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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全国各地的气温可能会很不同。
东北冰雪未融；内蒙古漫天风沙；海南岛烈日炎炎……

作者是在什么地点、什么心境下写出了这么温柔的春天？
而我呢，此时此刻我对春天的感受什么？

春天的手温柔，

掠过草地，草地变绿；

吹过树枝，树叶变绿……

            ——《春天的手》

戴着花编的帽子
播着缤纷的课件
想尽办法让学生获得“春天是温柔”的体验
课堂洋溢在一片春光里
但是，当天突遇寒潮，天气冷，坐着都有点打哆嗦，
似乎春天并不温柔。

案例选自：季萍《教什么知识》

案例



学科性？



关于学科性

Ø 学科的价值意涵

Ø 学科的知识体系

Ø 学科的思想方法

Ø 学科的符号系统



摸 一 摸

量 一 量

案例



案例



双减背景下向课堂要效益更应强调：

深度体验（身心状态）
深刻理解（认知水平）
迁移运用（实践取向）

——高质量学习的关键特征



口诀不够精要、易记

经验角度

课堂练习没有起到强化作用

尊重规律

直尺 量角器
一维度量（长度）  二维度量（角度）

从头量起  从头量起

重合 重合

案例



基础知识

我们喜欢教什么

基本技能

反复训练

怎么实现教什么

不断强化

顾泠沅在06年就已经提出，双基教学这一在中国教育水平低、基础薄弱的情

况下产生的理论，导致现在的教师不自觉的萌发双基情节，双基教学已经不

适合新的形势和新的课改。

现象背后的问题追击——对“教什么”的忽视



运 动

我喜欢运动，一年四季
都运动。我冬天滑雪，
夏天游泳，平时经常坚
持的是踢足球。运动有
利于健康。

水 果 衣 服

我喜欢吃水果，一年四
季都喜欢吃水果。我冬
天吃香蕉、夏天吃西瓜，
平常经常吃的是橙子。

吃水果有利于健康。

我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一年四季都喜欢穿漂亮
的衣服，我冬天穿羽绒
服，夏天穿裙子，平时
经常穿的是校服。漂亮
的衣服有利于心情。

案例



如图，在34X12的竖式中，箭头所指的这一步表示的是（  ）。

A. 10个34的和                     B. 12个34的和

C. 1个34的和                     D. 2个34的和

数与代数

考查内容

理解概念

考查能力

A

正确答案

38%

平均得分率

案例



做对≠理解

暴露问题的两种情境

• 学科问题变式

• 学科知识升级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核心素养

学科视角  思维方式

主要观念  思想及方法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哲学
视角

知识点 知识的结构与关系

教什么？



材料 材料 材料

基
础
知
识

基
本
技
能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专家咨询制度 重大事项公示制度

民主决策的制度

材料

社会听证制度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专家咨询制度 重大事项公示制度

民主决策的制度

社会听证制度

民主决策是人们寻求利益共识、进行最佳
选择的政治实践

政治学是研究公共权利如何对资源进行
权威性分配



解法 解法 解法

基
础
知
识

基
本
技
能

一元一次方程
�� + � = 0

一元二次方程
��2 + �� + � = 0

二元一次方程
�� + �� + � = 0

学科核
心概念

等量关系与恒等变化



教学应在（学科）核心素养的牵引下，重点

抓住学科的主要观念、思想与方法及学科本

质，以及知识的内在关联。

观点一



学科
本质

越上位的概念越有统摄性，
越上位的概念越有迁移性。

 主要包含：核心概念、学科视角、思想方法
（具体表现为：高观点、关键问题或任务）

知识
关联

关联性发生得越多，理解越深刻。

 主要包含：知识结构与复杂交互。

教
什
么



问题：
分数乘法为什么是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分数乘法背后是数的一致性：

数是数量的抽象，数是多少个
计数单位的表达。

案例



11

移项变号

12

同类项合并

13

化系数为1

案例



核心知识

基础知识

关键认识
基于平衡的等式变形

等式性质

• 为什么移项
• 怎么移项
• 变号的根本缘由



学科
本质 教简单

知识
关联 教复杂

教
什
么

——由表及里

——由点及面



“教什么”决定“怎么教”观点二



• 理解量角的本质意义：

• 用角的标准单位去测量
要量的角。

• 克服直尺对量角器的干扰

• 形成对量角器的关键认识：
找到角；

尝试
量角

• 在错误中引导思维

• 从一维度量转变为
二维度量；

画角

重合

案例：《“角”的度量》



高质量学习没有模式
不同的知识类型应有不同的学习过程



知识类型 学习特点

事实 记忆

概念 归纳

方法 探究

价值 体验

不同的知识类型对应不同的学习过程



学 科 的 统 领 性 观 点

   

对学生认知特点的认识

学习内容的组织与结构 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

本学科什么最有学习价值的，
最值得学的？

知识的纵横关联是怎样的？

学生哪些知识最容易理解和误解？

如何选择恰当的策略呈现知识？

﹃
教
什
么
﹄

﹃
怎
么
教
﹄

格罗斯曼(Grossman)对学科教学知识的解析



学科知识

一般教学知识

课程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PCK）

学习者及其特点的知识

教育情境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标、目的
和价值以及它们的哲学
和历史背景的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PCK）最能区分学科专家与教
学专家、高成效教师与低成效教师间的不同。

L.舒尔曼教师专业知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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