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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整合的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 

一、建构主义理论 

 

二、多元智能理论 

 

三、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结构理论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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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是知识的建构、是意义的制定。 

学习科学：学习是原有经验的迁移（美国国家学习科学委
员会，1999）。 
建构主义强调：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的认识主观的，人对于世界的解
释是依赖个人经验的。 

建构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Fish is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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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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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什么是学习？ 

• 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 

• 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同学、伙伴、同事）的帮助 

• 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 

• 实现的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 

 强调： 

• 学习者为中心 

• 学习环境中的基本要素：情境、协作、会话、资源 

一、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几点共识： 

• 以学习者为中心 

• 学习是学习者主动构建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 

• 强调学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 

• 学习过程包括两方面的建构：旧知识的改组和重构，
新知识的意义建构 

• 学习既是个别化行为，又是社会性行为，学习需要交
流和合作 

• 强调学习的情境性，重视教学过程对情境的创设 

• 强调资源对意义建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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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is fish》带给我们的思考 

学生主体性的体现，有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母牛 

人 

鸟 

如何发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用探索法、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 

在建构意义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并分析有关的

信息和资料，对所学习的问题要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

加以验证； 

要把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和自己已经知道

的事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 

“联系”与“思考”是意义构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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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成为学习者学习的帮助者？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 

 

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提示新旧知识之间

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 

 

为了使意义建构更有效，教师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组

织协作学习（开展讨论与交流），并对协作学习过
程进行引导使之朝有利于意义建构的方向发展。 

• 提出适当的问题以引起学生的思考和讨论； 

• 在讨论中设法把问题一步步引向深入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

容的理解； 

• 要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自己去纠正和补充错误

的或片面的认识。  

二、多元智能理论 

1. 有关智力与智能 

传统的智力观：智力是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

核心，以整合的方式存在的一种能力 

• 解答智力测验题（IQ）的能力 

• 或善于应试学习能力倾向测验（SAT）的能力 

 

加德纳的智力定义：在某种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价值标

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难题或生产及创
造出某种产品所需要的能力 

• 智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 

• 智力不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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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语言智能：
人对语言的掌握
和灵活应用的能

力。 

数理逻辑智能：
对逻辑结果关
系的理解、推
理、思维表达

能力。 

视觉空间智能：对色
彩、形状、空间位置
的正确感受和表达能

力。 

音乐韵律智能：感受、辨别、记
忆、表达音乐的能力。 

肢体运用智能：人的身
体协调、平衡能力和运
动的力量、速度、灵活

性等。 

人际沟通智能：
对他人的表情、
说话、手势动
作的敏感程度
及对此作出有
效反应的能力。 

自我认识智能：
个体认识、洞察
和反省自身的能

力。 

自然观察智能：观察自然的各种形态，
对物体进行辨认和分类，能够洞察自

然或人造系统的能力。 

二、多元智能理论 

案例分析： 

《小小鸡蛋》      

 

思考： 

该案例关注了哪些方面智能的培养？ 

多元智能理论对教学的指导意义有哪些？ 

如何基于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教学设计？ 

信息技术对各种智能的培养有何作用？ 

../2011学年下学期 专业必修课/案例/小小鸡蛋/dyh说课.ppt
../2011学年下学期 专业必修课/案例/小小鸡蛋/邓艳红《小小鸡蛋知多少》综合实践活动设计.doc
../2011学年下学期 专业必修课/案例/小小鸡蛋/eg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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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结构理论 

1.课堂教学系统的表征 

 

2.教学结构 

 

3.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结构的特征 

补充：系统 

要素 要素

要素

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

相
互

依
赖

相
互

作
用

要素

相
互

依
赖

相互作用

什么是系统 

系统由若干相互

作用、相互依赖的

要素组成的具有特
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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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教学系统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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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结构 

教学结构 

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
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在一定的环境中
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是
教学系统四个组成要素（教师、学生、教
学内容和教学媒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具体体现。  

 

教学结构就是指按照什么样的教育思想、
教与学的理论来组织教学活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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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教 材

教学媒体

学 生

代表强交互

代表弱交互

学生

教材及各种其
他学习材料

传统教学媒体及多
种现代电子媒体

教 师

代表强交互

代表弱交互

教
师

学
生

教材及各种其
他学习材料

传统教学媒体及多
种现代电子媒体

代表强交互

代表弱交互

建构新型教学结构是整合的核心 

3.“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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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敬请指出！ 

谢谢！ 

吴  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18#（100875） 

电话：01058806922（O）  13611261079（M） 

邮件：wuj@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