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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67742.htm 活动教学是建立在“活

动理论”基础之上的。活动理论源于康德与黑格尔的德国古

典哲学、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

利亚等人的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学说，他们认为活

动是主体运用工具和符号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其结构系统如

图3-2。图3-2 活动系统这一系统包括生产、消耗、分配、交

流等要素。所谓生产便是主体在目标、意图的引导下以工具

和符号为中介，将客观转换为主体所期望的结果。主体并非

单个人。活动系统是群体性的建构过程，不能简化为个体行

动。群体性的建构活动必然要求按一定规则、惯例，组成共

同体，作一定的分工、交流，协同行动，并伴随着必要的能

量和资源的消耗。同时，活动主体通常需借助一定的工具、

符号系统作用于客体。工具、符号成了活动所必需的手段，

它改变着活动的性质、效率；同时又不断被人的活动改造。

活动理论强调活动不仅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的发展

的必要方式。主体在从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必

然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吸收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将自然物改

造为各种生活、生产工具，延伸、扩展自己的感官、肢体、

大脑，将外在于人的一切客体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经验、

审美情趣；同时又通过分工、交流、协商，把人类历史所积

累下来的丰富的知识、经验、智慧内化为已有。思维、意识

是活动的内化，由活动促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它就会变

得不可理解，也不能发展。在这里，身与心、活动与意识、



外仕与内化、直接经验与间接知识等是共生的相互依存关系

。活动教学是在真实而富有意义的任务驱动下的“做中学”

。活动任务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生活问题的分析解决，如正

午太阳高度的观测、社区垃圾处理方案的设计；实验探究性

质的，如植物生长与阳光之间因果关系的验证实验、音乐对

植物生长影响的探究性实验；有信息交流性质的，如举办某

一专题的报告会、信息发布会，等等。任务尽可能是真实的

。如果是创设的模拟情境、游戏情境，也要尽可能逼真。所

谓“交际仿真”、“情境逼真”、“游戏当真”，同时蕴含

着一定的教育性，渗透着一定的学科知识背景，并不是任何

现实生活任务都可以搬进学校、搬进课堂。真实世界的任务

问题诱发并强化了学习者的动机、兴趣，这与传统课堂上种

种孤立的认知学习和单一的无实际意义的技能训练是不同的

。同时，现实任务驱动下的活动要求学习者手脑并用，全身

心参与、体验，在做中学（任务即做事），这与对事物静止

的模仿有区别。既不应将活动教学等同于书本知识学习，也

不应将它限定于排除书本知识的直接经验的积累。活动教学

是以学生自主活动为基础的团队学习过程。所谓自主，不同

于一般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讲，学生听”，或者“教师问，

学生答”，而是能自尊自信，自我肯定，维护独立人格；自

我决断，独立思考，遇事有主见；自我调节，按自己的计划

、意图展开活动，不是听凭他人任意摆布。自主活动不能简

化为孤立个人行为。对活动效率的改进、对活动方式的学习

与调适、群体归属感、对友谊的追求等等，都需要展开各成

员间的分工与协调、合作与竞争、交流与分享，尽管种种人

际互动又常常是以个人的独立思考与行动为基础的。活动教



学中的人际互动包括两个方面：同伴互动与师生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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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