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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的内容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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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品课程是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教学方法的建设是精品课程
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二级学科，是连接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桥梁。因此，建设教

育技术学专业的相关精品课程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参考依据，对精品课程中教学方法

的研究有利于提高精品课程的质量，加快精品课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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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品课程的评审过程中，既要体现教育教学改革
的方向，又要能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引导教师进行教育

教学方法创新，在教学上能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这

样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协

调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并做好与课程

的整合［１］。”

１　研究方法
本文先对研究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相关精品课

程进行抽样，然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对选中的样本进行

分析。

１．１　抽样方法（表１样表及其信息）
本文选择了４２个样本课程，囊括了教学系统设计、

现代远程教育、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等教育技术学

专业主干课程，以及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计算机应

用基础、数据结构等教育技术学专业基础课程。

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所选样本课程中的教学方

法、教学条件、教学内容、课程信息和教学效果等进行提

取、整理、分类，并根据精品课程的界定与精品课程评审

标准等，从“教学方法”着手，就“讲授法”、“演示法”、“讨

论法”、“课件”、“学科”等３７个类目项，对４２个样本课程
中教学方法进行内容分析。

１．２　统计方法及结果（见表２统计结果分析）
首先确认了国家级和省级共４２个教育技术学专业

相关精品课程，然后以这４２个网站为样本，设计了２０个

类目项，进行分析统计，然后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运用

频数来记录分析的结果，然后通过 ｅｘｃｅｌ表格进行统计和
分析数据，从而减少了工作量，加快了统计的速度，提高

了数据的准确率，增加了分析的可信度。

２　对精品课程中教学方法统计结果的分析
２．１　基本信息的分析情况

从精品课程的级别上看，国家级别的精品课程有３２
门（７６．２２％），省级精品课程有１０门（２３．８％），国家级精
品课程与省级精品课程的比例大致为３：１。

从精品课程的年份上看，其中 ２００３年有 ２门，２００４
年有６门，２００５年有４门，２００６年有 ２门，２００７年有 １３
门，２００８年有７门，２００９年８门，２００７年的精品课程数最
多，这与２００７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工程的意见提出继续推进国家精品课程建

设有关。

从精品课程的学科上看，所选精品课程覆盖了教育

学、文学、理学和工学，教育学有３１门，文学中的艺术学有
２门，理学有２门，工学７门，以教育学为主，不违背教育
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的性质。

从精品课程的性质上看，这４２个样本课程的性质分
为偏理论和偏实践，偏理论的精品课程占８１．０％，偏实践
的精品课程占１９．０％，因而教育技术学专业相关精品课
程以理论学习为主，实践学习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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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表及其信息

序号 课程 时间 级别 序号 课程 时间 级别

１ 学习论———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３ 国 ２２ 远程教育原理与技术 ２００７ 国

２ 人工智能 ２００３ 国 ２３ 课程与教学论 ２００７ 国

３ 教学设计原理与方法 ２００４ 国 ２４ 教育技术学导论 ２００７ 省

４ 教学系统设计 ２００４ 省 ２５ 数字化教学设计与操作 ２００７ 省

５ 多媒体画面艺术基础 ２００４ 国 ２６ 教育传播学 ２００７ 国

６ 计算机辅助教育导论 ２００４ 省 ２７ 教育技术概论 ２００７ 省

７ 现代教育技术学 ２００４ 国 ２８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２００８ 国

８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 ２００４ 省 ２９ 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与开发 ２００８ 国

９ 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２００５ 省 ３０ 数据结构 ２００８ 国

１０ 摄影基础 ２００５ 省 ３１ 影视美学 ２００８ 省

１１ 教学理论与设计 ２００５ 国 ３２ 软件工程 ２００８ 国

１２ 课堂教学技术与艺术 ２００５ 国 ３３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２００８ 国

１３ 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 ２００６ 国 ３４ 课程与教学论 ２００８ 国

１４ 现代教育技术学 ２００６ 国 ３５ 学与教的基本原理 ２００９ 国

１５ 教育心理学 ２００７ 国 ３６ 教育学原理 ２００９ 国

１６ 教育技术学导论 ２００７ 国 ３７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２００９ 国

１７ 远程教育学基础 ２００７ 国 ３８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２００９ 国

１８ 计算机应用基础 ２００７ 国 ３９ 现代远程教育 ２００９ 国

１９ 教育技术学 ２００７ 国 ４０ 视觉文化与媒体素养 ２００９ 国

２０ 教育心理学 ２００７ 国 ４１ 教育技术学 ２００９ 国

２１ 计算机应用基础 ２００７ 省 ４２ 计算机网络 ２００９ 国

表２　统计结果分析

２．２　对精品课程中教学方法的内容分析
依据李秉德对教学方法的分类，即“‘以语言传递信

息为主的方法’、‘以直观感知为主的方法’、‘以实际训练

为主的方法’、‘以欣赏活动为主的方法’、‘以引导探究为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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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方法’五类［２］”，以及讲授法、讨论法、欣赏法、任务驱

动法、案例式等１４种教学方法，并对这些教学方法进行分
析和提取。

２．２．１　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
讲授法：从统计结果看，讲授法达到了１００．０％，表明

讲授法是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应用最广的传统教学方法，在

一门优秀的精品课程中，几乎所有教师在课堂中都要进行

讲授，只是讲授占据的时间比例不尽相同，因此，讲授方式

有时体现为辅助手段，有时表现为主导方式。

讨论法：本文４２个样本课程中，精品课程中运用讨
论法的精品课程有３２个，占７６．２％，但是对于精品课程来
说，讨论法并不陌生，特别是在倡导发展学生主体性，培养

学生创造性的今天，讨论法更是频繁出现在合作教学、分

层教学以及问题教学等各种形式的课堂中。

２．２．２　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方法
演示法：从统计结果可知，演示法达到了７３．８％，可

见大多数教师都热衷于这样教学方法。由于表现方法具

有形象，直观，具体的、真实的特性，可以激发和强化学生

的学习兴趣，吸引和保持学生的注意力。

观摩法：在分析的４２个样本课程中，精品课程中采用
观摩法的精品课程有３１个，占４７．６％，可见观摩法在教育
技术学专业的课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设计类的

课程中运用更为广泛，如《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等。

２．２．３　以实际训练为主的方法
实验法：分析的４２个课程样本中，有１６个样本运用

了实验法，占３８．１％。通过实验来建立的基本概念、验证
的理论知识或获得的知识，是完全被学生理解的，由此可

见，实验法是教育技术学教师通常采用的教学方法。

实习法：从分析的４２个样本课程中，有１４个课程采
用了实习法，占３３．３％。在教学中采用实习法可以让学
生获得有关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巩固已学知识，培养运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完成规定工作的能力。

２．２．４　以欣赏活动为主的方法
欣赏法：欣赏法是精品课程中使用较少的教学方法，

仅占１７％，这是一类教师创设个一定教学情境，如《教育
技术学导论》，或利用特殊内容和艺术形式，如《多媒体画

面艺术基础》和《摄影基础》，这样可以使学生通过体验事

物的真善美。

２．２．５　以引导探究为主的方法
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

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育教学

中的一种具体应用［３］。从统计结果看，此种教学方法占

２４％，仅有１０门精品课程采用了任务驱动法。
问题式：精品课程通常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资源，因此

问题式教学方法对于精品课程的建设是尤为重要的。在

４２个课程样本中，才１５个样本采用此方法，不到４０％。
案例式：案例教学法高达８８．１％，在精品课程中案例

教学方法运用得如此广泛的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通过案例创设情境，可以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欲望；另

一个方面是案例教学法可以综合其他教学方法一起进行

教学，所以不管是传统教学，还是网络教学，这种方法的应

用都非常广泛。

发现式：此种教学方法在４２个样本中，只有１７门精
品课程采用此方法，占１６．７％，而在省级精品课程没有用
到此种方法。通过浏览精品课程可以看出，发现式教学法

是网络教学中仅仅局限于给学生展示一些事例、课题和问

题，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观察，实验，调查，思考和

讨论，并且能够通过创造性的方式获取知识，解决问题。

２．２．６　其他教学方法
协作式：社会发展需要多元的人才，所以教育领域也

应该是百花齐放，因材施教，４２个课程样本中就有２５个
样本采用此种方法，达到了５９．５％。“协作式”教学是学
校多元教学模式之一，“协作式”教学方法突出了团队精

神。在协作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

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正是此法有着突出的优势，因此，

在精品课程中教师还比较热衷于这样方法来培养学生的

团队精神。

互动式：在分析的样本课程中，运用此种教学方法的

占４０．５％，这是因为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可以交流、沟
通、协商、探讨，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倾听对方，彼此相互

接纳，坦诚交流，通过理性说服或辩论，以达到不同的思想

交融，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已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

目的。

２．３　对精品课程中教学方法内容的差异分析
２．３．１　精品课程中教学方法的共同点

通过分析，精品课程中教学方法呈现多样化发展趋

势，从直观的以语言为主的教学方法到探究型教学方法的

转型。虽然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备受青睐，但是随着社会

的进步、教育的发展，一些新的教学手段被引入教学领域，

出现了演示法、实验法等，这些方法和讲授法相结合，丰富

了讲授法的教学形式。探究型教学方法成了教学发展的

一种趋势，比如案例式教学方法。

２．３．２　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学方法的差异
（１）年份差异。通过图１分析可知，４２个样本中，从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精品课程数分别为２、６、４、２、１３、７、８，国
家级精品课程分别为２、５、４、２、７、５、７，省级精品课程分别
为０、１、０、０、６、２、１，根据所选课程数量，２００７年精品课程
居多。国家级精品课程逐渐增多，虽然稳中有变，但这正

说明了国家正在逐步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从而建立更合

理的精品课程。但是省级精品课程的建设不稳定，这是因

为省级精品课程不断建设和改建以达到国家级精品课程

的标准，就有可能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２）级别差异。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国家级和省级
精品课程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国家精品课程是在省

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评审出来的。但还是有一些国家级

精品课程不如省级精品课程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开发的年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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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比较早，没有及时更新，导致很多课程的内容已经过时，

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因此，不管是国家级精品课程还是省

级精品课程都应该及时更新，不断改进，这样满足学习者

的需要，才能更好地建设精品课程。

图１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精品课程数情况

（３）课程差异。从课程样本可以看出，４２个精品课程
包含了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和基础课程，有教学系

统设计、现代远程教育、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教育技

术学导论、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教育心理学，计算机网络

和计算机应用基础，也有一些网站是从整体上来设计的，

即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名，包括多方面专业内容。但是，

总的来说，仍然存在一些课程差异。随机选择的４２个教
育类样本中，关于“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学导论”和

“现代教育技术学”的课程各有２个，而网络教育应用、教
育技术学专业英语和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相关的样本却

一个都没有。笔者认为，这种课程差异也许是教育技术学

专业的特殊性引起的。

（４）侧重点差异。首先，对不同的课程来说，存在模
块间的侧重点差异。例如，样本序号为３的“电视教材编

导与制作”课程，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模块都比较完

善，非常注重探究式教学方法。再比如样本序号为９的
“现代教育技术学”，非常注重直观教学，实践教学等，而

严重忽略了探究式教学方法。样本网站中，这种顾此失彼

的现象非常普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围绕同一个模块，同类目的侧重点也同中有异。

如表２，语言式教学方法，讲授法的运用就明显高于讨论
法，而实践教学法基本一致，探究式教学方法中，案例式更

显著。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９年，精品课程中语言式教学方法
个数分别为２、６、４、２、１３、７、８，相应地，有教材、扩充资料和
课件的课程个数分别为２、６、４、２、１３、７、８。从这点可以看
出精品课程在建设的时候是围绕着某一方面，从不同的点

着力的。

３　结　语
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和切入点，信息技术的发

展使教学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按教育要求，精品课

程要使用网络进行教学与管理，相关的教学大纲、教案、习

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要上网并免费开放，实现优

质教学资源共享，使学生得到最好的教育。同时，带动其

他课程的建设，从而达到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这些

要求，正逐步在重点课程中予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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