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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验式教学通过设计并实施与所授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及活动,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

并建构知识的教学形式。学生在真实或虚拟的环境中,通过体验去理解、领悟、验证教学内容,提高对知

识的有意义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习动机。它是基于建构主义的五大教学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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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ential teaching designs and implements the situation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aught 

teaching cont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the teaching form of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personal experience.In the real or virtual environmen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understand and verify the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experience, improve the meaningful learning of knowledge,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stimul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It 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teaching modes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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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中,

教育理论类课程常常使初中刚毕业的学

生们难于理解。一方面因学生年龄小,

缺少教育经验,抽象的教育理论常常让

学习限于死记硬背之中,学习成效低。另

一方面因中职学生学业水平较低,学习

动机不强,对于生涩的理论较为抵触。因

此,用更直观、感性的方式与教育理论学

习相结合,是提高这类课程的解决之道。

体验式教学,就是提高对知识的有意义

学习,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的方

法之一。 

1 中等职业学校体验式教学活

动的构成要素 

1.1概念界定 

1.1.1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在

中职学校教学过程中,从教师角度来说,

是以体验方式进行教学；从学生角度来

说,是在认知过程中,以体验为知识建构

的前提。因此也可称为体验式学习。 

体验式教学活动,在对体验式活动

的基本关系进行深入理解之后,设定教

学过程中一些基本变量,寻找变量之间

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认知角度设计活动

式教学,在活动基础上解释师生活动的

意义,经尝试取得良好效果后,针对可应

用的学科,加以完善,形成可复制的方案,

加以推广。 

1.2构成要素 

体验式教学,可以使学习者在教育

者设定的或实际的情境中去体验相关学

习内容,从而感悟、理解、运用、学习、

成长和建构。这种形式曾广泛应用在教

育培训、专项训练等形式中。在中职学

校幼儿保育专业,它的构成元素如下： 

1.2.1研究学习者参与的体验活动

的主要形式,组织程序,关键元素,使体

验式活动与学科内容的有机结合。具体

活动形式包括情境设计、角色扮演、分

组讨论等；体验式活动的执行原则、应

用要点及注意事项；体验式活动与学生

知识水平心理特点的适宜性；体验式活

动技能培训；体验式教学课堂的管理要

点及技巧；体验式活动的评价方式方法。 

1.2.2以幼儿保育专业的教育理论

学科、专业技能学科为主,将专业理论学

科学习内容与体验式活动的结合。各学

科体验式活动的设计与开发；各学科体

验式活动方案的设计；体验式活动的实

施方案；教师对体验式活动的认同及应

用能力的培养；体验式活动模式的建

立；体验式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效果的

相关研究；体验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

动机学习兴趣的影响；体验式教学评价

的研究。 

2 中等职业学校实施体验式教

学模式的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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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目的 

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实践与

操作是必备的过程。以幼儿保育专业的

教学为例,在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

导、幼儿保育、游戏等专业核心课程中,

教学活动、游戏活动进行设计之后,在组

织实施这一阶段,教学受场地、人员等限

制,是无法长时间高频度进行实践训练

的。但活动设计如果不进行实际操作演

练,那就是纸上谈兵,无法体验教学设计

流程的合理性,教学目标的实施情况,更

无法帮助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形成教学

所需要的组织、管理教学的能力。因此,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充其量完成了教学

设计的理论知识学习,但对实施过程无

能为力。如果教师将体验式教学运用于

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

并形成有简明内在结构、逻辑严密的操

作程序的教学范式,能够使学前教育专

业的专业理论课教学更具成效。 

通过在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教学

中开发与运用体验式课堂教学方法,形

成完整的适合实践性较强学科的教学环

节与步骤,进而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模式。

从而提高实训效果,促进学生对教育理

论知识的学习及教育理论的内化,提高

教学设计等实践类课程的实效性,进面

形成体验式教学模式。 

2.2研究意义 

2.2.1是适应中职学校实践性教学

改革的要求,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需要的具体实施。理论学习是概念性

的高度概括化了的学习,它依赖于学习

者的前期知识储备,也依赖于学习者的

思维发展水平。如果学习者缺少相关概

念支持,这种学习是无法达成学习者概

念的重组、认知的提升,也无法使所学内

容内化的。解决之道,就是要辅以实践性

活动,使学习者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知

识构建。这是教育学永恒的观点。但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群体授课,单向传授,

由概念到概念,已经成为自工业化社会

对教育提出人力资源需要后,广泛应用

的模式。它以高效、集约为特征,满足了

工业化过程中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需

要。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由于脱离生

产实践,学习者实用性技能的养成效果

不佳。因此,长期以来,如何在“学校”

这一特定场所进行教学,但又能完成

“实践”需要,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在如

何提升学习者学习实效性上在反复实

践的问题。 

实践能力培养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学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按规定,实践型课

时占教学时数50%。实践型课程,除了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等以亲临工作场景的

实习活动外,还有实训室模拟仿真练习

环境等。但因为办学条件不同,课程配套

软件还不足以完成各类实践性要求比较

高的课程的要求。幼儿保育专业的教育

理论类课程就经常处于这种情形下。而

教育理论类课程,对于初中毕业的中职

学校的学生来说,很多时候理解起来有

困难,练习时也常常无法达到真正理解。 

体验式教学在幼儿保育专业理论课

中的应用,能够填补体验式教学在中职

学前教育专业应用上的空白,能够解决

学生实践类课程(如教学活动设计、教育

学原理、心理体验)缺少实践经验支持的

教学状态,有助于中职学校教学实效性

的提升。 

2.2.2体验式教学对提高学习效率

的积极作用。课堂教学中,信息输入渠道

不同,信息接收巩固率不同。当以听讲、

阅读等形式为主的方式进行学习时,知

识巩固率5%-10%；而在实作演练、转教

别人等形式时,巩固率达70%-90%。因实

际演练与转教别人等形式,需要学习者

主动参与知识的迁移与建构,新知识与

旧经验产生的新的整合,形成新的知识

结构,这是一种主动学习。 

体验式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实际

演练及应用,它主题鲜明,意义丰富且能

有效迁移,使学习者在应用过程中进行

反思并于自身经验进行链接,这是一种

有意义的发现学习,学习效率高。 

3 体验式教学活动的主要环节 

第一步：活动介绍,规则讲解 

介绍将要进行的活动。包括活动形

式、活动内容、规则。对活动交代要清

晰,每个活动的关键点要达到双方理解

无障碍。对规则解释也要清楚明确,最好

进行复述或示范。 

第二步：学习体验 

学习者参与活动。在活动中,学习者

按照教师设计的活动主题,按规定流程

完成任务。在活动过程中,学习者因活动

而产生内心体验,因活动要求要面对知

识及竞争胜负上的挑战,组织行为的调

整,情绪的波动。教师要协调、引导参与

者的思考方向及行为方式。 

第三步：评价反馈 

在学习体验的过程中,考核和评价

的方式是活动进行的助推器。评价标准

在规则讲解时已经交代清楚,而在体验

式活动进程中,遵循规则,及时评价,可

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过程中要

评估,结果当然也要评估。 

第四步：引导反思 

引导反思是指在完成某一个活动过

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活动进行总结、反

思和提炼。通常以反思活动中个体的新

发现、新思考为主,学生为反思主体。师

生对反思的内容要进行归类、提炼、总

结,达成共识。 

第五步：迁移贯通 

融会贯通是指教师要引导学生跳出

活动,回归教学内容。涉及某个活动的结

束时就可以运用融会贯通,使体验的内

容产生迁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4 体验教学模式操作的注意

事项 

4.1引导反思时要保有足够的时间 

学习者和教师不要太看重活动的数

量,以为活动越多越好。应以典型活动精

确反应为目标,需要设计足够长的时间,

引导大家分享。 

4.2流程清晰指导语严谨 

活动体验不同于教师对知识进行讲

授,它是对学生在活动中的所思、所想进

行分析后进行的设计,每一个环节进行

哪些活动,说哪些话,学生会产生什么反

应,用什么样有针对性的指导语进行引

导,都需要在设计时以时间为序,进行精

确设计。 

4.3重视规则 

规则是确保学生产生准确体验的保

障。教师一方面在活动之初讲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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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活动进行时要引导严格执行

规则,评价时也要以规则为重要指标。活

动规则通常不能一次成熟,教师在设计

了活动之后一定要经过多次试用,小组

成员互相补充完善规则。 

5 体验式教学的形式及效果 

5.1活动形式 

体验式活动主要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活动安排 

小组是合作学习的基本组织单位。

小组划分要固定,根据班级总人数及小

组数来设定组内人数。通常一个班级小

组数不宜超过七个,便于教师指点及小

组代表进行评比、讨论、竞赛时的组织。 

小组成员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商定规

则,按规则选出。设定好负责人、职责及

分工。 

小组建立之后,将成为历次学习活

动的一个共同体,每个人都是团队的责

任人,都要承诺为团队的成长贡献力量。 

全员参与活动时,教师为活动的

组织者与引领者。可以选择学生代表

为助手。 

5.2活动效果 

体验式学习是一种主动学习,学习

者是学习主体。无论是“任务驱动”还

是“游戏化学习”,其共同的一点是学习

都在体验中感悟、观察、反思、概括,

并将其所得应用于新的生活、学习情景

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对自己的进

步、自己的困境有情醒的认识,解决问题

的策略也更倾向于来自内部动机的驱

动。这是一种“活”的学习。 

体验式教学中,由于情境是预先设

计的,能够激发主体产生强烈内心体验,

这种体验有助于学习者在知、情、意、

行等方面全方位对所体验的内容进行接

纳,经教育者的适时引导,知识与技能随

之内化,并将体验迁移到实践技能中去。

课堂教学实效性大大增强。 

体验式教学,不单传授知识,同时也

是思维方式的改变,甚至是人际交往态

度的变化。学习者的自主体验,使学习变

成一种自主行为,个体主动性充分发挥,

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人格。具体来说,

以下效果比较明显： 

5.2.1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教师在

长期的教学活动设计过程中,教师积累

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类型,变化多样,需要

学生全力以赴,同时又新颖具有挑战性,

学生乐于参与。体验式活动进行离不开

学生的参与,学生被赋予了职责与权力,

活动中遇到困难,解决问题,既能发挥甚

至发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又能提升自己

的自我评价。学生不再视学习为畏途,

学习主动性提升。 

体验式活动形式多样,学生在活动

中是“主角”,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心

增强。这样他们对每次活动充满期待。

活动中产生的体验常常会引发顿悟,这

使他们急于与同伴分享发现的快乐。因

此活动参与热情高,活动反思带来的深

入思考甚至可以延伸到课下。注意力有

效地转移到专业成长上来。 

5.2.2反思带来的认知水平提升。如

果说体验式活动没有活动就构不成体验,

那么,体验后如果没有反思,体验的效果

将会大打折扣。在以讲述式为主的课堂

中,学生被动接受信息的输入,对信息的

处理、转化程度很低。而在学生体验过

程中,在教师引导下,总结自己的认知过

程,表达自己对活动的感受,设计接下来

的行为目标。从知、情、意、行不同角

度进行反思,使元认知能力得到大大提

升,从而不但有自主学习的意愿,还练习

了自主学习的思路与方法。 

5.2.3学生团结协作能力获得提升。

活动中教师因学生的积极参与而教学热

情更加高涨,又因发现了学生平时没有

注意到的潜能而对学生给予格外关注,

辅导时倾情投入,师生之间是合作关系,

指导与提升的关系,不再是管与被管的

状态,师生间关系和谐。在活动中,教师

与学生处于开放、包容的环境下,倾听、

回馈等人际支持使学生增强了对团队的

归属感。生生之时因为互相支持互相帮

助,彼此信任,为了团体利益,走向深度

合作。学生在参与活动中,练习了组织管

理工作,同时还加强了与人沟通及交往

的机会,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6 体验式活动应用时注意事项 

(1)体验式活动与教学内容的适合

性是选题时第一要考虑的要点。并非所

有科目及所有内容都适合用体验式活

动。体验式活动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内省、

体验、反思、思考、训练等要求比较高

的内容。 

(2)体验式活动可大可小。有的教学

内容可以完全以体验通贯进行,比如教

学活动设计中的尝试教学。也有的用于

引发学生思考,仅仅几分钟。不以长短为

评价指标,而要以活动对内容的提示、喑

喻的切合、形式新颖为标准。 

(3)活动设计过程要经过反复推敲

论证并进行试活动,不能贸然登上讲台。 

(4)评价形式可以多样,过程评价与

结果评价相结合。 

体验式教学活动对于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科建设、教学模式改革,都是一个值

得参考与借鉴的教学模式。尤其当学前

专业的学生对体验式活动有了长期浸润

与参与,会直接对她将来的从教生涯产

生积极影响。这是体验式教学对学前教

育专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灿明,朱水萍译.(美)大卫.库伯

著,《体验学习:让体验作为学习与发展

的源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间,2008:02. 

[2](英)柯林·比尔德,(英)约翰·威

尔逊著,黄荣华译,《体验式学习的力量》

[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07. 

[3]陈春燕.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理论

课翻转课堂的实践探究[J].现代职业教

育,2019(8):166-167. 

[4]何艳红 .中职学前心理学体

验式教学课型初探[J].现代职业教

育,2020(3):130-131. 

[5]杨颂华.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中

职教学中的应用[J].文化创新比较研

究,2018(12):13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