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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要 :社会的发展和教盲变革强烈要求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相 应的教师的角色功能

也必须随之发生从支配学生到促进学生的根本变革。从内容上看 ,教 师的变革包括学生观、学习观、教师角色观的

改变,从 性质上看,教 师观念的变革对教师而言将是一场无疑会给教师带来阵痛的革命 ,会 在实践中遣遇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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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1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学会了种植庄稼、养

殖畜禽 ,这引起了农业革命 ;大约⒛0-250年前 ,人

们发现了蒸汽的力量 ,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在过去

⒛ 多年的时间里 ,人类进入了一个技术和即时通讯

的时代。人类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它正在酝

酿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和 人密

切相关的就是学习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学生将必须

考虑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的问题 ,教育必须关注如何

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里学生该如何学习呢?答案是学

生应该自主学习,应该学会学习。其实这不是一个

新目标 ,它一直就是所有教育者的理想。我国古代

先哲曾有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的传世之说。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更有精辟的论述。

他这样说道 :“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 :教育的效果最鲜

明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到什么时候我才有权说 ,

我的努力产生了结果呢?实际生活证明,教育的最

重要、最显著的效果体现在 ,要使一个人开始思考 ,

自己是怎样的人 ,自 己身上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

如果说不引导学生观察自己,思考自已的命运 ,最好

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
”
[叫 (1T。·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学会生存》一书中这样总

结道 :“ 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教育自

己的主体 ,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

这种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转变 ,是今后几十

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

题。
”
[2](22页 )

我国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 中确

定了要改变课程过于重视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

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

的过程的课程改革 目标 ,确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引 导学生质疑、

调查、探究 ,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

性地学习的教育职责。身处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中

的教师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如 何去面对

社会现实所要求的教师角色的转变 ,即 从传统的知

识传授者演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确 切地说 ,当前

收稿日期 :2003-09-11

作者简介 :刘胜林(1%8— ),女 ,四川安县人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硕士。

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教师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而 是

如何引导学生学会 自主学习 ,让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人。

一 教育的改革从教师开始 ,教 师的变革从观

念开始

(一 )观念的变革不是一仵容易的事

所有的变革都会带来阵痛。虽然时代的发展呼

唤改革 ,在新的时代里 ,学 生的学习方式必然要从被

动学习演变为主动学习 ,教 师的职责要从传授知识

转变为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做

到的事。教师从过去习惯的灌输式教学走向引导学

生 自主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教师对 自己的一场革命 ,

包括观念的变革、情感意志上对 自己已经习惯的并

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批判和否

定 ,以及行动上义无返顾和毅然决然地采取新的方

式代替旧的方式。在本篇文章里我们主要谈谈教师

在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过程中所必须完成 的观念变

革。

1.教师教育观念的形成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比

如 ,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所处

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主流的教育观念、自己受教育的

经历和教育能力、气质、性格特点、周围的人的教育

观念甚至性别等都对他的教育观念的形成有着程度

不同的影响。其中 ,尤 其是教师本人受教育的经历

是个关键的因素 ,会 给他以后从教留下直观的可供

模仿的范例。也就是说 ,一个人如何被别人教育 ,他

就会如何教育别人。但从这一点来说 ,教师要真正

完成适应当前课程改革的观念变革是有相当大的难

度的。由于受过去 自己受教育经历的影响 ,教 师头

脑里残存着许多不适应当前教育改草的观念 ,再加

之现实中这些观念还很有用或者说管用。教育观念

的变革将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 ,参与改革

的教师必须要有改变教育现实的强烈愿望 ,这 种愿

望来 自于对教育的深沉责任感 ,来 自于 自己的教育

理想。只有这样的教师才具有远见性 ,才会努力去

理解和接受先进的教育观念 ,用前沿性的观念武装

自己的头脑。

2.教 师教育观念的变革会遭遇到阻力

(1)从教师发展 的阶段来看 ,我 国的教师当前

大多处于
“
生存关注

”
阶段和

“
任务关注

”
阶段。根

据教师的关注和期待的不同 ,将 教师的成长分为五

个阶段 :“ 非关注
”
阶段、

“
虚拟关注

”
阶段、

“
生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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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阶段 、

“
任务关注

”
阶段、

“
自我更新

”
阶段。处于

“
生存

”
关注阶段的教师急于找到维持最基本教学

的求生知识和能力 ,他们努力解决课堂纪律方面存

在的问题 ,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用一定的

标准评价学生的作业 ,把教师职业看作 自己的生存

之道。
“
任务关注

”
阶段从关注 自己的生存发展到

更关注 自己的教学 ,教师期望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

希望获得更高的外在评价和职位的升迁。达到
“
自

我更新关注
”
阶段的教师不再受外部评价或职业升

迁的牵制 ,才能对 自己的专业发展进行 自我规划 ,才

能认识到
“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
,才能在教学中保持

一份开放的心态 ,才 能 自觉接受新的教育思想和观

念 ,并拥有一份 自信和从容。

(2)教 师的职业特点很可能使教师拒斥改革。

教师职业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专业个体户。在

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教 师大多数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来解决课堂里变化着的种种问题 ,教师多数时候处

于
“
孤立

”
、
“
孤单

”
中 ,处 于

“
自给 自足

”
的状态 ,这

种状态不会赋予教师不断变革的内部动力。如果没

有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来让教师认识到改革的必要

性 ,教师很可能拒斥改革 ,尤其是改革需要教师打破

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3)教 师的知识技能和教学 的实际条件 的限

制 ,比如教师对新技术的掌握、所在学校的教学设

施、班级规模的限制、所在学校的办学理念等都会影

响教师的观念变革。

(4)当前我国教师价值观念上 的普遍世俗化。

世俗化基本上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人们在享受商品和金钱所带来的实在好处时 ,常 常

忽视事物内在价值的挖掘 ,追求表面的浮华 ;重视能

否在当前获得实惠 ,放弃对高尚理想的追求 ;看重结

果 ,轻视过程。拿教师来说 ,许多老师分明地意识到

应试教育的诸多弊端 ,也 确实觉得教育已经到了非

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可 是却依然按部就班地从事着

可能会影响学生将来可持续发展的分数教育。我曾

经为此问过许多中小学老师
“
为什么

”
,许 多老师都

回答说也许从根本上是出于一个
“
利

”
字吧。是呀 ,

在当前学校办教育
“
利

”
字当头 ,教 师在教学中也一

个
“
利

”
字当头 ,他们利用了家长偏颇的望子成龙心

理 ,而从中获得好处。作为现实社会的获利者 ,他们

又怎么会 自觉地去变革呢 ?

二 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观念变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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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 生观的转变。

要用人本主义的观点代替行为主义的思想重新

看待学生 ,相 信学生具有 自我指导的能力。过去的

教育将教师定义为
“
塑造灵魂的工程师

”
,究 其根

源 ,这是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

早期的行为主义者将学习定义为刺激 s与 反应 R

的联结 ,认为有什么样 的刺激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反

应 ,人的心理就是学习对各种刺激作出相应的反应 ,

因而人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教育的产物 ,教育想把

人塑造成什么样 ,就 可以把人塑造成什么样。比如

行为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华生就有这样 的教育名

言 :“ 给我十几个强健而没有缺陷的婴儿 ,让 我在我

自己之特殊的世界中教养 ,那 么 ,我 可以担保 ,在这

十几个婴儿中 ,我 随便拿一个来 ,都可以训练其成为

任何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趋向、才能、职业

及种族是怎样 ,我 都能够任意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 ,

或一个律师 ,或 一个艺术家 ,或 一个商界首领 ,或可

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窃贼
”
[3](39页 )。 行为

主义赋予教育以万能的地位 ,但 是却没有给学生或

受教育者留下任何运用 自己力量的空间。作为对行

为主义的批判 ,人 本主义一改过去对人性的消极被

动看法 ,更注重张扬人性中积极的力量。人本主义

关于人的基本假设是 :人作为有机体 ,有 =种先天的
“
自我实现

”
动机 ,它 表现为一个人试图最大限度地

实现各种潜能的趋向。鉴于对世界迅速变化的客观

事实的认识 ,人 本主义 的代表人物罗杰斯提 出了
“
非指导性教学

”
的教育模式 ,认 为教育的 目标应该

是促进学生的发展 ,使他们成为能够适应变化、知道

如何学习的
“
自由

”
人。具体地说 ,教育就是要培养

这样的人 :“ 能从事 自发的活动 ,并对这些活动负责

的人 ;能理智地选择和 自发定向的人 ;获得有关解决

问题知识的人 ;更重要的 ,能灵活地和理智地适应新

的问题情景的人 ;不 是为他人赞许 ,而是按照他们 自

己的社会化 目标工作的人
”
[4](579页 )。

其实教师对学生很有价值的是
“
相信

”
两字 ,可

是对有的教师来说 ,要 真正地相信却很难。由于根

深蒂固地对 自己和对人性的怀疑 ,许 多老师就是在

试图说服 自己相信学生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也正忐

忑不安 ,“ 假如我们相信了学生 ,学生却没有往好 的

方向发展怎么办 ?” 其实 ,只 要你相信 ,你 就 已经帮

助他们很多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相信学生的结果吧。

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其著作《成

功智力》中谈到了他的成功和他的傻瓜生涯。在书

的序 言 中,作 者认 为 自己是幸运 的也 是成 功 的。
“
我坐稳了在耶鲁大学的教授位置 ,赢 得 了许多奖

项 ,发表了 ω0多篇论文和著作 ,并且有大约 1000

万美金的研究经费和合同。我有一位出色的妻子和

两个非常棒的孩子。除此之外 ,也是我生活中最最

幸运的一件事 :我 曾经经历过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当我还是孩子时 ,我 考砸了智商测验。这怎么说是

幸运的呢?因 为在小学我就懂得了 ,如 果将来我成

功了 ,那也不是因为我的智商才使之然。
”
[5](序 )

后来在书的开头 ,他详细记述了推动他去探索

能够预测将来成功的智力的那段傻瓜生涯 :“ 当我

还是一个小学生时 ,我 在必须参加的智商测验考试

中考得相当糟糕。我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测验焦虑 ,

只要看到负责给学生做团体测验的学校心理学老师

走进教室 ,我 便宛如挨 了致命 的当头一棒。
‘
开始

答题
’
老师此言一出 ,我更如惊 弓之鸟 ,乃 至一题也

答不出来。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当我还在做第一组问

题时 ,周 围其他人 已在翻纸做下一道题 的情景。其

他同学能从容应对 的测验 ,对 我而言 ,根本难 以为

继 ,结果也总是一样 :失 败。无需是一个天才你也能

猜想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对一个傻瓜寄

予厚望。我低年级时的老师当然也没有对我抱什么

希望。而我 ,像许多学生一样 ,想取悦我的老师 ,所

以 ,我努力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 自己。我小学

的最初三年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那么老师

们是否失望呢?他们高兴地看到我 的表现不 出所

料 ,而我也高兴诸位老师能够满意 ,所 以皆大欢喜。

我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又一位失败者而已。可是我是

幸运的 ,只 有很少的学生会有我这样 的运气。四年

级时我九岁 ,在 阿列克莎夫人的班上我的厄运结束

了。我最初的几位小学老师年纪都较大 ,对 学生的

判断深受测验方面的桎梏。阿列克莎夫人刚刚从学

校毕业不久 ,既不知道也不很关心我们的智商分数。

她相信我能做得更好 ,因 而对我的期望也更高。不

对 ,是 她对我的要求更高。结果 ,我 的成绩非常出

色 ,她如愿以偿了。为什么呢?因 为我想取悦于她 ,

愿望甚至强于小学头三年我想取悦于我的其他老

师。当我确实达到了阿列克莎夫人的期望时 ,她并

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惊讶 ,倒 是我 自己觉得有点奇怪。

我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全优生。有生以来第一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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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自己为一个可以成为优等生的人 ,而且从此以后 ,

我一直是优等生。阿列克莎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扭转

我生活乾坤的人。如果我小学四年级的教师是其他

人 ,那么如今我可能在给耶鲁的办公室擦窗户而不

是于其中工作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 ,一旦你走上

了一条错误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越来越难摆

脱它。四年级的
‘
浪子

’
及时回头对我来说幸好不

算太晚。
”
[5](3-7页 )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看 ,这位扭转一个著名心

理学家的生活乾坤的老师到底做了什么呢?她刚刚

从学校毕业不久 ,她不知道也不很关心智商分数 ,她

相信他能做得更好 ,因 而对他 的要求和期望更高。

于是 ,他的成绩非常出色 ,她也如愿以偿了。

无数的类似的事例说明 ,教 师作为孩子成长过

程中的重要他人和权威人物 ,教 师对学生的期待和

希望比一个教师所拥有的所有学识都要重要得多。

这一点 ,对于正在形成 自我观念的中、小学生 ,对 渴

望在老师眼里是个好学生的他们尤其重要。可是为

什么总有一些老师无论如何只相信班上只有三分之

—的学生能够成为好学生 ,同 时必然有三分之一成

为差生呢?

(二 )学习观和 自主学习观

1.学 习过程的本质

(1)学生天生喜欢学习 ,他们会追求 自己感兴

趣的目标。但是强烈的消极认知情绪会打消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 ,如 缺乏安全感、对失败的恐惧、害羞、害

怕惩罚、他人的嘲笑或者是被贴上
“
差生

”
、
“
笨蛋

”

之类的标签。

(2)学 习是一个 自然过程 ,这个过程是个体主

动进行的 ,受 到意志力的控制和内在动机 的影响。

这是一个根据已有经验探索新信息 ,在 此基础上建

构意义的过程。

(3)学习过程中存在个体差异。学习的基本原

理适用于所有的学习者 ,但是每个个体的先天遗传

因素不一样 ,加 之不同的生活教育环境 ,学生学会了

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展 自己的能力 ,选 择 自己喜欢

的内容 ,按照自己能够适应的步骤学习。

2.自 主学习不同于被动学习

(1)如何理解 自主性。 自主性反映的是一个人

在活动中的地位问题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个人对于

自己的活动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和能力。人在活

动中的自主性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表现为个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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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象 、活动过程的支配与控制权力 ,二是表现为

个人对 自身行为的支配、调节和控制能力。

(2)学 习的 自主性 ,首 先表现为他们在学习活

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人翁意识 ,有 明确 的学习 目标和

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 ,能够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独

立探索知识。同时 ,学 生 自觉地把 自己看作是教育

的对象 ,积极寻求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学习活动中

往往受 目标和内在动机的支配 ,较少关注外部奖励

和他人的评价。他们善于 自我调节和 自我控制 ,追

求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身潜能。在学习中遇到难以解

决的困难时 ,他们勇于向他人质疑、请教。学生所表

现出来的主体性、创造性是学生 自主性充分发挥的

结果。

3~自 主学习的特点

任何一种学习都会涉及到学习的基本要素 :为

什么学、怎样学、何时学、学到了什么、在哪里学、和

谁一起学等。因此 ,学 习的基本问题 主要包括学习

动机 、学习方法、学习时间、学习结果 、学习的物质环

境和社会环境等等。现代社会倡导的自主学习同灌

输式教育下的学生被动学习有以下不同特点。

在学习动机方面 ,自 主性学习的动机往往存在

于学生学习活动的过程 中 ,学 生会通过 自己设定 目

标 、对 自己的胜任能力进行判断、寻找 自我价值感来

激发 自己的学习动机。

在学习方法上 ,自 主学习表现为学生有意识地、

有计划地使用 自己特有的策略。

在学习时间上 ,自 主学习表现为学生能够 自己

计划 、管理好时间 ,能够 自我约束 ,合理安排时间 ,以

达到较高的学习效果。

在学习结果上 ,自 主学习表现为学生对 自己的

学习结果有清醒的意识 ,对 自己的学习效果能够进

行 自我监控、自我判断 ,并根据学习任务的要求做出

相应的调整。

在学习环境方面 ,自 主学习表现学生对学习情

景中所出现的各种信息很敏感 ,能够做到随机应变。

(三 )教师的角色观

在新 一轮课 程 改革 中,教 师 的传统 角色
“
蜡

烛
”
、
“
园丁

”
、
“
工程师

”
都一一被质疑 ,通通被代之

以
“
促进者

”
的角色。

“
促进者

”
这个概念最早来源

于人本主义者罗杰斯的
“
非指导性教学

”
模式 [6]

(392页 )。
“
促进者

”
的教师角色将学习的主动权、主

体地位让位于学生 ,教师只是起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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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的教师了解他的潜能 ,真正地欣赏他的才能 ,将他们

1.与 学生一起共同承担教学责任 ,比如根据学  作为独立的个体来对待 ,而不是被忽视或被贬损 ,那

生的兴趣和经验背景制定课程计划和管理方式 ;帮  他们的学习效果和 自尊都会有所提高。

助学生形成学习计划和确定学习 目标 ,让 学生 自己    3。 提供各种各样的
“
学习资源

”
,包括他们 自己

选择学习方向 ,确认和协调达到 目标的最佳途径 ,指  的学习经验或其他经验、书籍及各种参考资料、社会

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自 己评价 白己的学习 ∷实践活动等。

情况 ,并且让他们对 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4.作 为学习的参与者 ,与 学生分享 自己的感情

2.提供一种
“
促进

”
学生学 习的 良好气氛。当  和想法 ;和 学生一起寻找真理 ,能够承认 自己的过失

学生处在一个充满尊重与关爱的环境中 ,与 他交往  和错误 ,与 学生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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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iew Change of Teacher Guidance to student Active LearⅡ ng

LIU ShengTlin

(Educa1i。 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1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change require strongly a change of learning methods

from passive learning to active learning, and coⅡ espondently, the function of teachers must change funˉ

damentally from controlling students to encouraging students。  Teachers’  change includes the view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teachers’  role in the content, while in nature it is without any doubts a revolution

painful to them,so it wnl meet w⒒ h the订 resistance。

Key words:teacher; promoter; aCtive learning; view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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