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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德语国家，关于课堂教学发展的方法和策略，已有很多著作和文献；然而，鲜有文章
涉及课堂教学发展的目标。 因此，本文试图阐述四种课堂教学的基本形式，并在促进课堂教学
质量提高和发展时必须加以关注。 此外，本文建设性提出了对这些课堂教学基本形式有益的
学习框架。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基于约翰·哈蒂的学习效能的元分析介绍了实证研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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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以及教育政策制定者都一致认为：课堂教学亟
待进一步发展。 但是关于先进的学校课堂教学应当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尚难
以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通过本文提供一个参考答案。对此的依据是德
国的发展经验和过去 100 年来关于学校教育的讨论。 在我 2011 年译成中文的
书稿《备课指南》中对此已有阐述；［1］在我 2015 年的书稿《课堂教学发展》（尚未
译成中文）中有进一步论述。

一、基本概念与发展模式

（一）概念解释
优质的课堂教学需要不断进行改进更新，要耗费许多精力，但在学生、家长

和学校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这也常常会是一个令人甚为满意的过程。 我把这一
共同的工作称为课堂教学发展，定义如下。

操作性定义：课堂教学发展是指教师和学生为了改进和完善课堂教学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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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本文系 2015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当代德国教学论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项目编号：SK2015A653）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原为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希尔伯特·迈尔（Prof. Dr. Hilbert
Meyer）教授于 2016年 10月 17日在安徽师范大学所做的学术报告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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