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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探讨在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的“教学呈现”模块设计中，如何克服行为主
义心理学影响，培养学生的能力，落实素质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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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网络教学是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无论是用于远程教育还是用于课堂教学，其课件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模
块：“教学呈现”模块。实践证明，若忽视在“教学呈现”模块设计中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则很可能形成与素质教
育背道而驰的注入式多媒体网络教学：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低估学生的认知潜力，不问学生的学习需求，而一味
追求“化难为易”，“变抽象为具体”，“一目了然”，扼杀学生的创造性。因而，怎样设制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
中的“教学呈现”模块，培养学生的能力，落实素质教育，就成为急待解决的课题。 

  

一 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教学呈现”模块设计与编制的理论基础 

所谓素质教育，指教授者（此处仅指课件）通过知识载体，对学生实施能动的心理和智能的导引，是一种启迪智
慧，开发悟性，挖掘潜能的高级教学行为。因此课件呈现知识的模式，即课件的“教学呈现”模块的设制模式，是
多媒体网络教学能否落实素质教育的关键。 

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是设计、编制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中“教学呈现”模块的理论基础。注入式教学运用的是行为
主义学习理论。这种学习理论强调“Ｓ（刺激）－Ｒ（反应）”，即把人类学习看作是人对外部刺激作出的一种适
应性反应,把学生看作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器，完全忽视学生的内部心理过程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
性。对学生成果的能力结构和获取知识技能的学习机制缺乏深入研究，只注意对学生掌握知识的外显行为的考核，
并不明确这些行为所反映的内部心理机制及形成条件。因此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编制的“教学呈现”模块在培养学生
的能力方面存在着盲目性。 

与之相反，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认知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并把学生看作是信息加工主体，将行为主义的“Ｓ
（刺激）――Ｒ（反应）”公式改为“Ｓ－（ＡＴ）－Ｒ”公式，即对刺激（Ｓ）经主体认知结构（Ｔ）的同化
（Ａ）之后才产生反应（Ｒ）。其同化的具体内部心理过程如下图：（图一） 

可见，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确立了主体认知结构和主体动作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依据
该学习理论来进行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教学呈现”模块的设计，就能达到培养学生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提高课件
质量，落实素质教育的目的。以下是本人将该学习理论应用于《线性代数》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教学呈现”模块
制作中的体会。 

  

二、依据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在课件系统的 “教学呈现” 模块设计中，注入能力培养模式，落实素质教育。

1、确定必须由“教学呈现”模块表现的教学内容，即寻找模块的最佳作用点 

为充分发挥多媒体网络教学功效，突出教学重点，应注意不是盲目制作，而是寻找模块的最佳作用点。要找到最佳
作用点，就必须对教学内容的构成要求――“知识”与“能力”运用认知心理学原理进行分析，并为形成能力的教
学目标服务。 

根据《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内容，结合认知心理学原理进行分析，可由模块表现的内容一般有以下几方面：（可用



power point或 Authorware制作）（表１） 

2：克服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在 “教学呈现” 模块设计中，注入能力培养模式 

能力培养模式也可称为模拟型模式，即向学生提出任务、呈现环境、提供收集信息的手段，根据学生的操作呈现结
果，使学生了解自己的行为后果，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评判并调整，最后通过问题的解决培养反省认知策略和掌握解
决问题的一般方法的能力。具体操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应避免诱导学生单纯模仿，而应重视对其创造能力、思辩能力的培养。 

例如：在制作“线性方程组定义”这一内容时有两种方式： 

其一：将线性方程组定义、特点合盘托出。 

其二：模块先用动画打出  

这一中学生时学过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然后要求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猜想三元一次，四元一次直至Ｎ元一次方程组
的形式。留出让学生动手、思考的时间。并根据学生的猜想呈现可能的后果，让学生自己判断正误，从而反省自己
的认知方式并作调整。最后由模块展现N元一次方程组，进而引出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定义。 

前者，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其主观能动性，思维能力受到极大限制，长此以往只会成为生吞活剥，食古不化的书呆
子。后者，充分注意引导学生自我探究，重点放在让学生围绕由“二元――多元”这一问题积极思维，自己寻找出
正确答案，学生不仅是真正领会了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定义，而且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和创造精神
得到了充分培养。 

（2）应避免简单的意义重视，而应注重学生建构意义能力的培养。 

学习质量取决于学生根据亲自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意义的能力，而非学生重现知识的能力。 

教学内
容 

  

培养能力 

  

达到目标 
举 例 

创设情
境 

观察 引发动机 

为讲明求解线性方程组（Ｎ元一次方程
组）的重要性，设计表现建筑三峡大坝
时，进行实地测量中会遇到上十万个未
知量的一次方程组的动画组 

提供事
实 

归纳 建立共同经验 

由动画组表现二元一次方程组、三元一
次方程组写成行列式解的形式，猜想、
归纳出Ｎ元一次方程组用行列式解的形
式（Ｇrame法则） 

原理解
释 

演绎 启发思维 
各原理证明（注意此内容的制作应避免
强加于人的做法） 

举例验
证 

观察、演
绎 

建立概念 各教学内容范例 

提出问
题 

演绎、归
纳 

引起思辩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与方程组有无解的 

关系。 



例：编制“齐次线性方程的解法”这一内容有两种方式： 

其一：逐步展现解法的理论推导。 

`其二：先展现方程组 要求学生自己动手用中学的方法得到  

学生在此处会做不下去，则及时提示两个方程只能解出两个未知量，另外两个未知量怎么办？学生此时会积极寻找
各种处理另两个未知量的办法。此处应要求学生输入其解法，据解法呈现结果，仍由学生判断正误并调整其解法，
最后不失时机地展现 

令  

来验证学生的想法，则此类方程组的解法水到渠成，学生成功的弄清了解这类方程的步骤。此后，又在此题中指明
“基础解系”的概念，把解法上升到理论高度。 

前者只是灌输意义，学生认知水平停留在意义重现的低层次上，其建构意义的能力受到抑制。后者创设了引导学生
寻找解法的环境，进而自我构建“齐次线性方组解法”的意义。在此意义建构过程中，学生独立获得了对解法的理
解掌握，并获得了根据需要构造条件的能力。这是一种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将使学生终身受益。 

（３）应避免把学生“抱”着走，而应注重学生学会学习能力的培养。 

学生学会学习，这是素质教育的显著特点。 

以“行列式性质”这一内容编制为例： 

其一：将行列式性质以动画形式逐条展示。 

其二：从行列式定义的角度讲清楚一条性质，接着引导学生用学习该条性质为方法自我探究其余几条性质的意义，
最后进行综合，比较，归纳。（此处应具交互性） 

前者以内容为中心，一“灌”到底，忽视学法指导。后者按“教－扶－放”的思路组织学生主动学习，兼顾了对学
法的指导，不仅使学生真正学会了行列式性质，而且让学生掌握“会学”的技能，从而达到通过举一隅而反三隅的
效果。 

（４）避免一味的化难为易，应注重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在“判断向量组的线性相关线”这一难点内容编制作中，有两种方案： 

其一：将判定向量组相关性的各条性质分类整理，通过演示，指明何时该用哪条性质，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应用
时难度自然降低。 

其二：给出不同类型的判断相关性的练习题，要求每解一道题归纳出解该类题的性质。并模拟出学生的归纳方案，
呈现其可能导致结果，学生自我评判、调整归纳方案，最后由学生得出正确结论。 

前者包办代替，学生没经过努力思考而直接获得现成结论的化难为易，学生只能被动记忆，并没有真正化解难点。
后者是先“难”学生，让学生在“难”中寻求答案，启迪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自己归纳总结出突破难点的关键，其
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 



上述四条原则，都注意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应是我们做出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的，高质量的“教学呈现”模块
的必要前提。 

３、编制“教学呈现”模块流程图 

这要求编制者依据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针对学生的心理状态，不失时机发挥模块作用，使各内容模块在最佳时
机，以最佳方式呈现，呈现步骤和次数恰到好处，从而帮助学生解决“掌握知识与形成能力”之间矛盾的目的。 

概言之，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中“教学呈现”模块设计及编制程式可概括为： 

  

下面以一具体实例说明该程式操作方法： 

三：“教学呈现”模块设制实例： 

内容：齐次线性方程组的解法 对象：本科生 

  

表（２） 

需由模块表现的内容 设 计 方 案 

导 言 （模块1） 以索引形式展现本次课的内容、目标 

  

  

  

线性方程组定义（模块2） 

动画１：  

要求猜测多元一次方程组，据猜想呈
现结论。动画2： 推广至Ｎ元一次方
程组。 

动画３：点明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
组定义。 

齐次方程组解法 

（1）实例求解（模块3） 

  

  

  

  

  

  

  

动画４：实

例：  

（要求用中学方法解，根据解呈现结
果） 

动画５： 令  

（学生猜想解的结构后展示） 

动画６：归纳解法，点明基础解系。 



  

“教学呈现”模块流程图如下： 

模块2 

错误超 

出预设 

正 确 

以上虽是针对《线性代数》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中“教学呈现”模块的设计，但其编制过程是严格按认知心理学原
理制定的，故可推广至其他学科的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相应模块的制作，具有实用价值。 

  

四、结语 

教育可以培养创造性，也可以扼杀创造性。将“粉笔加黑板”式教学简单盲目地照搬到多媒体网络教学上，而不注
重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非但不先进，反而会由于它披着“现代化”的外衣，其扼杀创新精神的实质不易被发现，而
阻碍教育的发展。只有按素质教育要求，认真遵循认知心理学的学习原理设计、编制多媒体网络教学课件的“教学
呈现”模块，将其运用于多媒体网络教学，才有益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才能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真正落实素质教
育，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书籍：1.《心理学》 叶奕乾 祝沛里 

2.《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出版社  

  

  

  

  

  

（２）理论求解（模块4） 

  

范 例（模块5） 

练 习 题 （模块6） 

  

动画组７：(1)高斯消元法;(2)得一组
解； 

(3)证明这组解是基解。 

  

结合理论讲解  

  

预设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呈现错误
导致结果，学生自我评判，或转课件
3、4  

提问：思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法
（模块7） 

动画8:要求分析齐次与非齐次线性方
程组关系（此处应具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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