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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评论】

教学设计取向与教师行为定位

———透过解释取向与建构取向的视角

张　 昆

（淮北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数学教师的教学设计取向决定了教师的教学行为。 数学教学设计有很多取向， 解释取

向与建构取向是其中的两种。 以这两种取向定位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 需要教师针对特定数学知识的

具体特点做出选择， 以充分发挥数学知识的教学价值。 在一般情况下， 数学教学设计的建构取向优于

解释取向。 因此， 数学教师在定位自己的教学行为时， 应充分考虑教学设计的建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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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 在数学教学中萌生教学观念、
确定知识价值、 设置教学目标与估计学生发生知

识的心理过程， 都需要教师把握知识的特定性质。
教学设计的关键环节在于分析学生发生知识的心

理过程。 教师为了传授知识的特定性质， 模拟学

生学习具有特定性质的知识所要求的特定心理活

动环节， 预估提升学生数学知识理解水平的途径，
分析学生学习知识时萌生优秀的心理特质的基本

要求。 教师确定教学设计取向， 其依据是学生理

解知识的途径与优秀的心理特质。 定位教师教学

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确定开展教学活动的关键环节

与主导方式， 以不同的教学设计取向定位教师的

不同教学行为。

一、 教学设计解释取向与建构取向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 （第 ７ 版） 》 对 “取向” 的

定义是 “选取的方向， 指立场或态度”。 据此，
笔者将数学教学设计取向界定为， 基于教师认识

数学知识的特定性质与学生发生数学知识的特定

心理环节， 所确定的教学设计方向或意图。 教学

设计的解释取向是教师通过言语、 符号等介质呈

现知识的建构过程， 通过讲解加以解释的教学设

计方向与意图。 教学设计的建构取向是教师尽可

能地将组成数学知识的元素拆解， 向学生呈现这

些元素， 充分利用学生的认知结构， 将这些元素

再一次组成数学知识的教学设计方向与意图。
数学教学设计的不同取向定位了教师的不同

教学行为， 决定了数学知识教育价值发挥的不

同层次与水平。 教师对数学知识结构层次的不

同认识， 对学生发生知识心理环节深浅程度的

不同把握， 对关联这两者有效性层次的不同侧

面的确定， 决定了教师教学行为水平的层次，
以及教师的不同教学行为生成不同的数学知识

教育价值。 因此， 同一个数学知识点的不同教

学设计取向， 可以定位教师的不同教学行为，
从而形成不同的教学路径或过程， 产生不同的

教学效果， 最终形成数学知识不同的教育价值。
本研究以教学设计的解释取向与建构取向为例，
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