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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67756.htm 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

述、问、答等等都是导向学生的行为，即从学生原有的知识

经验出发，从他们的学习需要出发，加工处理教学内容，以

适当的方式输出教学信息，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施加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同时，学生也通过反馈评价、模仿等途径对教师

产生影响。教师的教以学生的学为依据，为出发点和归宿；

学生的学因为教师的教而变得富有成效，充满生机和活力。

这是师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过程，具有

双向互动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称教学行为为交

往行为。没有交往，缺乏互动，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

的教学。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把所有的交往行为归结为教

学行为。教学交往与其他交往行为相比，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是它的社会规范性。教学交往主要是一种社会角色交往

，所涉及的社会一类人与另一类人的关系，而不是个人情感

状态的自由选择关系。作为社会成员的教师肩负着一定的社

会责任，与社会、与家长之间形成“契约关系”，必须按照

社会期望的统一要求施教。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教师的期望

在不断变化，要求教师转变角色，建立新型师生关系，而不

是消解教师与学生角色。师生也不可能还原为没有“教师”

和“学生”角色概念的抽象的人。他们在课堂上的交往是公

开的，受到社会现实原则的支配，同日常生活中的私下交流

、随机交往是有区别的。第二是它的可理解性。课堂交流是

师生间以可理解的方式共享知识经验、分享思想情感的过程



，是以教学语言、教材为媒介的双向理解过程。这里的“理

解”不仅指领会、把握知识经验的认知过程，也是指人际间

的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相互接纳过程，是主体不断消除误

解和障碍、反思自身、达成自我理解、自我发展的过程。作

为教师，应“理解学生，教在心灵”；作为学生，要“理解

教师，勤学奋进”。第三是它的动态生成性。不能把课堂交

流看成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过程。知识经验、思想情感的彼此

交流、碰撞，可以产生新知识、新思想。这同没有增值的物

的交换过程有着质的区别。在教学信息交流过程中，一方面

是处于身心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儿童，内在的情感、想象力

、潜能在教师的感召、同伴的启迪和自我的激励下得以开掘

；另一方面，教师也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体会到个体生命价值

，获得专业发展，享受到课堂生活的乐趣。教学交往行为因

教与学双方在交往的发起、展开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

作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类型的行为模式。我们将它分为讲授

教学、对话教学、活动教学三类。教师将现成的知识、经验

、结论直接显示给学生，并作必要的举例、阐释，学生主要

通过聆听和观察作接受式的学习。整个交往过程是由教师直

接控制的。教师根据课程标准及教科书，根据自己编制的教

案启动教学活动，直接呈现知识，学生则聆听教师的讲授，

观察记录教师的板书，在交往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主导的

地位。课堂教学主要表现为主导者教师完成教学计划，达到

自己预期的知识传授、能力训练目标的过程。交往过程主要

表现为教师主导下的倾斜模式。1．讲授教学讲授教学中，教

师主要借助口头言语，将知识内容呈现给学生，具体呈现方

式有讲述、讲解、讲演等，同时辅以必要的板书和声像显示



技术。随着视听媒体尤其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应用，声像呈

示行为绝不仅仅停留于向学生提供具体形象的感性材料，而

是逐渐与整个教学过程加以整合，推动着教学内容呈现方式

、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及师生互动方式的深

刻变革，甚至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对学生进行“教学”

。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课堂教学研究的范畴；同时，这种“

人机”互动也不可能取代“人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2

．对话教学如果说讲授教学主要由教师控制的话，那么，对

话教学本质上应当是师生平等参与、共同活动的过程。主要

特征有三。一是问题引导。双方须有共同的“话题”，有“

话”可“对”。话题就是问题，就是不断向对方质疑问难。

一旦“问题”被“消灭”了，对话也就暂时终止。二是双向

互动。提问与应答不断转换着，一方不依附于另一方，不主

宰控制着另一方，彼此间蕴含着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对话双

方都要兼顾对方的意愿，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都有可能突

破原有体验与理解的局限性，获得新见解。与逻辑连贯、意

义确定的“独白”不同，对话的逻辑是开放的。三是和而不

同。这既是指处理相互关系时所持的一种态度和立场，也是

指对话的结果。和谐相处，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苟同、依

附他人，才能建构一个积极的自我。对话须寻求“共识”，

产生视界融合，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对差异的尊重、理解，

达到“共生”状态。课堂上的对话行为主要有两种：师生对

话与小组讨论。前者指师生之间互动交流，后者侧重于学生

小组内的交流活动。3．活动教学活动教学以“活动理论”为

指导，将学生的学习视为任务驱动、全身心参与的自主性活

动过程。在学生的自主性活动中，教师只是作为“辅导者”



的身份出现的，学生成了互动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主

导着教学交往的内容、进程与方式，教师与学生一起学习、

探究，应学生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咨询、帮助。值得注

意的是学生的练习活动。做练习挤占了中小学生大部分课外

活动时间，同时在课内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学生练习的时间

、内容、方式、结果等等，都与教师的练习辅导行为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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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