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集锦：价值观与态度  
价值观与态度的教学 

 
课堂中的价值观与态度 
特殊性格和人格特征更容易比其他人产生好思维。尽管几乎没有教师对这个假设提出异议，但是这些态度的教

学比与它们相关技能的教学甚至更具挑战性。然而，教师还是有事可做的。要帮助学生获得那些能使他们成为

好思想者的价值观与态度，教师可以   

• 提供诸如具有各种背景和各学科环境下的好奇心和态度豁达的范例。  
• 鼓励学生主动提供这类示范。如果学生注意到一个伙伴重新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教师就应该指出那

是一个有良好思维特性的范例。当学生以幽默的方式连续做难度大的项目时，教师就应该让其他同学

知道。  
• 奖励好的思考及其有贡献的价值观与态度，营造学校和课堂文化氛围。 

提西曼（Tishman and Perkins，1992）描述了将思维品质外化后的指导要点。   

• 在多种背景中提供思维品质的范例。  
• 设计开发思维品质的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交流活动。  
• 直接地讲授思维品质，提供适当的语言提示，如像“我的思维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或者“我要冒

风险吗？” 

我们知道，考什么学生就愿意学什么。但是你怎么考价值观或态度？初看起来，考核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同情

心、或寻找原因的欲望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大多数教师考核学生的其他类型的态度，如对权威的

尊重或诚实则毫无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在考核中不增加部分或全部关于思维的态度和价值观内容，至少我们可

以通过观察或其他方法去考核。  
 
学生可以使用代表作品或者日志展示他们的思维习惯，以展示他们是与思考的。当然，不能在好奇心方面给学

生一个 C-
，但一定可以用不太明显的方式去评论事实。评论反映了这些价值观念,而且评论那些看法是思维方式中不可

缺少的。 
 
思维习惯的教学 
几乎任何项目都为思维习惯的教学提供了机会。每个项目都强调一种不同的思维习惯，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必要

的词汇表，以便于用来理解和交流关于良好思维的价值观和态度。  
 

思维习惯 指导策略 

坚持 

• 示范如何面对学术挑战，例如读一本难懂的书或完成一个复杂的项目。 
• 强调活动的长远利益，而不是满足于现状。他们从项目得到的不仅是多

么快乐，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 为应对挑战而教授策略，例如思考选择多种可能的课程活动。 

管理冲动 

• 在学生工作开始之前，通过软件、小组活动和任务对照单提供学习支架

，帮助学生分析问题和仔细设计项目。   
• 在优质成果和有思想的过程之间找到联系。 

移情倾听了解 • 教授积极倾听的策略。   



他人 • 让学生反思从伙伴那里学到了什么。   
• 创造学生以小组创意为豪的环境。 

思维的灵活性 
• 在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后，你改变了对某个议题看法的范例。   
• 教授能解决引起多种解答和采取多种观点问题的策略。 

元认知 

• 提供诸如任务清单类的学习支架，帮助学生设计和调控他们的学习任务

。   
• 请学生讨论他们和同伴使用的思维策略。   
• 在项目学习进行中，提示学生思考在各个项目点上他们的思维过程。 

力求精准  

• 提供给学生各种各样高质量的范例，并指出这些范例的优点。   
• 共同制定考核项目的量规。   
• 提供工具帮助学生按照已经制定的标准评价自己的工作。 

提出和质疑问

题 

• 范例中有意思的学科课题。   
• 提供支持问题的机会和工具。   
• 鼓励并赞扬典型的学生问题。 

应用已有的知

识解决新问题 

• 用相似的概念术语解释新概念。   
• 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联系起来。   
• 使用类比、比喻等相应语言去解释新概念，并鼓励学生用同样的方法描

述自己的理解。 

思考与沟通的

清晰和精确  

• 鼓励学生分享在学科学习中好的写作和沟通的例子，如好的科学写作或

好的统计分析。   
• 提供给出反馈和利用反馈改进项目的范例。   
• 教学生使用有效策略评价自己的写作和沟通，给别人的交流做出建设性

的回应。 

通过所有感官

收集数据  

• 提供机会让学生用非传统方式思考各个学科间的联系，如运动中的数学

或科学中的音乐。 

创造、想像和

创新  

• 用各种材料和可能的器材。   
• 然学生广泛地参观、接触有创意的作品。   
• 以身作则展示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并与学生分享自己的作品、方法和成

果的喜悦。 

惊奇和敬畏的

反应  
• 带学生走出课堂，到邻近的地方做小型的的实地考察，并鼓励他们留意

有兴趣的事情。   



• 与别人分享那些与学科学习有联系的、令你感动的事情。 

负冒险的责任

   

• 当学生冒学科探究的风险时，在过程中尽量减少失败的因素。   
• 当结果不是你所希望之时，要营造一种鼓励新尝试的环境。 

发现幽默  

• 在课堂上讨论时适当使用幽默的语言。   
• 设计允许学生以幽默方式完成学术任务的教学活动。   
• 营造一个宽松氛围，鼓励学生用幽默的语言和方式做事情。 

依存思维  

• 教授一些特别的与别人相处的工作技能，例如主动倾听、在别人的想法

上构建自己的想法、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全组成员。   
• 在小组中工作时，鼓励学生总结出你注意到的好和不好的事情。   
• 只要可能就通过问题教学生解决的策略，而不是干涉他们。   
• 赞扬并展示小组成功的成果，指出他们所用的策略与好成果的联系。 

不断学习  

• 在开始新的任务和新技能的学习的时候与学生分享你的热情，邀请社区

成员进入课堂，讲述他们终身学习的经验。   
• 尊重学生的努力远远超过学习活动本身。   
• 为促进学生的学习提供活动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