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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87_E6_9E_84_E9_c38_267736.htm 同步学习是在教师的

直接指导下班级全员一齐进行的学习。教师面向班级全员同

时施教，又使学生所有的反应再反馈给自己。全员一齐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将全员视做同一个人，这是同步学习的特点

。具体形式如听取教师的讲解、听某一同学的报告、观摩、

作业、演示实验、参与全班讨论，等等。师生教学交往有着

共同的交往对象、共同的目标设定、共同的交流内容、共同

的活动形式，形成了教师与班集体之间的紧密的、恒定的关

系。同步学习不仅仅指讲授式教学，而且包括全班讨论。全

体师生围绕同一话题，展开讨论。教师直接地提出要求，发

问，给予鞋励，插入简洁的见解（归纳、修正、深化等），

或者间接引起某些学生的活动，如指名学生板演、发言、作

示范等。全员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使思考一步步深化。同

步学习成为班级组织构造的基本形态之一是有其存在依据的

。基础教育必须组织全体学生掌握建立在人类共同经验之上

的基础知识技能、基本思想方法、共同的价值准则等。国家

基础教育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乃是

中小学课堂教学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目标。同步学习中，师

生构成紧密的学习共同体，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朝着共

同的学习目标有效迈步；同时，如果组织指导恰当，也并非

完全排斥学生面对共同的学习内容作富有个性化的建构与自

我教育。同步学习并非静听式、告诉式的。但由于目前班级

人数偏多，教室空间拥挤，一排排课桌有序排放，占据了讲



台之外的几乎所有的空间，学生没有活动的余地，这样的空

间结构有利于静听式的教学，不少教师也习惯于对学生作统

一讲解，因而同步学习容易演变为静听式的学习。学生在“

静听”状态下学习，长时间充当听众角色，容易陷入被动境

地。班级全员在教师指导下同时沿着同一路线前进，从教师

付出的劳动这一点上看，是最经济的，但对有着种种个别差

异的学生来讲，很可能是极不适合的，让全员积极参与同步

学习是极其困难的。在20世纪60年代，D．H劳埃德在英格兰

波克夏阅读大学所做的研究中，发现在讲座中学生的注意力

呈下降规律：5分钟内渐渐进入状态，接着的5分钟内比较稳

定地消化吸收知识，然后很快地感到困惑和沉闷，在整个讲

座中处于低注意力状态，到讲座结束时才稍有回升。麦克凯

奇于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一次研究中分析了整个讲座过程中

学生在不同阶段里记笔记的内容比例，发现在开始的15分钟

内学生可能记录41％的讲述内容，30分钟内可记录25％，45

分钟内则只记录了20％。大学生在静听状态下的学习尚且如

此，中小学生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课堂教学临床指导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