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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是一种面向复杂技能学习设计的有效模型袁国内外已有相关的应用案例袁但目前缺少

对这些案例的系统分析袁难以了解 4C/ID 模型应用的现状与不足遥为此袁以 4C/ID 模型的蓝图元素为抓手袁构建比较分析

编码框架遥 以中国知网和 SCOPUS 数据库作为案例来源袁选取 2003要2022 年发表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袁开展案例编

码与结果分析遥 研究发现袁当前国内主要存在局部任务排序未按照技能间的逻辑关系袁未按照图式建构到图式熟练组织

学习任务微序列袁相关知能的呈现未帮助学生构建整体问题解决图式袁支持程序和专项练习的呈现未帮助学生熟悉问

题解决规则袁支持程序先于相关知能呈现等误区袁并为合理运用 4C/ID 模型提出相应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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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复杂技能学习是指整合知识尧技能尧态度袁协调各

项组成技能以完成现实生活任务遥 荷兰开放大学

Van Merri觕nboer 等提出的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型

渊Four-Component Instructional Design袁4C/ID冤 是复杂

技能学习常用的设计模型袁其建立在教育学尧心理学尧
学习科学的基础上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遥 它是由学习

任务尧相关知能尧支持程序尧专项练习四个蓝图元素及

其对应的设计方法组成遥 与 ADDIE 教学设计模式和

梅瑞尔的首要教学原理相比袁4C/ID 模型打破传统以

单课时为主的教学设计袁 强调从整体上设计教学袁考
虑教学设计各个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袁并提供具体翔

实的操作步骤遥
当前袁基于该模型设计复杂学习逐渐成为一种可

靠的培训方法遥 在国外袁4C/ID 模型应用已较为成熟袁

在医疗尧 编程尧 教师培训等领域产生一些基于 4C/ID
模型的学习设计案例袁且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遥 例

如袁Postma 等设计牙医教学课程袁在培训结束后袁学生

能基本掌握牙齿诊断技能袁较为准确地识别出患病原

因袁并形成可靠的医治方案遥 Wasson 等指出袁4C/ID 模

型已成为欧洲主要的学习设计模型[1]遥与国外相比袁国
内对 4C/ID 模型研究起步较晚袁但也产生了一些应用

案例袁同时对其关注度也呈上升趋势遥
但当前研究缺乏对国内外 4C/ID 模型应用案例

的系统分析袁 难以了解其应用的国内外差异与不

足遥 基于此袁 本研究以 4C/ID 模型的蓝图元素为抓

手袁 对国内外已有学习设计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袁进
而厘清国内外应用现状尧 发现国内在应用 4C/ID 模

型进行学习设计时存在的误区袁 并据此提出建议袁
以满足我国教学设计者和研究者使用该模型设计

复杂技能学习的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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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编码指标

学习任务

整体任务排序
简化条件排序法尧 知识演进排序

法尧重点调控排序法

局部任务排序 按技能间逻辑关系尧滚雪球

微序列设计 图式建构要图式熟练

相关知能

类型
问题解决策略尧心理模式尧认知反

馈尧两种及以上

呈现形式
视频尧概念图尧文档尧渊线下冤同伴

专家指导尧多种媒介

呈现时机 图式建构环节

支持程序

类型
问题解决规则尧矫正性反馈尧两种

均有

呈现形式
视频尧 在线帮助系统尧 文档尧渊线
下冤同伴专家指导尧多种媒介

呈现时机

专项练习
类型

呈现时机

图式熟练环节

问题解决规则

图式熟练环节

二尧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尧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

方法袁 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案例进行编码与分

析袁整个研究过程主要分四步袁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研究过程

第一步基于 4C/ID 模型四个蓝图元素形成编码

比较框架遥 第二步是根据编码框架对国内外共 83 篇

案例编码遥 在中国知网中设置检索关键词野4C/ID冶袁检
索到相关论文 46 篇袁 剔除理论探讨等不包含 4C/ID
模型应用案例论文后袁得到有效样本 33 篇遥国外文献

在 SCOPUS 数据库中袁设置检索表达式院TITLE-ABS-
KEY渊野4C/ID冶冤袁获得 86 篇国外相关研究论文袁剔除

无法获取的论文以及不包含 4C/ID 模型应用案例论

文后袁得到有效样本 50 篇遥 这些论文均按照 4C/ID 模

型的基本要求设计教学袁 符合其应用规则和核心思

想遥 同时袁每篇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 16 次袁具有较高

引用率袁因此袁案例质量得以保证遥第三步是统计和分

析编码结果袁厘清国内外 4C/ID 模型应用的现状和主

要区别遥 第四步是分析国内在运用 4C/ID 模型时的误

区袁以此为合理应用 4C/ID 模型提出建议遥
三尧编码框架与案例编码

渊一冤编码框架

4C/ID 模型中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编码框架的一级

维度遥 在设计学习任务时袁需考虑学习任务间的排序

问题渊分为整体任务排序和局部任务排序冤以及每个

学习任务中子学习任务的排序问题 渊即微序列的设

计冤遥 而在整体任务排序中袁有简化条件排序尧知识演

进排序尧重点调控排序三种方法曰局部任务排序包括

按技能间的逻辑关系尧滚雪球两种方法袁这些方法都

作为观察指标遥 在设计相关知能时袁需要考虑相关知

能的类型尧呈现形式尧呈现时机遥相关知能的类型包括

问题解决策略尧心理模式尧认知反馈及前三种的组合曰
相关知能的呈现形式可以使用视频尧概念图尧文档等曰
相关知能的呈现时机是在图式建构环节袁图式建构环

节构成了呈现时机维度下的指标遥 在设计专项练习

时袁需考虑专项练习的类型和呈现时机[2-3]遥 最终形成

比较分析编码框架袁见表 1遥
表 1 编码框架

渊二冤案例编码

针对每个编码指标袁有野1冶野0冶野未提及冶三种码号遥
野1冶表示该设计案例契合某个元素袁野0冶表示未契合遥在
两种情况下会将某个元素编码为野未提及冶院一是该案

例未阐明某个元素袁 因而编码者也就无法判断该案例

是否契合该元素遥 二是该案例明确指出不包含某个设

计元素渊这种情况针对专项练习袁因为在 4C/ID 教学设

计模型中袁专项练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元素[3]冤遥为确保

编码的准确性袁由两位研究者分别编码遥
四尧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学习任务设计现状

学习任务是 4C/ID 模型的野脊柱冶袁构成了课程方

案的基石[4]遥国内外学习任务维度设计现状对比袁如图

2 所示遥
1. 学习任务类别排序设计现状

由图 2 可知袁国内约有 64%的案例使用整体任务

排序法袁36%的案例使用局部任务排序法曰 国外则约

有 77%的案例使用整体任务排序法袁23%的案例使用

局部任务排序法遥 对于整体任务排序法而言袁在国内

的案例中袁如刘丽丽设计摄像复杂技能学习袁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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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两个任务类别袁且每个任务类别都包含完成摄像

的全部组成技能[5]遥在国外的案例中袁如 Alhabshi 等设

计的培养小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课程袁每个任务类别

都包含作出联系尧预测尧视觉化等构成阅读理解能力

的全部技能[6]袁Van Rosmalen 等设计的研究方法课程袁
每个任务类别都包含开展研究的所有组成技能[7]遥

图 2 国内外学习任务设计现状

2. 整体任务排序现状

对于 4C/ID 模型的三种整体任务排序方法袁国内

更倾向于使用知识演进的排序方法渊占比约 65%冤袁使
用重点调控的方法较少渊占比约 12%冤遥而国外更倾向

于使用简化条件排序方法渊占比约 55%冤袁使用重点调

控的方法较少渊占比约 5%冤遥 国内使用知识演进法进

行排序的案例袁如周榕设计的高校教师远程教学胜任

力培训课程袁按照完成远程教学交互所需要经历的步

骤由简到繁的认知策略袁形成从易到难的五个任务序

列[8]遥国内使用重点调控的案例袁如党文晶等设计的英

语教学袁侧重于英语学习的听尧说尧语法尧语言知识运

用等不同方面 [9]遥 国外使用简化条件法的案例袁如
Frerejean 等人设计的文献检索技能的教学袁该案例挖

掘出了影响文献检索难度的因素袁进而形成从简单到

复杂的任务序列[10]遥 国外使用知识演进法的案例袁如
Melo 等设计中学物理电路的教学袁 该案例共包含三

个任务类别袁这些任务所涉及的概念间的关系等心智

模式由简到繁袁由此形成任务序列[11]遥 国外使用重点

调控的案例袁 如 Hilz 等设计的汽车危机处理技能教

学袁该案例共包含九个任务袁每个任务侧重于危机的

不同方面渊如前方汽车突然刹车尧卡车突然出现在驾

驶车道等冤[12]遥
3. 局部任务排序现状

4C/ID 模型提供两种局部任务排序方法袁 第一种

是按组成技能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任务序列袁第二种是

按技能的累加形成任务序列渊即滚雪球法冤遥国内外均

倾向于使用按组成技能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排序的方

法 渊占比分别为 50%和 67%冤遥 国内如吴林静设计的

野让贪吃蛇动起来冶的 Scratch 教学袁将组成技能划分

为三个有逻辑关联的技能群袁并据此形成三个具有逻

辑关联的任务类别[13]曰国外如 Argelag佼s 等设计文献综

述技能的教学袁将文献综述技能划分为五个逻辑关联

的技能群袁并形成相应的任务类别[14]遥 通过分析国内

外案例发现袁国内有近 40%案例在运用局部任务排序

法时袁技能间逻辑关系不清晰袁由此形成的任务类别

间逻辑关联度不高袁影响各技能间的整合协调袁而国

外不存在这种情况遥
4. 学习任务微序列设计现状

每个任务类别中学习任务构成 4C/ID 模型中的

学习任务微序列袁范梅里恩伯尔指出袁学习任务微序

列的设计应遵循从图式建构到图式熟练的学习过程袁
即先让学习者形成对任务的整体认知袁构建出问题解

决策略袁然后再聚焦零散的尧互动要素较少的规则学

习[2-3]遥由图 2 可知袁国内近一半案例中袁微序列设计未

遵循 野图式建构到图式熟练冶 的学习过程 渊占比约

54%冤袁而国外均遵循野图式建构到图式熟练冶的学习

过程渊占比 100%冤遥例如院Frerejean 等设计提升教师课

堂教学技能的培训课程袁先通过若干示范案例和研讨

会袁让学习者建构出实施差异化教学的原则尧阶段尧如
何备课等心理模式和认知策略袁然后再学习如何使用

学生追踪系统软件等规则[15]遥 Seraj 等设计逻辑电路的

教学袁微任务序列包括案例任务尧缺失部分步骤的补

全任务尧常见任务遥在案例任务中袁学习者通过观看逻

辑电路运行的动画演示袁从而对逻辑电路的全貌形成

整体认识袁构建出逻辑电路的图式曰在补全任务中袁学
习者借助真值表等提示信息袁 补全缺失的电路器件袁
进行真值表等规则的学习曰在常见任务中袁学习者在

没有任何提示信息的情况下袁根据电路最终的输出结

果袁 选择合适的器件袁 并建立器件间的连接 [16]遥
Wopereis 等在文献检索案例中袁采用补全策略袁设计

若干个补全任务袁进行图式熟练[17]遥
渊二冤相关知能设计现状

相关知能是 4C/ID 模型中的第二个元素袁在教学

中发挥着野支架冶的作用遥国内外相关知能维度设计现

状袁如图 3 所示遥
1. 相关知能的类型现状

由图 3 可知袁国内外相关知能类型大部分都涉及

两种及以上渊占比约 59%和 75%冤袁国内如张新宇设计

制作 PPT 复杂技能教学袁提供的相关知能包括建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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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外相关知能设计现状

示文稿的步骤等认知策略尧演示文稿包含的内容等心

理模式[18]遥 国外范梅里恩伯尔在文献检索案例中袁提
供的相关知能包括文献检索的过程等认知策略尧数据

库是如何组织的等心理模式以及对学生问题解决方

案是否有效的认知反馈[19]遥 国内外只提供心理模式作

为相关知能的比例相近渊占比均为 11%冤袁国内如袁鑫

等设计电商专业的外语教学袁提供的相关知能主要是

经济和市场的运行规律等心理模式 [20]曰 国外

Bogdanova 等设计概念建模的技能教学袁 提供的相关

知能主要是理论等心理模式[21]遥 国外只提供认知策略

作为相关知能的比率大于国内袁国内外均没有案例只

提供认知反馈作为相关知能遥 此外袁国内有部分案例

相关知能并不是认知策略尧心理模式尧认知反馈渊占比

约 22%冤袁而国外提供均为认知策略尧心理模式尧认知

反馈渊占比 100%冤遥
2. 相关知能的呈现方式现状

国内外均倾向于使用多种媒介呈现相关知能渊占
比约 70%和 48%冤袁对比而言袁国内使用多种媒介呈现

相关知能的比率高于国外袁国内只通过线下同伴或专

家的讲解指导呈现相关知能的比率高于国外袁而国外

只通过视频和文档呈现相关知能的比率高于国内遥国

内外均没有仅通过概念图呈现相关知能遥国内如赵宇

晴设计的高中信息技术野数字化与编码冶教学袁通过教

师现场讲解尧呈现数字化与编码单元的概念图尧文档

说明等形式提供认知策略和心理模式等相关知能[22]曰
余建云使用文本呈现免疫系统的核心概念等相关知

能信息 [23]遥 国外如 Wopereis 等设计文献综述技能教

学袁通过视频尧书籍文档的形式向学生提供针对创生

性技能学习的相关知能[17]遥
3. 相关知能的呈现时机现状

国内约 52%的案例中袁相关知能并不是在图式建

构环节提供给学习者遥国外均是在图式建构环节呈现

给学习者遥 例如院Susilo 等设计医疗沟通技能的教学袁

在课程开始袁学习者通过观看角色表演尧专家讲座袁对
诊断病人焦虑的沟通技能尧同内科医生讨论病人情况

的沟通技能尧知情同意书的法律问题等构成医疗沟通

技能的全部方面袁形成整体的认识 [24]遥 Costa 等设计

ALICE 编程软件的教学袁首先向学生提供学习指南等

相关知能袁 让学生对程序的基本结构形成整体的认

识袁构建编程图式[25]遥 范梅里恩伯尔在文献检索的教

学中袁首先向学习者提供完成文献检索的问题解决策

略袁用于构建文献检索技能图式[26]遥
渊三冤支持程序设计现状

支持程序是 4C/ID 模型的第三个元素袁同相关知

能一样袁起着野支架冶的功能遥 国内外支持程序设计现

状袁如图 4 所示遥
1. 支持程序的类型现状

由图 4 可知袁国内外支持程序类型绝大多数仅为

问题解决规则渊占比约 78%和 51%冤遥 国内如叶云露

设计的野课堂教学技能冶学习袁提供的支持程序为固

定的教学设计操作步骤尧 设计简单课程的方法等规

则[27]遥 国外如 B俟chter 等设计的贝叶斯推理技能的教

学袁 支持程序为不同贝叶斯模型的概率计算方法[28]遥
国外提供问题解决规则和矫正性反馈作为支持程序

的比率大于国内袁 且有约 14%的案例仅提供矫正性

反馈作为支持程序袁国内无案例仅提供矫正性反馈作

为支持程序遥 例如袁Musharyanti 等设计的用药安全的

技能教学袁提供的支持程序为口服药和肌肉注射类药

物的管理清单以及对学习者使用清单进行药物管理的

矫正性反馈[29]遥 国内 11%的案例提供的支持程序并不

是针对问题解决规则等再生性技能的学习袁也不是针

对学生规则运用情况的矫正性反馈遥国外均是针对规

则学习以及规则运用情况的矫正性反馈遥
2. 支持程序的呈现方式现状

国内在呈现支持程序时袁更倾向于采用两种以上

的方式渊占比约 48%冤袁而国外更倾向于使用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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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内外支持程序设计现状

系统袁呈现支持程序渊占比约 39%冤遥 仅使用视频形式

呈现支持程序的比率袁国内外相近渊占比约 4%尧6%冤袁
国外仅使用文档说明的形式呈现支持程序的比率高

于国内袁而仅通过线下同伴专家的指导来呈现支持程

序的比率低于国内遥 国内如杨彦军等设计的野火星探

索冶STEM 课程袁在野火星图像分析冶的学习任务中袁学
习者可以通过查看电子版的学习指南和在线帮助系

统袁了解如何计算某个地貌特征的大小袁学习比例尺

计算的相关规则[30]遥 国外如 Seraj 的逻辑电路教学袁学
生在完成补全任务的过程中袁可随时点击某个电路器

件袁获得真值表相关信息[18]遥
3. 支持程序的呈现时机现状

国内有约 48%的案例中支持程序是在图式熟练

环节呈现给学习者袁但也有 52%的案例在学习伊始袁
就呈现给学生遥 国外所有案例中袁支持程序均是在图

式熟练环节提供给学习者渊占比 100%冤遥 例如袁范梅

里恩伯尔设计的文献检索案例袁 在学生完成补全任

务的图式熟练环节袁 才呈现如何使用布尔逻辑符等

支持程序[26]遥
渊四冤专项操练设计现状

专项练习是 4C/ID 模型中第四个元素袁当学习任

务提供足够多的机会练习再生性技能时袁专项练习便

不需要[3]遥 国内外专项练习设计现状袁如图 5 所示遥
1. 专项练习的类型现状

国内 74%的案例提供的专项练习是针对再生性

问题解决规则的熟练遥 国外所有案例中袁专项练习的

设计均是为了熟练问题解决规则,强化再生性技能的

运用渊占比 100%冤遥例如袁Passier 等设计面向对象的编

程教学袁为如何定义变量等编程规则的运用袁提供专

门的练习袁以促进图式熟练[31]遥
2. 专项练习的呈现时机现状

国内 48%的案例是在图式熟练环节提供的袁而其

他却是在学习创生性技能的图式建构环节提供的遥国

外案例中袁专项练习均是在图式熟练环节提供遥例如袁
Van ES 等设计 Scratch 复杂技能学习袁 对学习运算

符尧表达式等一成不变的规则袁提供针对某些规则的

专项练习[32]遥

图 5 国内外专项练习设计现状

五尧国内 4C/ID模型应用误区与建议

渊一冤局部任务排序未按照技能群间的逻辑顺序

国外研究在采用局部任务排序法时按照逻辑关

联划分技能群组袁在学习某个技能群时袁不断强调该

技能群和其余技能群间的关联遥 例如袁阿格拉戈斯等

人设计的文献检索技能学习[14]遥 而国内部分设计案例

在运用局部任务排序法时技能的划分逻辑关系不强袁
且在实施教学时袁未能使学习者在学习伊始理清技能

群间的逻辑关系袁对各子技能和其余技能间的关系强

调不足袁这直接导致在使用局部任务排序法时组成技

能的割裂遥
为此袁国内在使用局部任务排序法安排学习任务

序列时袁应将复杂技能分解为若干个具有逻辑关联的

技能群袁并设置对应的任务类别袁在实施教学时袁应首

先通过专家讲解的案例任务袁帮助学生厘清复杂技能

的组成以及各子技能间的内在逻辑袁使学生对将要学

习的复杂技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袁之后再分别聚焦各

子技能的学习袁并在教学中不断强化某子技能和其他

技能间的逻辑联系遥这种策略提出的依据是赖各卢特

精细加工理论中的野变焦距镜头隐喻冶 [33]和认知学徒

制中的野整体先于局部冶的原则[3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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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未按照图式建构到图式熟练过程组织学习

任务微序列

与国外相比袁国内部分设计案例未能按野图式建构

到图式熟练冶的学习过程组织学习任务微序列袁并未将

两个学习过程加以明显的区分遥解决复杂问题尧完成综

合任务首先要靠策略袁其次才是用规则[35]遥 国内部分案

例的教学过程先是让学生学习一些零散的尧 互动要素

较少的法则袁之后才学习问题解决策略袁或是只学习规

则袁未学习策略袁这种设计显然不符合 4C/ID 模型的要

求遥这种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袁可能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

课堂教学过分关注事实和规则的学习袁 对策略学习的

关注度不够遥盛群力等指出袁事实记得多尧规则练得多袁
学生并不会变得更聪明袁解决问题的效率可能会提高袁
但解决问题的质量却未必会改善[35]遥

为此袁 国内学习任务微序列的设计应首先通过

完整案例任务袁帮助学生梳理出问题解决策略袁进行

图式构建曰再通过若干个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已知袁
但缺失部分解决步骤的补全任务袁 学习问题解决规

则袁让学生从零开始袁逐步运用规则完成任务袁进行

图式熟练袁 补全任务的数量取决于将要学习的规则

数量遥
渊三冤相关知能信息的呈现未帮助学生构建整体

认知图式

相关知能是一种针对创生性技能学习的信息[3]袁
其呈现目的是帮助学生形成整体问题解决思路袁促进

认知图式的构建袁 相关知能和具体的任务类别 野绑
定冶袁针对不同的任务类别袁相关知能也不尽相同遥 目

前袁 国内部分设计案例对相关知能的含义不够明晰袁
所提供的相关知能信息类型并不是认知策略尧心理模

式或评价学生解决问题思路的认知反馈袁 学生利用

野相关知能冶袁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问题解决方案尧构建

任务中各个事实和概念间的联系遥 分析这些案例发

现袁国内对相关知能的理解误区主要是将其错误地理

解为具体的操作步骤和相对零散的知识点遥
为此袁国内的相关知能提供应注意让学习者形成

概念网络袁并从整体上反映专家解决问题的思路遥 在

具体设计教学材料时袁可将专家完成任务的过程录制

下来袁并要求专家采用野出声思维冶方式, 边做边讲解

自己的思路袁通过该视频袁学习者可梳理出任务完成

思路遥 也可通过流程图或知识网络图等思维导图袁反
映出问题解决思路或事实概念间的联系遥

渊四冤支持程序和专项练习的呈现未帮助学生熟

练问题解决规则

支持程序呈现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习相对零散尧

互动要素较少的问题解决规则袁 促进认知图式的熟

练遥国内部分案例中袁对支持程序的含义不够明晰袁所
提供的支持程序并不是问题解决规则或是矫正性反

馈袁如有案例将支持程序理解为野原理冶或野理论冶袁亦
有案例将支持程序理解为完成任务的过程等问题解

决思路袁混淆了支持程序和相关知能遥在这些案例中袁
支持程序并不能使学习者掌握一成不变的问题解决

规则袁发展再生性技能遥
为此袁国内在设计教学材料时袁可以通过文档的形

式详细说明某一规则袁或是通过录屏的形式袁示证某一

操作程序遥借助这些材料袁学习者可以掌握问题解决规

则遥 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渊CAI冤的发展袁让教育组织成

员共同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36]遥
此外袁 设置专项练习的目的是进一步熟练和强化

完成任务所需的某些再生性技能 渊即问题解决规则冤遥
国内有部分案例将专项练习误解为技能的迁移应用袁
所提供的野专项练习冶并不是针对某些问题解决规则的

熟练袁而是面向再生性技能和创生性技能的综合运用袁
也有部分案例针对创生性技能安排了专项练习遥

在设计专项练习时袁应针对技能中需要达到高度

熟练的某些再生性技能安排专门的练习袁练习题的设

计能让学习者在不同的任务情境中操练同样的问题解

决规则遥其呈现时机要在规则学习的图式熟练环节袁在
学习者对任务整体有充分了解后再呈现袁 使学习者认

识到所操练的再生性技能对完成整体任务的意义遥
渊五冤支持程序的呈现先于相关知能的呈现

相关知能一般应在图式建构主学习过程中呈现袁
支持程序在图式熟练主学习过程呈现遥在国内的部分

案例中袁用于再生性技能学习的支持程序的呈现先于

用于创生性技能学习的相关知能的呈现袁混淆了相关

知能和支持程序的呈现时机袁即在图式建构环节错误

地提供了支持程序袁在图式熟练环节错误地提供了相

关知能遥这样的设计会造成学习者首先接触的是一些

零散的尧单一的问题解决规则袁之后才了解任务的全

貌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 4C/ID
模型倡导的野整体先于局部冶的理念遥通过分析国内案

例发现袁 混淆相关知能和支持程序呈现时机的案例袁
也未遵循野先进行图式建构尧后进行图式熟练冶的学习

过程遥 主要原因可能有院一是部分设计者对相关知能

和支持程序的含义理解不到位袁二是设计者依然将规

则和事实的学习放在首位袁忽视对问题解决策略知识

的学习遥
据此袁为国内相关知能和支持程序的呈现时机提

出应首先呈现相关知能材料用于图式构建袁之后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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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支持程序材料用于学习规则袁进行图式熟练遥
六尧结 语

本研究从 4C/ID 教学设计模型的构成要素出发袁
形成了比较分析编码框架袁 通过对国内外基于 4C/ID
模型设计复杂技能学习的案例编码袁 厘清国内外 4C/
ID 模型的应用现状袁通过和国外案例的对比袁发现我

国在应用 4C/ID 模型时存在的五个应用误区袁并据此

提出了建议遥 后续可尝试从以下两方面袁进一步优化

4C/ID 模型的应用院 一是尝试元宇宙技术在 4C/ID 教

学设计模型中的应用遥可尝试将元宇宙技术应用于学

习任务情境的创设袁 增强任务的沉浸感和真实感袁进
而更有利于学习者协调完成任务所需的各项技能遥二

是尝试将构建出的图式嵌入规则的学习袁使学生在学

习问题解决规则时袁 又能强化整体问题解决的思路袁
进而优化 4C/ID 模型的应用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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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4C/ID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is an effective model for learning design of complex
skills, and there are relevant application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se case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4C/ID model. To this end, the elements of the 4C/ID model are used to construct a
coding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CNKI and SCOPUS database as case source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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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ing does not follow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kills micro-sequences of learning tasks are
not organized from schema construction to schema proficiency, the present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 does not help students to construct an overall problem-solving schema, the presentation of supporting
procedures and special exercises does not help students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problem-solving
rules, and supporting procedures are presented befor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4C/ID model.

[Keywords] 4C/ID Model; Comparative Analysis; Blueprint Elements; Appli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A Study on Brain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 of Conceptu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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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teaching interactive contexts affect learner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Through near -infrared super -scanning experiments, this study uses the index of "interpersonal neural
synchronization(INS)" to explore the brain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onceptual knowledge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different interactive
situations online and offline and its influence on learning results. Combined with video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he cause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discussed. It is found that (1) in the stage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fluenced by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brain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eachers' prefrontal cortex and students' lef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rea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 online teaching than offline teaching; (2) In the stage of ability generation, offline
visual information assis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nversation rounds, and the brain synchronization of
teachers'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rea and students' lef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rea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online; (3) Brain synchronization in the stage of ability generation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learning outcomes, mainly because this stage involves more meaningful interactive conversation
rounds, and high -quality questions and answers enab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etter realize shared
representations and establish soci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interactive links such as information transfer,
understanding, prediction and feedback.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by using key factors in online teaching.

[Keywords] Online; Offline; Interactive Context; Conceptual Knowledge; Brain Synchr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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