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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地位的再认识

——读相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师生定位观文章的体会

印凤迎

现代有人提出了教师即演员的观点。认为教师就是演员，在课堂上应该表演，

展示自己的才能。

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关系是课堂结构的主要形式，对不同的教学

模式的建构起决定性作用。传统教学强调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

课堂的主宰者，学生是被动听讲的对象，只有“接受式”地接受教师的“灌输”。

建构主义与传统教学相反，认为既然要求学生自主地建构知识意义，因此课堂学

习中学生应该处于中心地位。应该考虑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这一点所有建构主

义学派都相同，但在具体对待上，有两种近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如杜威就主

张要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是现在高中教育中提倡广泛开展的研究性学习的主

张。但在初中与小学阶段，尤其是小学生受到年龄特征、知识基础与认知能力等

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是以布鲁纳、维果斯基等所主张的学习应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的“双主”教学理论。如布鲁纳说：“教师要把学习态度和方法传授给

学生。”“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发现的过程。”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

理论，就是要求教师要在学生现有水平为基础，注意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

引导学生不断在现有基础上攀升。这些都体现了教师为教学主导、学生为学习主

体的“双主”教学思想。

具体地说：

（一）教师的角色：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主宰者与被填灌对象关系。教师的主导作用，即教

师应是学生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或者是学生学习的高级伙伴。教

师与学生应该处于平等地位。上面谈到，布鲁纳提出教师的主导作用，是要把学

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传授给学生；这也正如他说的：“最好把人（学生）当作主动

参加知识获得过程的人，不论是一个式样，还是掌握一个概念；不论是解决一个

问题，还是发现一个科学技术或理论，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这就是要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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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努力去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能力，把学生真正看成是课堂学习的主

体。为此，建构主义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提出六点要求：

1.支持学生主动建构知识；

2.由传统的传递知识的权威，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合作伙伴，师生平等关系；

3.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引导他们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培养学生创新习惯和创新意识；

4.为学生学习创设良好的环境，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中独立自主地或者协作互

助地进行探究（信息技术网络环境就是良好的学习环境）；

5.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形成积极的学习动机，并能长时间地保持与发展下去；

6.帮助学生更好联系旧知或经验，去学习新知，不断进行同化和顺应，建构

新的知识意义。

（二）学生的角色

建构主义要求学生成为所有学习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和知识意义的积极建构

者。布鲁纳要求学生“主动地学习，亲自的探索”“主动地发现，而不是被动地

接受知识”。真正成为“课堂的中心，学习的主体”对学生怎么成为学习的主体

有下列六点要求：

1.要求学生学会认真观察（动眼动耳）的本领；动脑思考（开展多向思维活

动）的本领；动手操作实践和实验的本领；动口动手表达的本领。也就是学会运

用自身多种感官去获取知识以及应用知识的本领；

2.要求学生学会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去获取新的知识。能进行新旧联系，

温故知新，在旧知识的基础上生长新知识，也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建立

自己的新的知识结构；

3.要求学生学会用“发现”和“探究”的方法，去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加

工信息的本领；

4.要求学生不但要善于发现问题，还要对问题能大胆地进行假设、推断，积

极搜集信息进行验证，通过分析、比较、综合、推理，掌握正确的概念和结论。

特别要注重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5.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自主地（独立地或合作互动地）去进行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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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求学生会运用现代信息工具进行学习（把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加工

工具、表达工具和情感激励工具）。

上面讲的是建构主义对学生学习角色的定位（即六个方面的学习主体作用），

实际上也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因为学生的这种自主学习的角色，是依靠教师有

意识地引导与培养起来的。

从上面师生角色的定位关系上，非常清楚地表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以考

虑学生的“学”为前提的。

与此同时，建构主义还要求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最近发展区”的

机会，这个“最近发展区”理论是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来的。赞科夫的

发展教育理论，也赞同这个观点。所谓“最近发展区”，就是教师要让每个学生

在完成每项学习任务的原有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只要

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努力一下，就可以实现达到高一级的水平。这样，学生才

可以不断地获得发展与提高。如果要求过高，学生经过努力达不到这个水平，会

使他们丧失信心；相反如果要求过低，学生不化力气就能达到，这也会使学生停

滞不前。因此，只有使学生经常处于“最近发展区”，就能使他们不断得到发展

提高。这个要求对教师来说是很高的，因为教师必须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因材施

教，提出不同的“最近发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