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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智慧内涵界说

赵 建 军

内容摘要 本文针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实际,提 出关于教学主体实践的观点。认为

现代教育推进的关键,是发掘教师主体的潜在力量和智慧能动性。文中对教学智慧的

内涵和涉及教育科学与教学观念改革的一些问题作了探索。

关键词 教学智慧 教学实践 能动性 创造性

现代人对于
“
教

”
、
“
学

”
以及

“
教学

”
这三者在本质上的内在关联性、统一性的看法已经开始产

生怀疑。有关教学过程何为主导或何为主体的争议,伴随着这种疑问在近年来的教坛上成为悬

置未决的问题。其实,现代人的这种疑问不过是教学主体意识在现代科学、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再

度觉醒。在人类最初叩开教育职业之门时,就产生了通过教学主体的能动意识推进教学效果的

智慧勹经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巧妙地在
“
自沦其无知

”
的幌子下,把深奥的道理用

“
层层设问

”

的方式诱使学生自己去解答。柏拉图则明确地指出,仅仅把关于真实存在的理性处理讲说出来 ,

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信念、想象对生成变化的处理也给予说明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I]。 在中

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充分体悟到教师
“
循循善诱

”
、
“
举一反三

”
、
“
诲人不倦

”
的重要,特别地

把对
“
教

”
的运作要求独立标示出来,从而也把教学主体的神圣、庄重、人格素养与职业的满足也

标举了出来。这些钆哲们都是成功的教育家,他们都没有简单地把
“
教

”
与

“
学

”
混同起来,而是十

分积极地看重教学主体——教师对学⒋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这便是人类早期教育实践昕绽现的

教学智慧萌芽,在一定程度~L具有
“
以教为学

”
的单面性和局限性,但曲于它是对教育园圃教学能

动实践寂早的自觉浇灌,囚 i而 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现代人教学智慧的再度觉醒,是对传统教学观念强调的知识、技能的传授而遮蔽了主体能动

性发挥的反动。教育发展史表明,伴随着 自然科学的发展,教师曾在漫长的历史时代成为机械

论、物理化学事实的解释人和讲述者,近代生物学、历史学的新发现,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教师主

体时教宁内容体系的依赖。在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惯性规范下,教师的职能被动地与他所面对的

知识对象、接受对象联系在一起。当一位数学老师在黑板⒈推演一条复杂的定理时,他的职业角

色显示为付这 ^数学公式推演的复现,i而 其他学科也概莫例外地重视既成公理、概念、事实的传

输。轮到学-L0’匚哎仵、|`时 ,便是必须没完没了地记忆各种知识的细节,或重复地演习大量的习题

作业。传统教育
:〈

寸教学内容的重视,使得一切外围的兴趣——关于知识效用性的鉴别、思考以及

学生思维能力的自如发挥等——都成为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事项。可以说,教师的职业技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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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面雨有限地体现在口语表达、表情运用等方面,而 缺乏对操作的自审、设计与权度。人们愈

来愈发现,当各学科的知识累积像上升的塔尖一样越耸越高时,单纯的知识灌输日益显示出窘迫

与无奈来c一方面,繁复的知识讲述,不能在有限的学时内将最新的成果、信启、融汇进来 ;另 一方

lsl,知 识对象化的屮/l~群体,也因知识
“
装各

”
的陈旧或缺乏适用,在 走出校门之际仅仅意味着具

各某专业潜在智能,还需要通过相当时间的实习、锻炼才能派~L用场,成 为有作为的人。因此,传

统教学的弊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思。其最基本的问题是 :教师应当教什么?教师应当怎

样教?换句话说,即教学事业的起点从哪里开始?对此,教学智慧理论根据现代科学和人文教育

发胜的趋势,提 出应当以发掘 教师主体的能动性来带动其他的观点。只有当人们充分认识到教

师主体的积极意义的时候,现代教育才能走出困窘i而 无序的教学现状,与教师的能动实践构成一

个动态而有生阢的统一体。因此,对教学智慧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成为目前教育理论研究的当

务之急。

那么,什么是教学智慧?教学智慧具有哪些内在的规定性呢?所谓教学智慧,指 的是作为教

学主体的教师对教学所作的观念运筹、经验调度、操作设计等的种种努力及其体现于教学实践各

环节的主体能动性。囚此,教学智慧属于以教学为本体的主体实践范畴。所以,有关教学涉及的

知识对象、教学设施、学生、教学制度等都属于教学智慧的媒介因素,这些媒介因素只有纳入教学

智慧的操作流程才能发挥其必要的作用。黑格尔说 :“ 活的实体,只有当他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 ,

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
”[2]教 师的主体能动性在实现教学智慧体系的构建中,主体的智能运

筹、感性激发、经验呈现,都将成为教学自身运动转化的屮介和环节。例如,语文教师是在不断对

其课型的设计以及课堂教学的自为创造等环节屮,完成其教学智慧而自我形成的, 巳̄.形成了充

分的卞体实践个性,便崽味着教学智慧确立 F科学意义 丨l的 动态机制v至此,我们可以对教学智

慧的动态V1制的一些质的规定性分别做出陈说。

教学主体的能动性

教学智慧首先体现于对教学开端的运筹能动性 ~⒈l。 所渭运筹,就是策略的谋划、方案的设计

等.现代科学 H益重视运筹观念在学科运转过程中的体现。只有主体的自我运筹,才 而J避 免宙

日性和随崽性。德国丿u赖堡学派著名科学家、理论家李凯尔特指出,科学实质上是对现实活动的

判断,这种判断尤其
¨
需要一种

‘
先大的判断

’
或顸先判断

”
,IL是 在判断屮,主体表现出一个选择

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象人们昕说的那样把所与材料屮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

廾来Ⅱ相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 个原则具有形式的性质⋯⋯知识在对本质成分的总和 (lnL,c· -

gri⑴ 中,而不是在对现实内容的反映中,我们才有形式方面的认识
”[3]。 李凯尔特的这段话用于

分析教学科学,具有 卜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莳钅t,教学智慧是相对于知识传输的
“
现实内容

”
π厅言

的
¨
形式

”
概念,它具有独立自主性 ;其次,教学的智慧形式是对教师主体智慧本质成分的一种概

括,它 勹关于教学的其他本质成分(教学规律、教学方法、教学关系等)一起构成教学
“
本质戍分的

总和丨
”
.丨 n∫体现于廾端阶段的教学智慧,则是主体从活动过程的

“
顶设

”
和

“
i± 择

”
卜,来 充分发挥

白身潸能、护沽和创造精神的 一种白卞自觉的
“
丿彡式

”
~捷 克茗名教育唧沦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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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院式教学对时问的大量浪费和下能使人对生活时间有昕准各的弊端,用一个生动的比喻 ,

说明了教学主体在进入特定教学时空时通过寻找
“
独特原则

”
、
“
独特的衡制

”
昕能产生的积极效

应。他说 :

蜡烛越多,光 线越亮。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使所有的蜡烛融成一支大蜡烛,也 就是

要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计数的发现、认识、想象连接成一个具有统一的、连

贯的、永夂的和不变的形式的发现、认识和想象。i4]

兮美纽斯惊喜地发现了教学智慧最佳运筹所带来的奇特效应。他强调说 :“ 我们应该寻找智

慧,囚 为智慧创造了万物,智慧教授一切。
”
而预先的智慧选择,在他看来,就好像建筑师对于建造

殿堂的材料进行收集,并进而提供整个殿堂的建造计划一样,是关系到教学殿堂能否建造得完

关、成功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教学主体运筹的能动性实质上体现为教学观念、模式、方法上的

明确自觉。在趋向于形成有针对性的运筹方案时,教师的既有观念——构成
“
预先结构

”
的观念

柜架——是进一步选择、判断的前提,而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则是在被接纳进主体观念框架之后 ,

才接受着卞体智慧对它的能动处理。 一般来说,教师主体所拟定的每一种运筹方案、模式都是具

体的。亻H乃 ∷方陌i,由 于这种运筹毕竞属于开端性策略,难免有渚多教学因素尚难考虑到,故往

往偏重于方法沦探索。方法反映首观念Ⅱ越是现代化的教学越具有科学而严密的智慧方法选择

和艺术的、审美的方法选择。在这个问题 L,占 代的教学运筹则停留在混沌性的主体意念或单一

性的理性意图 卜,经 院教学、传统教学尤其注重单 日̄的的强化并使之固着在知识的灌输上。纵

观整个人类教育史,只有极少数充满智慧的教育家以鲜明的教学智慧个性超越了这一平面限制。

如苏格拉底、孔子、狄尔泰、斯普朗格、赞柯夫、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马斯洛、鲁迅、陶行知

⋯⋯他们从科学的、文化的、教育艺术的视野出发,将运筹的'日 标、方法投射到对人身'心 素质、能

力和人格仝面解放的高度ˇ在这样一些教育家的理沦和实践的推动下,现代教学加强了对教师

主体运筹独创能力的要求。即使在幼儿教学、屮小学教学中,人们据以衡定教师水准的尺度也在

很大程皮 L看他能否以独到的教学运筹方案展示全面、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魏书生的

语文教学之所以打破 了固有的讲读、分段、总结中心思想和艺术特点的格局,正在于能从中学语

文教学的总体目标出发,以促发学生的思维、兴趣和探索能力为突破点,将教学运作引到了常规

的却能产生奇迹效应的空间。斯霞的
“
母爱

”
教育,则是以情感因素为契机,在教师主体运筹的感

染力下完成人格、生活价值、知识价值观等方面i的综合教育。总之,教学主体运筹的能动性,乃是

种̄根源于主体对本质深层认识、体悟的落实于教学开端阶段的举措。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

成功的 一⒈
u。 虽然这种开端阶段的教学运筹有可能还需要在教学运行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

但右没有这种基础性的廾端,运行过租的任何新发现、新修改都会变得混乱而无序。正是在这种

崽义 卜,我们把教学运筹视为教宁智慧之茼要rm关键的构成环节。

△ 教学主体实践的能动性

实践是 ⋯个外延甚广的概念。教学主体的实践能动性,特指教师在教学的现时过程中所表

现出的主体智慧。当教师将教学运筹付渚教学行为时,就意味着教学主体不仅在观念、模式的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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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策略上表现着能动的智慧,而 目.在教学的操作与经验构成方雨i表现着能动的智慧。

切实保证教师在教学运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教学智慧能动性得以现实发挥的根本。⒛

世纪以来,教育观念最大的变革是不再单纯把教学视为认知的传授行为,而是把它看作教师主体

调动—广叨因素(自 身身体的、心理的因素,媒介性的、对象性因素等)能动实践的过程。但是,在如

何理解教学实践过程的性质日寸,人们往往难以摆脱传统教学观念的困扰。如 1988年 由教育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钟启泉编译的《现代教学智慧论》一书,这样解释
“
教学过程的动力

”
:

教学就是这样在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与教材这三者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展开的统一过程。

构成教学的运动与展开的动力的乃是教学过程固有的内部矛盾⋯⋯教学过程是由叹其多样

的矛盾构成的。[5]

这段话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教学至少包括两种主体,即教的主体——教师、学的主体——学

生,教材是连接二者的桥梁。教与学是既对立又联系的两个侧面,二者的结合完全依赖于教学中

不同侧面(包括教材)构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式,并不存在明显的主导方面。这种观念把教学

实践理解为未来时态对矛盾的解决,严重忽视了教师的能动运筹以及在教学运作中随机调度、经

验激发、积极创造的主体智慧作用,其视野之狭窄,内 含之缺乏有效的指导性是显而易见的.然
而,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作者摘译了达尼洛夫 ⊥960年写的《苏联学校的教授过程》一文

的观点。达尼洛夫说
“
推动教的动力是学生们的

‘
成长困难

’
。换雨言之,随着教学的进行所提出

的学习课题和实践课题,同学生的知识和认识能力的现有发睽水平之问的矛盾。主要条件之 一

是,矛盾是学生心目中具有意义的。教师的
‘
教

’
原是最高度复杂的现象,它包含着极其多样的矛

盾。
”[6]达 尼洛夫特别注意了教师

“
教

”
屮所含复杂矛盾的独立性和动力作用,而学生们的

“
成长

困难
”
,在他看来恰是教师的

“
教

”
所要解决的内在矛盾。这样,实际~L也就把教师推 ~L了 教学过

程的主体地位、中心地位。

从上所述,我们更加明了这样一种观点 :教学活动、教学过程的主动杈是把握在教师手里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教师是教学这一实践过程的真正主体,包括学生怎样学,教材的内容怎么处理 ,

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仍然 一味强调学生、教材因素的独立意义,就教学过

程自身的运行 i仃
j言 ,似乎并无多少实际的总义:囚 为,即 使当你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卞体性

时,也是以教师认町这种特性为前提的,否 则,僵硬的传授方式以及繁琐的填空式试卷,是 不可能

让学生真正扮演所渭学习主体角色的。我们必须强调教学主体性在教学实践过程屮的贯彻与体

现。正是教学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构成了推动教学过程的真正动力。

教学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所表现的能动性,乃是不断超越自我教学经验的局限,并使操作更具

主体人格魅力的过程。
“
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 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

”[7],教学实践才能获得

从精神效应到物质效应的最完满的品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学实践既有精神实践性,又

有物质实践性。从精神实践性上讲,教师是通过讲授、暗示、范例解释、图示说明、租序编制等的

操作,把主体白身对教学活动的感受、兴趣、情感、态度、期待等一同投入了进去的。囚而,当教师

在教学中注日于学科内容时,主体的注意力与智力发挥都接近十从事最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娱生

动的艺术创造所需要的那种精神状态和主体态度。同时,当 教师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主体态度

从事教学实践时,一种职业的经验习惯或作为教学实践的特殊要求,还要他具备另一种意识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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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 以调整、调动课堂氛田、发布各种教学信号。因此,教学主体的精神实践就因不同的教师其

经验发挥的情形、效果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独特的风格差异来。教学实践如果忽视或抹杀了教

师个体的炽1格特点,就会造成教学卞体实践能动性的某种丢失c另 一方面,从物质实践性 L讲 ,

教师的教学操作不仪是卞体经验的即时呈现、发挥,而 月̂也通过操作把各种物质实体对象带动了

起来。如教师对教具、仪器的使用等。教学的物质实践性,也是充分展示主体性与技能的一种途

径。如大多数课程教师既可以表现为极简单的运作,用粉笔和黑板,加 上合适的表达,使学生生

机勃勃 ;又 可以表现为复杂的运作,用不同的辅助设各,像投影、幻灯和实物模型等,很直观地使

学生掌握教学内容。一切物质性的东西(比如摄影的示范、钢琴的弹奏、讲话的音质厚度)在它获

得呈现时,本身就具有某种自在的魅力。但由于教学的物质性实践是在精神性实践的控御之下

具体发挥出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教师主体个人人格表演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实

践龈充分的智慧体现是人格力量的全而、有力的渗透。甚至教师自身的形象,也是一种人格的标

记。一个高大雨严谨的教师,给 人以庄重有力的人格感觉 ;而 充满青春活力、和蔼可亲的形象又

可以给学生以鼓舞的力虽和温暖的感受。于是,整 个教学过程,从教师本人的言行举止,到 他的

教学举措、操作类型,无不以人格化的主体智慧魅力影响着学生。愈是充分发挥了主体智慧创造

性的教学实践,愈能给教师本人和学生带来愉悦 ;愈是令教师本人和学生愉悦的智慧形式,愈能

经得住教学规律的效应检验。那种不能使主体满意的教学行为,也就不会是充分的、充满了主体

积极智慧的过程与实践。

三 教学主体对教学客体的创造性

教卡过杜屮,教 :半:主体对教学客体的总义,在十尽可能以智慧的形式使学生的学习意愿 ℃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并纳入主体的运筹、经验的发挥和操作的程序之中,从而使客体对象成为真正

的教育对象。

现代教学颇感困惑的 ^个问题是,学生们受社会、家庭的彤响越来越重了,往 往表现出 ^种

厌学情绪。在中学,大 部分学生出于高考的压力被动地学习v大学生们也不例外地要为应付各

种考试去背概念、做习题。这样,学生们对教师的态度,似乎更倾向于只从他们那里摄取知识信

启、,而其他方面则没有意识到。教师在这样的学生面前教学,无疑增加了难度。囚为即使你讲得

T叮 好,如果学生不去注意听,你 又有什么办法呢?昕以,大学的公共课,尤其是一些枯燥乏味的课

程(女口逻辑课),学生一般没有多少兴趣。另一方而目前教学还有一个不好的趋向,就是随着物质

设施的日益完善和教学辅助设备中的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许多教师更懒于运用智慧去教学了。

如果说恰当地运用设各使其成为操作中的合理组成部分,那是十分必要的,但脱离了教育、教学

的规律,i而 流于片面的唯形式、唯设备的教学,则是很不好的。这样教学的恶果是教学主体的智

慧创造性愈来愈被忽视了。我们应当为这样—些现象而忧虑。以往的教育或许表明了,学 Hl的

学习从来就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既包括考试统 一要求下的被动,也包括教师具体指导下的被动。

但这种被动若是置于鼓完善的教宁智慧体系之中的 一种被动,则会从积极方面转化为⋯种巨大

的力鬏。那样的活,学生的思维方式、知沙t结 构、才情能力等则在教师主体的控御之下.至 f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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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智力、情感、想象力等则可在正确的引导下 自由发挥,这应该说是我们所期望达到的情形 :

根据这样的观点,学 生作为对象性被动角色,不仅能促动教师更主动地对待教学,而 El.也 从如何

把学生塑造为教学对象化的产品而竭尽全力。因此,我 们应该排除这样一些错误认识,如认为学

生一听老师的就失却了学习的主体性或认为教师的主体性只属于 自身的意识觉醒和行为体现等

观点。在任何意义上,都应该坚持学生是教师的作品,或说教师是学生的设计者。坚持了这样的

观点,当教师再次面对厌学不听的学生时,就会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仍在于从教者 自身。因

为,学生的一切现实表现都是教师培养的结果。如果教师的智慧力量尚不足以控御他的学生抵

御来 自外界的消极影响,其 自身的智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就无从谈及了。因而,如何创造优秀的

对象化
“
产品

”
,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教师。但是,由 于传统教学观念对学生的主动精神、努力结

果过于关注,也存在着把教师的创造性、教学科研同教学本身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教师的科研

无疑是教师创造性素质和能力的体现,但它与教学并不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教学是更具独立性

的一门科学和艺术,要求具有更高的科研素质内涵。对教师来说,他们能够在传授好知识的同

时,实现塑造人、创造入的日标 ,是非常崇高的,也是有相当难度的。人们称
“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

⊥程师
”
,可 以说是至理名言。

囚此,应该把教师这种对客体的创造性视为主体智慧创造的重要方面。教研能力、教学素

质、教学效果应该成为衡量一 个教师全面萦质的内在尺度。这样,在不同类别的学校,一 个教师

的全面素质不仅体现为他是有知识深度的职业创造者,而 且也体现为他是立足于最基本的教学

活动而不断用智慧完善操作的科学的以及艺术的研究家。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曾称教师为特殊雕

塑家,并要求教师在对学生整个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同时,也成为研究人的科学、人的学问的教

育专家。他对教师的这种高标准要求,是很值得我↑丨借鉴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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