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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俄语教学过程优化》本质上是讨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两个教学主体心灵的塑造，即智慧的
启迪、情感的升华、意志的锻炼。
师生的内在潜力得到唤醒，洋溢着教之乐、学之乐。
反之，只见物，不见人；只见粗，不见细；只见外在，不见内在；重科研，轻教学，重学位，轻学识
的观念使教学行为消极无力⋯回忆过往，在我们的脑海中不难提取出优秀教学班级的实例，教师之所
以教得好、学生之所以学得好全在于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在焕发，师生不断地挖掘内在动力，师生的
心灵变得越来越美好。
　　我在《俄语教学过程优化》这本书里就是想和大家讨论以上所涉及的教学优化的根本问题，涉及
师生怎样塑造自己的心灵，怎样成为主体的人。
教师怎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指导者，育者。
学生怎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者，习者，主人。
在教学实践中我深深地感悟到，教学客观条件的完善（如，教材更新、现代化教学手段配套等）固然
将使师生如虎添翼，然而，师生的心灵健康（智力品质与非智力品质均衡）是保障优质教学的第一要
素。
须知，使用教材的是两个主体，驾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也是两个主体。
主体性强的师生和主体性不强的师生利用良好客观条件的水准大相径庭。
　　我在自己出版的书中（《俄语教学心理学》、《怎样学习俄语》、《俄语教学法研究》）详尽地
讲述了怎样教好俄语、怎样学好俄语，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近年来我又逐渐发现，最好能和青年教师们切磋科学教学理论怎样融入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否则，理
论没有进入教学细节，教学过程还是老样子，课堂教学效果自然难以攀升。
在本书中我将直面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将150个我自己经历过的，有着理论印记的教学实例奉献给大
家。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得到来自年轻同行们的各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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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眼于完善作者俄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本书力图使俄语教学的综合理论基础：哲学、
美学、心理学（核心理论）、教育学、语言学、外语（俄语）教学论等完全融入教学环节，教学细节
之中，以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
本书理论阐述明了，含教学实例、教学案例60个；实践操作可行，含教学实例、教学案例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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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国辰，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俄语教学法博士生导师。
从事俄语教学工作45年，从事俄语教学法研究近30年。
著有《俄语教学心理学》、《怎样学习俄语》、《俄语教学法研究》，译有《中小学教师应用心理学
》。
曾获北京大学第三届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奖等6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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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及操作示例（备课环节第一步）    二、教师课前教授当课动机的形成（教师动机的自动）及操作
示例（备课环节第二步）    三、教师课前对当课教材教授兴趣的激发（教师兴趣的自动）及操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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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新课过程中对学生感知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师他动：增强学生的认知品质）及操作示例（
知识环节第一步）    二、教师以学生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他动：激发、增
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操作示例（知识环节第二步）    三、教师帮助学生将当课重点语言知识收获到
位（教师、学生认知的互动）及操作示例（知识环节第三步）    四、学生自我检查对新语法现象和本
课主题词群的掌握（学生检查认知效果）及操作示例（知识环节第四步）    五、本课题理论与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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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环节的优化    一、教师设计高效言语交际练习（教师认知、情感、意志的自动）及操作示例（技
能环节第一步）    二、学生发挥想象力，做好言语交际练习的准备（学生认知、情感、意志的自动）
及操作示例（技能环节第二步）    三、师生营造良好的课堂心理气氛，创造性地完成言语交际练习（
师生认知、情感、意志的互动）及操作示例（技能环节第三步）    四、教师做言语交际练习讲评（师
生认知、情感、意志互动的回顾与展望）及操作示例（技能环节第四步）    五、本课题理论与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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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主体、学生主体在教学认知活动中合作的“良性循环”图景    二、教师主体、学生主体在教
学情感、意志活动中合作的“良性循环”图景    三、教师主体、学生主体在教学认知、情感、意志互
动中合作的“良性循环”图景    教学案例（总28）（内在的自由）    教学案例（总29）（课堂鼓舞着
我们）    教学案例（总30）（成功的语言学习）  课题5 思考题  下篇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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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学过程的本质是认识过程，简约的四个字蕴涵厚重。
以上提到的“实践”、“发展”、“情知”、“双边”等关于教学过程本质的观念均可存于“认识过
程”的界定之中。
简言之，依马克思主义观点，教学过程的认识与实践始终统一于一个整体。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教学的认识过程已含“实践”的内容。
当然，教学过程有其认识和实践的特殊性。
教学认识过程的优化是通过师生刻意发展自身品质来实现的，认识活动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
发展”。
教学过程是师生通过发展进行认识活动，从而达成自身发展的过程。
教学的认识过程已含“发展”。
而“双边”指教学的两个主体，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二者的作用是使教学认识活动自主化。
“情知”指认知和情感等。
认知即认识过程，是教学过程的实体部分，情感等是认识活动的动力。
如果认识过程正常进行，那就意味着认识过程已经获得积极情感、意志的参与。
以上议论的“实践”、“发展”、“双边”、“情知”涉及对教学过程本质的定性，强调了“教学过
程是认识过程”这一观点的概括性、准确性、正确性。
一些其他提法或未能击中事物本质，或形成概念的对立。
（如，我们不必要对此定性为：教学过程既是认识过程，又是实践过程。
）我们认为，教学过程的本质是认识过程，是心理过程是因为这一过程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
想象等认知因素（智力因素）协同活动的过程。
然而，没有动机、兴趣、情绪、情感、意志等情感、意志因素（非智力因素）的正面介入，课堂的认
识活动则难以优质地进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心理现象包括两个方面，心理过程
和个性心理。
心理过程是心理现象的基本方面，而认知过程则是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的基
本方面。
已故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在他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一书中对教学的心理历程作了简要的说明：“在我
们的学校里，受教育者主要从事学习活动，也从事劳动、文艺活动、游戏、体育活动以及其他适当的
社会活动。
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实现着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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