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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教学设计】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教学设计

———以 “不等式的性质 ３” 为例

伍溪燕

（广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０）

【摘　 要】 认知负荷理论是基于人类认知结构与外界信息结构交换作用而决定教学设计的理论，
包括内在认知负荷、 外在认知负荷和有效认知负荷。 “不等式的性质 ３” 历来是 “不等式的性质” 教学

的难点， 以 “加法、 平均分” 促进对不等式的性质 ３ 中乘法、 除法的理解，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 以

“减负增效” 为基本原则， 优化 “不等式的性质”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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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由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斯威

勒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 是基于人类认知结构

与外界信息结构交换作用而决定教学设计的理论。
它包括内在认知负荷、 外在认知负荷和有效认知

负荷。
１ 内在认知负荷

所谓内在认知负荷是指学习材料本身对学习

者提出的认知要求。 学习材料本身包含的信息元

素 （如概念、 规则的基本成分） 的数量越多、 元

素间交互性越强， 内在认知负荷就越高， 因此内

在认知负荷反映了学习材料的复杂性与难度［１］。
它既与学习材料有关， 也与学习者原有的学习经

验、 认知情况有关。 另外， 对学习材料的学习要

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内在认知负荷， 譬如

函数概念的学习， 初中阶段要求学生理解一个变

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依赖关系， 高中阶段要求学生

从集合间的对应角度来理解函数概念。 显然， 这

两者的认知负荷不同。 一般而言， 对学习材料的

学习要求较固定。 因此， 教学设计可充分考虑学

生原有的认知情况， 在保证数学知识科学性的前

提下降低知识结构难度， 从而降低学习者的内在

认知负荷。 譬如在初中 “不等式的性质 ２” 的验

证中， 将 ａ 乘以 ｃ 表述为 ｃ 个 ａ 相加， 这既保留

了知识的科学性， 又降低了知识结构难度， 进而

降低了内在认知负荷。
２ 外在认知负荷

外在认知负荷指学习材料的组织和呈现方式

所带来的额外认知要求。 由于学习材料的不同组

织、 呈现方式带来的外在认知负荷不同， 教学设

计显得尤为重要。 外在认知负荷好比误差， 存在

且无法消除， 但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 一个

好的教学设计应明确教学重难点， 选择合适的教

学方法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 最大限度地降低外

在认知负荷。 譬如教师在教学中采用类比学习的

方式组织活动， 用以前学过的学习材料来促进学

生对新材料的理解与认识， 在教学设计中应尽量

避免有高外在认知负荷的教学活动。 譬如教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