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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循证教学设计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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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核心素养教育不断深入袁探索贯通核心素养的新型教学范式愈发受到关注遥学科能力作为核心素养在

学科领域的直观映射袁其于教学中的有效发挥袁是推动核心素养在课堂层面实践转化的关键遥 为此袁文章采用结构功能

分析法袁通过解构学科能力内在学习逻辑及其形成机理袁探寻适配学科能力进阶特征的有效教学方式遥 基于有效教学需

求袁引入 5A循证实施框架袁采用德尔菲法制订证据评价标准袁并借鉴设计模式解决同类问题的理念袁从搜寻与应用有效

证据视角设计教学袁同时综合技术势能袁构建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循证教学设计模型遥 该模型以学科能力发展为导

向袁通过结构化教学内容定位学科能力袁依托问题化教学目标搭建能力要素与教学实践的联结通道袁继而循证化设计教

学情境与活动袁形成野定位要联结要实施冶的学科能力培养动态闭环袁以期通过开展学科能力贯穿全程的有效教学袁为学

生学科能力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袁助力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切实落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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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核心素养培育作为新时代教育的宏观使命袁引领
教学理念从知识为本向知识奠基尧 能力立意的新范
式转变袁体现了以可视化尧可量化的视角审视核心素
养落实成效的内在诉求遥为响应这一需求袁新修订与
颁布的义务教育/高中课程标准袁进一步从中观层面
给出了明确的实践指导袁 将核心素养落实到不同学
科袁使其在全学段尧全学科得以衔接贯彻遥 无论是核
心素养袁还是学科核心素养袁均着重强调培养学生的
问题解决能力袁这与学科能力的发展目标指向一致袁
旨在通过学科教育袁使学生具备应对与解决不同问题
的能力[1]遥

学科能力从内在认知与外在表现双重层面揭示

能力形成脉络袁它所展现出的可操作性尧评价的精准
性袁及其内蕴的递阶性等袁能够为学科核心素养具体

落地课堂教学提供可行路径[1]遥可见袁学科能力作为学
科核心素养的实践抓手袁指引着微观层面教学设计与
实施的方向遥 反观当前袁以教师个体经验为主的教学
仍占据核心位置袁 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
一代学生袁 对于教学方法和内容的需求呈现出多样
化的特点袁 已超出了仅凭教师个人经验或传统教学
方式所能满足的范围[2]遥 同时袁教学设计缺乏科学依
据[3]袁教学主线清晰度不足等[4]问题制约了教学对学科

能力发展的有效支撑遥因此袁需转变教学思维袁寻求更
加科学尧有效的教学方式袁使教学有据可依袁教学过程
更加有效可行袁从而切实提升教学效果袁全方位推动
学生学科能力发展遥

二尧循证教学概述

渊一冤循证教学研究回顾
野循证冶这一理念起源于医学领域袁简言之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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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证据行事遥英国学者 Hargreaves基于各领域之间存
在的共通逻辑袁将其引入教学领域袁提出了野循证教
学冶的概念[5]遥循证教学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实践
应用的发展过程遥 针对理论探讨研究袁邹逸等人对循
证教学的内涵特征进行了相关界定袁揭示了循证教学
将教学证据与教师经验紧密结合以改进与优化教学

的核心意义袁也明确了野证据冶在循证教学中至关重要
的地位[6]曰Kvernbekk阐述了证据的可靠性尧相关性尧有
效性等主要特征[7]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团
队尧姚倩等人从不同视角出发袁将证据分为政策型证
据尧研究型证据尧案例型证据尧教学研究证据尧教学实
践证据等[8-9]曰Caddick等人则根据研究的需要袁对证据
进行了等级划分袁并将实验研究置于案例研究的等级
之上[10]遥 显然袁证据是循证教学的基石袁其特征确立了
可用证据的筛选原则袁其类型划定了可用证据的筛选
范畴袁其等级提供了可用证据的有效性衡量标准遥 循
证教学研究发展至实践应用阶段袁学者们开始围绕影
响因素尧课例研究尧改进评价尧能力培养尧教学设计尧
教学策略等主题展开研究袁 并从中提炼出适用于不
同场景的循证实施步骤或流程遥 如 Rosenberg等人总
结的四步骤[11]曰Sackett建立的 5A循证实施框架[12]袁以
及袁丽等基于 5A循证实施框架提出的循证实施步骤
等[13]遥 也有学者尝试从教学设计视角引入循证教学相
关理念以优化教学遥 如 Arner在翻转课堂中整合循证
内容袁探究有效的教学设计[14]曰谢金兰根据循证思想尧
实施步骤等袁探究循证理念引领下的教学流程设计以
及应用策略等[15]遥 可见袁循证教学是在实践中持续探
索袁在探索中深化实践袁其发展形成了螺旋式迭代尧层
层递进的闭环遥
综上所述袁理论研究清晰表明循证教学将证据作

为设计与实施有效教学的主要借鉴依据遥 实践研究
无论是基于循证教学创新教学方法袁 还是验证教学
方法袁抑或改进教学方法袁均需一定的循证理念或实
施步骤作为导向袁 以确保教学实践能够取得切实有
效的成果遥 此外袁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寻找尧研究尧运用
野最高冶水平的证据袁相对而言袁教学设计策略尧方法的
研究较多袁对教学设计模式尧模型的探究较少遥 故而袁
本研究致力于拓宽教学中可接受证据的范畴袁将政策
型证据尧 研究型证据及案例型证据均纳入考量范围遥
政策型证据以多维证据支撑形成的课程标准为主[16]曰
研究型证据侧重于规范性和适用性良好的学术期刊

与学位论文[17]曰案例型证据则着重于能体现认识实践
的典型教学设计案例[18]遥同时袁将具有广泛影响的 5A
循证实施框架作为操作指南袁从前置证据野教学设计冶

这一视角出发袁探索旨在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循
证教学设计模型遥

渊二冤5A循证实施框架探讨
如前所述袁5A循证实施框架可作为构建教学设

计模型的重要遵循袁根据现有研究袁5A循证实施框架
包括五个步骤袁即提出问题尧获取证据尧评价证据尧应
用实践尧效果评估袁如图 1所示遥 其中袁提出问题阶段
主要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袁将教学目标问题化曰获取
证据阶段主张从多个来源查找可用于解决问题的相

关证据曰 评价证据阶段强调针对提出的问题整理证
据袁评价证据的质量曰应用实践阶段侧重于结合实际
教学情况袁综合运用证据曰效果评估阶段重点是根据
教学实践的效果评估证据的可行性[12]遥

图 1 5A循证实施框架

因此袁 在设计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教学时袁
可以立足于教学设计模型所应具备的要素内涵与结

构体系袁融合循证教学理念袁依据政策型证据设计教
学目标遥并将 5A循证实施框架作为方法借鉴袁参考研
究型证据与案例型证据设计教学情境与活动袁力求使
教学方案精准对接学科能力发展需求袁从而有效推动
学生学科能力的提升与精进遥

三尧学科能力形成机制视域下教学设计要点的
定位与解析

理清学生学科能力形成机制是构建促进学生学

科能力发展的循证教学设计模型的必要前提遥 野机制冶
最初是在无机界领域被提出的袁用于描述机器的结构
布局尧效能特性以及工作原理等遥 随后袁拓展至医学尧
生物学尧社会科学等有机领域中袁更多聚焦于剖析生物
的功能尧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组成与功能发挥等[19]遥 由此
可知袁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要素院结构关系尧功能作
用尧运行方式袁这正是结构功能分析法所集中关注的研
究内容遥 所以袁引入结构功能分析法袁以王磊等人提出
的学科能力构成模型为分析框架[1]袁在明晰学科能力形
成逻辑的基础之上袁凝练其形成机理袁从而明确设计
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教学的着力点遥

渊一冤解构学科能力构成模型
依循结构功能分析法袁明确的分析对象为学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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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袁 意味着学科能力形成机制与学科能力的结构和
功能紧密联系遥进一步地袁学科能力基本结构涵盖了
四个部分袁即研究对象及问题情境尧核心知识及活动
经验尧学科能力活动及表现尧学科认识方式[1袁19]袁如图
2所示遥 具体来说袁 研究对象及问题情境是外部因
素袁界定了个体认知的环境袁支持其完成相应任务或
解决相关问题曰 核心知识及活动经验则是对学科事
实尧符号尧方法等一系列内容的统称曰学科能力活动
及表现注重通过学习理解尧实践应用尧创造迁移的递
阶学科活动袁完成学科知识向学科能力的转化曰学科
认识方式不仅表明了各学科之间认识角度尧 思路等
的差异袁还展现了从认识角度到认识思路袁进而形成
学科思想的进阶脉络遥

图 2 学科能力构成模型渊以数学学科为例冤

根据学科能力的基本结构袁各构成部分在学科能
力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同功能遥研究对象及问题情境作
为外部因素袁 对学科能力发展的整个历程产生影响袁
体现了其支撑性功能遥它首先触发了个体的学科核心
知识及活动经验袁凸显了核心知识及活动经验的基础
性作用遥 此后袁依托学科知识袁调用活动经验袁开展学
科能力活动袁以此促成学科认识方式的自主化袁彰显
学科能力活动的途径实现功能袁 以及学科认识方式的
目标导向功能遥 加之袁 学科核心知识蕴含认识方式功
能袁能够提供核心的认识角度袁故核心知识及活动经验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科认识方式遥 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各个构成要素的功能及相互影响

渊二冤明确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教学设计要点
通过解构学科能力构成模型发现袁学科情境是培

养学科能力的重要载体袁借鉴已有研究中根据学生感
知情境的程度袁将情境呈现分为野熟悉冶野关联冶野综合冶

三个递进层次[20]遥 有鉴于此袁从培养学科能力所需情
境的复杂性考虑袁将学科情境依次分为院原型情境尧相
似情境尧陌生情境遥 其中袁原型情境源自教材或生活袁
帮助学生初步理解知识袁 指向学习理解能力的培养曰
相似情境在原型情境的基础上加入新元素袁形成学生
共鸣的情境袁支持其应用实践能力的发展曰陌生情境
新颖且具探索性袁能够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与迁
移创新能力遥

在认识论观照下袁个体通过构建知识联系解决问
题时袁展现出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袁即认识方式遥缘于
此袁 根据核心知识及活动经验塑造学科认识方式袁将
二者整合为学科内容认识方式袁以此作为学科能力形
成的关键基石遥 从认识模型来看袁认识方式由认识对
象尧认识域尧认识角度尧认识深度尧认识思路构成袁其
中袁认识对象与认识域明确认识客体尧范围等曰认识角
度强调认识活动展开的起始点曰认识深度体现认识的
层次性曰 认识思路反映认识进展的顺序与条理等[21]遥
据此可知袁认识方式的核心在于认识角度尧认识深度
以及认识思路袁鉴于认识深度会随认识角度和认识思
路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袁故认识角度和认识思路是展现
认识方式特征的关键所在遥

学科活动是发展学科能力的动力引擎袁兼具认知
与实践双重属性袁引导学生以认知指导实践袁以实践
深化认知袁进而促使学生在解决学科问题的过程中提
升学科能力遥 不同学科活动既具特色又相通袁从解决
问题的角度可分为学习理解活动尧 应用实践活动尧迁
移创新活动遥 学习理解活动聚焦学生通过同化新知尧
顺应认知变化袁以及达成认知平衡等过程袁掌握基础
知识曰应用实践活动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袁学生
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强理解曰迁移创新活
动是更深层次的升华袁侧重于学生适应新情境尧灵活
解决新问题的创造性实践[1]遥

基于机制的核心要义袁 综合学科能力构成要素尧
所承载的功能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等袁将形成的逻辑
关联整合为形成机理袁如图 4所示遥 随着情境复杂性
的不断增强袁 通过循序渐进地开展三类学科能力活
动袁 能够促进结构化的知识经验逐步转向程序化尧系
统化袁助推学科能力实现递进式转换与发展遥 在此期
间形成了五个进阶变量袁一是情境变量袁依次为原型
情境尧相似情境尧陌生情境曰二是知识变量袁历经了事
实性知识到重要概念袁再到核心概念的过程曰三是活
动变量袁起初是学习理解类活动袁逐渐过渡到应用实
践类活动袁最后达至迁移创新类活动曰四是认识方式
变量袁从缺乏认识角度与思路袁经由依赖外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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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与思路袁 最终实现自主式的认识角度与思路曰五
是能力变量袁持续完成学习理解能力尧应用实践能力尧
迁移创新能力的培养遥 综上所述袁学生学科能力发展
促进点重在三个方面的内容袁 即学科内容认识方式尧
学科情境尧学科活动遥

图 4 学生学科能力形成机理

四尧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循证教学设计
模型构建与阐释

渊一冤模型构建思路
依据学科能力发展的促进要点袁从设计视角审视

教学袁须以学科内容认识方式为逻辑起点袁按照学科
能力层次设计逐渐复杂的情境袁以及指向学科能力发
展的多元递阶活动遥

1. 明确循证教学设计模型的核心要素及其特征
教学设计模型秉承教学设计的核心袁 即教学目

标尧教学内容尧教学评价尧教学方法等[22]遥 建构主义主
张学习者是在情境中与他人协作完成建构的袁映射出
情境与活动的相互依存性遥 教学情境尧教学活动尧教学
评价能够协同反映教学方法取向[23]遥 因此袁将教学方法
和评价进行整合袁渗透到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之中袁构
建教学设计模型时主要侧重于教学内容尧教学目标尧教
学情境与活动三个核心要素遥其中袁教学内容是构建教
学设计模型的支点袁教育神经科学表明袁个体在学习时
涉及分解与整合的操作袁由此实现认知结构从初态向
终态转变袁即结构化学习[24]遥 为贯彻从认识论立场设
计教学的理念袁以野问题是认知启动力袁求解问题能够
促成认知建构与能力提升冶[25]为切入点袁结合循证教学
以问题为起点的特征袁以问题理念为导向袁将教学目标
以问题形式表述袁即问题化教学目标遥根据学科能力形
成机理袁 不同教学情境与活动能够支持不同层次学科
能力的培养袁显示出其多样化特点遥 因此袁采用循证手
段探索更为有效的教学设计方法是合理且必要的袁简
而言之袁 即将教学情境与活动的设计过程循证化袁以
提升教学效果遥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技术与教育深层融合的顶

层战略要求袁核心在于全要素尧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革袁

体现在数字资源供给及其推动资源支持的循证实践

等袁有效赋能循证教学袁促进学科能力培养遥因此袁将技
术视为模型的构成要素袁 既是实施循证教学的必备前
提袁也是践行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化尧生态化等理念的
途径之一遥以当下备受瞩目的 AIGC为例袁从表征教育
与技术融合程度的 SAMR模型渊替代尧增强尧修改尧重
塑冤角度来看袁AIGC凭借对接大规模资源库的特征袁代
替了传统工具袁 拓展了证据获取渠道曰AIGC具备分析
与处理多模态数据的特征袁支持智能对话袁不仅能够增
强获取证据的速度袁还简化了证据查询流程曰内容创作
作为 AIGC算力的重要体现袁 能够生成个性化的证据
应用示例袁有助于激发创新思维[26]遥

2. 设计凸显学科能力培养要点的结构化内容
通过对认识内容尧角度尧思路等进行梳理袁教学内

容得以重整袁从而形成结构化体系遥 该体系以核心概
念为基础袁整合学科能力形成机制与教学逻辑袁建立
结构化的认识框架遥 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紧扣野三
线冶院以概念地图为主线明确学科知识袁以教学逻辑为
明线指引进程袁以学生学科能力培养为暗线隐含于知
识与教学中袁确保教学环节有效袁聚焦学生能力提升袁
加强教学目标与方法的联系遥

具体而言袁首先袁整合关键概念的核心概念是教
学内容结构化的根本基石遥 当前袁大概念教学从核心
素养出发袁强调以知识结构为生成元袁通过解构尧建构
的升阶循环提炼形成核心概念及其架构袁可见核心概
念既是学科知识的精炼袁也蕴含核心素养的要义遥 如
McCarthy的野大雨伞冶比喻所示袁核心概念如伞下统领
众多小雨伞 渊关键概念尧 一般概念冤[27]遥 为此袁 借鉴
Erickson的主题分析法和张颖之等的频率判断法袁通
过甄别尧比较尧聚合关键概念袁以简明扼要的术语表述
核心概念袁便于学生理解与建构[28-29]遥 其次袁基于核心
概念的认识角度是其方向引领遥 认识角度受客体属
性尧主体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等影响袁因此袁确立认识
角度时袁需结合核心概念袁分析学生已有认识角度袁建
立契合学生认知的新角度遥 最后袁指向学科能力发展
的认识思路是其核心脉络遥认识角度影响理解和组织
概念的方式袁能构建出不同的概念地图袁这是概念含
义及其关系的可视化表征遥为清晰识别概念指向的学
科能力袁可构建认识角度统领下基于学科能力的概念
地图袁帮助教师针对性地设计活动袁直接关联学生学
科能力的发展遥有效教学的核心在于学生野学冶与教师
野教冶 及其互动袁 故而有必要结合学科思想与学科方
法袁整合教学逻辑袁形成结构化认识思路袁从而实现以
教促学袁为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提供教学指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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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勾连学科能力培养与循证教学的问题化
目标

教育目标从宏观到微观分为教育目的尧 培养目
标尧课程目标尧教学目标[30]遥 课程目标作为连接宏观与
微观目标的桥梁袁其主要在课程标准中体现袁故设置
教学目标时袁解读课程标准要求是必不可少的遥据此袁
构建学习理解尧应用实践尧迁移创新教学目标体系时袁
应着眼于学科核心概念袁应用课程标准这一政策型证
据袁剖析其内容要求与学业要求袁从结果化尧行为化尧
问题化等方面设计教学目标遥

教学内容源自教材袁 而教材编写依据课程标准遥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指导性蓝图袁定义了学科知识框架
与能力要求袁教材则将其具体化遥显然袁不同学科知识
在课标与教材中的要求与编排各异袁支持不同层次的
教学目标遥此外袁结合学科能力形成机制的进阶特征袁
知识尧 认识方式等在不同能力层次的样态有所不同遥
综合表明袁 当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层级进阶一致时袁
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学科能力的渐进式发展遥 如此袁将
教学目标分为学习理解尧应用实践尧迁移创新三个递
阶层次袁与教学内容相互对应袁以此为后续环节的设
计提供连贯且系统的遵循框架遥

4. 设计依从 5A循证实施框架的循证化情境与
活动

基于前述所构建的遵循框架袁聚焦三类问题的有
效解决袁并将循证内容融入其中袁按照 5A循证实施框
架袁依据相关证据设计教学情境与活动袁使其能够最
大程度推动学生学科能力发展遥

渊1冤提出问题渊1A冤
在提出问题时袁可以是关乎教育整体规划的战略

性宏观问题袁 也可以是涉及课程构建的中观问题袁还
可以是深入教学实践的微观问题遥 根据教学设计需
求袁此处对接问题化教学目标袁从微观层面提出需解
决的三类问题院学习理解类问题尧应用实践类问题尧迁
移创新类问题遥

渊2冤获取证据渊2A冤
基于先前的分析袁在获取证据阶段聚焦获取研究

型证据尧案例型证据袁运用这些证据旨在设计促进学
生学科能力发展的教学情境与活动遥由于学科能力隶
属于核心素养袁 故在检索证据时袁 需将时间限定于
2016年 9月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曳出台后遥 对于
研究型证据的检索袁最重要的是选取数据库渊中国知
网尧维普尧万方等冤袁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至少使用两个
不同数据库遥 检索时需聚焦教学主题袁并明确特定学
段袁检索词可设定为野内容主题 &核心素养 &学段 &

教学情境 &教学活动冶遥 案例型证据查找较为直观袁
主要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为主袁 其设有学科尧
学段尧教材版本等分类浏览功能袁便于教师快速定位
所需案例袁无须特定检索词遥

渊3冤评价证据渊3A冤
获取的证据并非全部适用袁因而需对证据进行筛

选袁而该过程需依据一定的标准遥相对而言袁国家中小
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了大量优质的教学案例袁这为案
例型证据的权威性提供了保障遥至于期刊文献和学位
论文袁 因不同学者针对同一主题的研究视角不同袁使
得内容较为繁杂遥为能够迅速准确地定位到符合需求
的文章内容袁需制订筛选文章的标准袁即研究型证据
评价标准袁以探寻到野最契合冶的研究型证据遥

SCIE推出的 TAPUPAS 证据评价标准是一套通
用体系袁 其并非依据知识类型或来源划分证据质量袁
而是适用于任何知识类型袁该标准从透明度尧准确性尧
目的性尧有效性尧得体性尧易接受性尧具体性七个维度
来衡量证据的质量[31]遥在 TAPUPAS评价标准中袁透明
度和得体性关注可信度和伦理性袁 构成可靠性标准曰
准确性考察相关性曰目的性尧易接受性尧具体性着重于
内容和过程袁展现内在真实性曰有效性关注结果袁体现
外在真实性[32]遥 从证据特征视角来看袁TAPUPAS证据
评价标准主要考量证据的可靠性尧 相关性和真实性
渊含内在与外在冤遥 基于此袁对原有的 7个维度中服务
于同一考量目标的部分进行整合袁最终凝练出 3个关
键且必备的维度袁具体描述见表 1遥

表 1 证据评价基准框架

澳大利亚 JBI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分别于 2004
年尧2008年尧2016年研制准实验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尧
描述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尧随机对照试验质量评价标
准 [33]袁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在 2003 年发布了定性
研究评估框架[34]遥 与上述框架对照发现袁两类研究型
证据均着重强调研究设计的规范性尧 结果的可用性
等袁简言之袁即证据的外在真实性与内在真实性遥考虑
到聚焦的证据和教学情境与活动相关袁且指向三类问
题的解决袁故整合相关内容袁初步拟定了研究型证据

序号 维度 具体描述

1 可靠性 证据来源是否明确且可信度高

2 相关性
证据是否提供了与所提问题相

关的各种信息

3

证据的内容是否符合同类内容

的质量标准

证据所提供的有关信息是否能

够支持问题的解决

真实性

内在真实性

外在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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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标准遥
为检验研究型证据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袁采用专家

咨询法对其进行修正袁 依据咨询专家人数不少于 8~
10人的建议[35]袁邀请了 12位专家进行意见咨询袁包括
6位高校专家和 6位中小学骨干教师遥 将拟定的证据
评价标准设计为专家咨询问卷袁 运用五级评分体系袁
即不认同渊1 分冤尧不太认同渊2分冤尧一般认同渊3分冤尧
比较认同渊4分冤尧非常认同渊5分冤袁借助 QQ尧邮箱尧微
信等开展专家咨询遥首轮专家咨询共发放问卷 12份袁
有效回收率 100%袁远超 60%基准线袁表明专家积极性
高遥 将专家判断依据与熟悉程度数据录入 Excel进行
分析袁结果显示各位专家及总权威系数均高于 0.7袁满
足基本要求袁说明专家意见可采纳遥 进一步运用 SPSS
软件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变异系数袁除指标 1外袁其余
均达标遥 根据专家建议袁对指标 1进行修改遥 完成后袁
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第二轮专家咨询袁最后的结果均
符合相应要求袁故确定了研究型证据评价标准袁进而
构建了如表 2所示的研究型证据评价框架遥

渊4冤应用实践渊4A冤
应用实践是证据价值最直接的体现袁这里注重两

方面的内容袁一方面是从方法视角出发袁整合可用证
据袁即根据分析框架总结针对三类问题的教学情境与
活动设计思路曰另一方面是应用总结的设计思路自行
设计教学情境与活动袁其关键在于以学习理解尧应用
实践和迁移创新三类问题为导向袁 旨在探寻解决方
案袁这与野设计模式冶关注点相似遥 设计模式袁也称野设
计样式冶袁是针对一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袁主张统一表
述问题的解决遥 设计模式由四个要素构成袁模式名即
其称谓曰问题指待解决的问题曰解决方案是问题的解
决方法尧策略等曰效果在于衡量模式的适用性 [36]遥 据
此袁将学习理解类问题尧应用实践类问题尧迁移创新类
问题视为三个设计模式袁运用研究型证据与案例型证

据探究其解决方案袁进而总结教学情境与活动的设计
思路尧方法等遥

出于对教学领域相关主体的考量袁遵循野学生中
心冶的设计理念袁从学习活动着手探索制订问题解决
方案的关键抓手遥 国际上袁IMS规范指出学习活动包
含角色尧活动尧环境三要素[37]曰欧洲 CANDLF项目提炼
出了活动参与者的角色尧活动使用的对象尧活动的目
标尧活动使用的工具尧活动的情境尧活动的结构等学习
活动维度[38]遥 国内学者杨开城也研究得出了学习活动
概念模型[39]遥 综合分析可知袁野活动本体冶和野资源与工
具冶两要素备受关注袁故此处重点着眼于教学活动的
野活动序列冶和野资源与工具冶遥 同时袁欧洲 CANDLF项
目将野情境冶融入学习活动袁进一步证实了教学情境与
活动相互依存的关系[38]遥 关于教学情境袁张小菊等研
究发现袁大多聚焦于野功能冶和野构成冶袁前者着重教学
效果袁后者关注素材选取等[40]遥 依据学科能力形成机
理袁不同情境对应不同能力发展阶段袁即教学情境的
功能是明确的遥于是袁从野构成冶角度切入袁情境促进学
生学习由问题主领袁问题设计则依赖素材袁可见素材
选择至关重要袁 故借鉴教学情境设计相关证据时袁聚
焦教学情境素材的选择袁进而运用设计模式理念构建
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思路框架袁见表 3遥

表 3 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思路的框架

渊5冤效果评估渊5A冤
循证教学的效果评估袁 与常规教学评价有所不

同袁其核心目的是验证证据解决问题的有效性遥 以促
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为核心袁 评估重点包括两个方

模式

指向问题的解决

解决方案
教学情境

教学活动

活动序列 资源与工具

XX渊文章名称冤

维度 具体内容 符合条件渊符合条件时打钩冤
可靠性 1.文章来自知网尧万方尧维普等权威数据库 阴

相关性 2.文章提供了与当前教学主题的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相关的内容 阴

真实性

内在

真实性

3.研究方法科学恰当 阴

4.研究中在设计教学情境与活动时使用了信息技术 阴

5.研究中对已设计的教学情境与活动进行了相关的教学实践袁且实践效果良好 阴

6.研究开展了对照实验袁且在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方面具有可比性 阴

外在

真实性

7.相关内容能够为解决所选教学主题的学习理解类问题提供有效借鉴 阴

8.相关内容能够为解决所选教学主题的应用实践类问题提供有效借鉴 阴

9.相关内容能够为解决所选教学主题的迁移创新类问题提供有效借鉴 阴

表 2 研究型证据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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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循证教学设计模型

面院一方面袁评估循证教学设计模型在实际教学中的
可操作性与适用程度曰另一方面袁探究所选证据在实
施后对学生学科能力提升的作用及影响遥为实现这些
评估目标袁可借助课堂观察尧师生访谈等手段袁全面考
量循证教学设计模型的有效性袁同时袁通过学科能力
测试题袁对学生学科能力的发展状况进行测评遥

渊二冤模型阐释
依照上述内容袁本文构建了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

展的循证教学设计模型袁如图 5所示遥 该模型以学生
学科能力的阶梯式发展为导向袁从内容结构化设计着
手袁 将目标问题化以对应不同层次的学科能力需求袁
借由循证化情境与活动达成学科能力遥模型体现了对
学生学科能力培养的重视袁 突出了循证教学的作用袁
展现了技术融合的优势袁为教师开展促进学生学科能
力发展的循证教学提供可行指引与实施框架遥

1. 问题理念引领模型构建与优化
科学研究中袁问题既是探索的起点袁也是推动研

究不断深入的核心驱动力[25]遥 基于此袁针对野现有教学
设计与学生学科能力发展需求不匹配冶 的现实难题袁
无论是模型的构思搭建阶段袁还是后续的实践优化过
程袁均以野能否有效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冶作为指导
思想与评判标准袁以此保证始终紧扣该现实问题稳步
推进遥 进一步细究模型的各个环节袁问题理念同样清
晰可见遥例如袁依据学科能力的三个不同层级袁将教学
目标转化为三类问题袁随后通过循证的方式袁探寻针
对这些问题解决的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依据袁并按照
解决同类问题的设计模式袁对这些证据进行整合与应
用遥综上所述袁将问题理念融入模型袁不仅凸显了模型
构建与应用的重要价值袁更对逐步尧有序地促进学生
学科能力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2. 学科能力进阶主线贯穿始终
根据前述相关分析袁学科能力形成遵循学习理解尧

应用实践到迁移创新的台阶式发展路径遥因而袁旨在促

进学生学科能力发展的循证教学设计模型袁 已然融入
了这一进阶逻辑遥 该模型有别于常规仅在教学目标层
面阐述能力发展要求的方式袁 将学科能力进阶主线在
教学设计中一以贯之袁如基于学科能力的递进结构袁梳
理认识角度与思路曰依照学科能力层级袁设置递阶性的
问题化目标曰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科能力袁进行证据的查
找尧评价尧整合与应用等遥可以说袁循证教学设计模型全
方位地将学科能力进阶主线融入其中袁 让教学设计的
每一个环节都与学生学科能力发展要求紧密契合袁有
力保障了学生学科能力培养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遥

3. 循证导向渗透教学多个方面
循证的核心在于依据有效证据指导设计与推动

实践遥故此袁该模型积极践行这一思想袁不仅秉承循证
理念袁紧扣政策型证据设计教学目标袁还强调借助技
术手段搜集可用的研究型证据和案例型证据袁通过深
入分析与整合袁确定较为有效的教学情境与活动设计
方法袁据此制订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教学方案遥 同
时袁学生学科能力的发展变化作为衡量该循证教学设
计模型实践成效的重要标尺袁不仅为评估教学证据的
实用性提供了有力支撑袁也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模型
提供了可靠依据遥

五尧结 束 语

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主

题尧关键方向与重要目标袁学科能力作为培育核心素养
的关键切入点袁 使以推动学生学科能力发展为核心的
有效教学显得尤为重要遥基于此袁将学科能力融入循证
教学设计模型的理论架构袁 旨在为教师打造一套兼具
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方法论体系遥 教师可依据自身教学
情况袁灵活运用这一体系袁切实有效地促进学生学科能
力的提升遥 同时袁引入技术在教学应用中的独特优势袁
为循证教学设计模型注入增效势能袁 进一步提高教学
的有效性遥由此袁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学科能力的发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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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ore competencies educ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new
teaching paradigms that integrate core competencie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as a direct embodi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within disciplinary context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ranslating core competencies into classroom practice. To this end, this paper adopts structural -
functional analysis, deconstructs the internal learning logic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and explores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that align with the pro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effective instruction, the 5A evidence -base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is introduced, the Delphi method is utilized to establish evidence evaluation
criteria,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design patterns for solving similar problems,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approa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retrieval and application. Meanwhile, by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an evidence -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disciplinar competence. Oriented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this model positions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through structured teaching conten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competence elements and teaching practice via problematized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employs evidence-based design for teaching scenarios and activities, thereby forming a dynamic closed
loop of "positioning -connecting -implementing" for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cultivation. To implement
effective instruction that consistently integrates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process
can provides robus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disciplinary competence,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tangible implement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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