认知策

略是为了取得进步，使用元认知是为了监控这种进步。因此，元

认知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或促进其它方面的发展，包括认知策略

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元认知能力与认知策略一样，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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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习策略的基础或前提。（何进军．西方心理学关于策略研究

的进展[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1）） 

关于学习策略的教学，英国麦多克斯所著的《学习策略》（王

伟廉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年版）则对学习策略进

行了全面阐述。1993 年英国朗曼出版公司出版的《教学即沟通》，

提出师生交往、沟通的方式影响教学的有效性，进而提倡一种健

康的、富有创建性的、既能体现教师权威与纪律，又能体现平等

与关爱的师生关系。此后，所有的有效教学著作中都提出了各种

各样的有效教学策略，从备课到上课，再到评价，教学流程的各

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策略。并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关注学生的学习

策略。 

 

二、国内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1.对教学策略的研究现状 

上世纪 90 年代，在我国出现的“教学策略”概念，主要与

“教学模式”“教学设计”并述。有时作为学习策略来解释。国

内专家对“教学策略”的概念内涵界定，在前面“核心”已涉及

到。综观现可查文献，国内多数有影响的学者对“教学策略”内

涵诠释时，都将教学策略倾向于是教师单方的独特教授行为。教

学，不应仅仅理解为教师单方面的教授行为，它是师生间“教”

与“学”的共同体，包含着师生双方“教”与“学”双边行为。

李晓文、王莹在他们编著的《教学策略》中的“教学”既包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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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有效教学，也涵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他们认为，要从学生

学习的能力和动机的综合发展提出教学策略。故而有专家认为，

教学策略“指导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 

除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一些论文外，有几本专著则反映了我

国专家学者这一领域研究的成果。一是，李晓文、王莹编著的《教

学策略》综合相关理论的学说思想和教育改革经验，提炼推演出

教学策略的具体原则：教学目标的决策、形成认知结构的策略、

促进信息加工的教学策略、教学模式的选择策略、课堂教学的指

导性策略、促进学生自我发展的教学策略、因材施教策略、课堂

教学的管理性策略。二是，李介在《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兰州

大学出版社（2009）中分五部分对课堂教学策略进行探讨。第一

部分是教学策略的一般性知识，主要探讨教学策略的含义以及与

教学策略的知识。第二部分是教学准备策略，包括教学目标的设

立、教学组织形式的确定以及教学模式的选择。第三部分是教学

交往策略，详细介绍了讲述行为策略、对话教学策略、课堂讨论

策略、课堂练习指导策略、因材施教策略及教学中师生交往策略。

第四部分是教学管理策略，重点阐述了课堂问题行为管理、课堂

教学中的惩罚策略、课堂时间管理策略以及课堂管理理论流派。

第五部分是课堂教学评价策略，论述教学评价的基本理论、学生

学业成就评价及课堂教学中的激励性、发展性评价策略。三是，

陈心五的《中小学课堂教学策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

07），重点探讨了中小学课堂教学的理论基础及课堂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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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实现师生双向良性互动的教学策略”和“夯实双基与发展

才智并重的教学策略”等都是当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重要问

题。四是，黎奇主编的《新课程背景下有效教学策略》（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从有效的课堂教学的准备策略、

实施策略、评价策略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既包含解决实际问题的

新课程理念，又包含解决这些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教学方法。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教

师教学策略书系”，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教育发展历史进程中尤其

是近 50 年来我国有关教学策略的教育思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

验。 

2.对于教与学策略的研究现状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一些针对有关学科教与学策略研

究的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其突出成就有邵瑞珍的《学与教心理

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和张大均《教与学策略》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邵瑞珍将普通心理学、儿童发

展心事学、学科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融为一体，力求反映国内

外学与教心理学研究的新成就，尤其注意反映认知心理学对人类

认知过程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在教学设计中的运用，充分考虑到学

习类型与教学条件的相互关系，学生人格特征与教学处理的相互

影响，师生间和同学间的相互作用。张大均及其领导的课题组从

20世纪 90年代起开始进行把教学策略训练运用于课堂学科教学

之中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的特点是：既严格控制变量，又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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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教学情境中进行；以具体学科教学为背景，以策略训练为手段，

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为目标；科学性与应用性并重。该研究取得

了一批成果，其中包括《文章结构分析训练对阅读理解水平影响

的实验研究》（张大均、余林，1998）、《应用题结构分析训练对

提高小学生解题能力的试验研究》（姚飞、张大均，1999）等。

该课题组数十项专题研究表明，教学策略训练能显著提高教学效

果和学生的学业能力。 

3.对学习策略的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心理学界对“‘学’策略”，即学习策略的研

究，相对于西方来讲，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开

始对学习策略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然而，虽然研究的起步较

晚，但研究的起点并不很低，关于学习策略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报

告越来越多；关于中小学各学科教与学策略研究的论文，如春笋

般地见诸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对学习策

略的研究，在我国发展得很快。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蒯超英《学习策略》（武汉：湖北教育

出版社.1999）的出版。它的出版，可以说标志了我国对学习策

略研究的一个高峰。正如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在本书的序言

中所说，“《学习策略》的最大特点在于新颖性”。该书从学习和

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注意、知觉和记忆的策

略，概念、规则的学习策略和问题解决的策略，学习策略的形成

和发展，知识的分类和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教学，提高学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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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水平的方法，学生课堂学习、完成作业和考试的策略，学生课

外学习的策略等 10 个方面对学习策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4.对语文教学的研究现状 

    上世纪 90 年代始，出现了一批语文课程教学论专著。谢象

贤主编《语文教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试图对语

文教育的一系列基本现象和必须控制的过程、方法，作出一定的

解释。倪文锦主编《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4）充分体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理念，把握新课

程背景下的高中语文教学规律和要求，围绕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

点、难点和热点组织内容，开展论述，拓展思维，力求促进高中

语文教育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李新宇主编《语文教育新

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努力体现语文新课程的

新理念、新内容、新的学习方式。王尚文、吴克强主编《中学语

文教学研究（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探讨语

文及语文素养的内涵、构成，论述语文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

语文教学理论和课堂教学实施，语文教学评价和信息技术与语文

课程整合等问题。另外，王荣生主编的“参与式语文教师培训资

源”丛书，聚焦“新课程实施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这一主题，

出版了《阅读教学教什么》《散文教学教什么》《小说教学教什么》

《实用文教学教什么》《文言文教学教什么》《写作教学教什么》

和《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教什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4）七本专著，系列性回答了阅读、散文、小说、实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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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写作教学和语文综合性学习等各类型的语文教学内容

“教什么”的问题。 

 5.对语文课程学习指导的研究现状 

何更生、吴红耘等著《语文学习与教学设计》根据现代学习

论和教学论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精神，着

力探讨中学生语文学习和中学语文教学的有关问题。王光龙主编

的“21 世纪语文课程学习指导丛书”：《语文课程学习论》《识字

写字学习论》《阅读学习论》《文学作品学习论》《阅读方法学习

论》《写作学习论》《写作方法指导论》《口语交际学习论》《语文

综合性学习论》《语文学习心理论》《语文学习指导论》《语文学

习评价论》（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既包括了语文课程学习

内容的基本理论，也包括了语文课程学习指导的基本理论，对探

索和构建我国当代语文课程学习理论体系具有现实意义。阐述学

习策略，其目的在于使广大学生学会学习。钱和生所著的《中等

职业学校语文学习方法指导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13），作为专门阐述语文学习方法指导的专著，对中等职业

学校“语文学习过程方法指导”“语文高级技能学习方法指导”

“语文学习能力训练与心理调节”均作了重点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