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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虽然古已有书院教育和辩经讲坛等以学习者的参与和以思辩见长的教学形式，但是近现代以
来，我国的课堂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以改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充当接收的容器，即使是在大学，
甚至是研究主阶段都难免如此。
这个问题被社会广为诟病，学术界有许多关于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探讨，然而实际操作层面的研
究至今仍比较匮乏。
面本书中探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完成本书校译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开始攻读博士，每天都要目睹和亲历各种各样的讨论，有些组
织得相当成功，有些却也不尽如人意。
自人古希腊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问世以来，讨论就长盛不衰，而研讨课serIlinar）这一概念也逐渐深
入人心，并且在学校教育中被广泛采用。
在我国，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里，对于“seminar”人们或许并不陌生，曼很多时候它仍只是一个舶来
的名词而已，仍然是由教师主宰，学生很匪畅所欲言。
即使在本书作者所在的美国，也并不都很成功。
很多时候于话其实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一问一答，学生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深人的对话。
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看似简单，实则大有乾坤，特别是作的辅导者如何在控制与放手之间平衡。
此外，如何开场，如何提问，什么时候介入，以什么方式介入，如何让不同性格的学习者都能够直抒
己见又不影响别人的发言，如何结束讨论，如何保持系列研讨课之间的连惯性等等具体的问题，书中
作者都为我们预备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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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教育专家迈克尔·黑尔和伊丽莎白·斯蒂关于课堂讨论的一本力作。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探讨了以学生为中心、基于文本的课堂讨论形式，通常也叫做研讨课（seminar）
。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研讨课的基本构成，以及怎样计划研讨课。
    第二部分，作者主要分析了影响研讨课的四个重要维度，包括安全感、真实参与性、挑战性和主导
权，并且开发了一套研讨课辅导者的决策模型。
    第三部分，作者根据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针对研讨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策
略和方法，如反思、画关联图、录像、同伴指导和分享、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
    在本书的附录中，作者还提供了研讨课清单、研讨课计划表、研讨课辅导者反思表、研讨课支点评
估图、研讨课辅导者决策模型等样表，以供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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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chael S.Hale，曾任教师、校长、专业发展专家、教授、大学管理人员和教育软件执行人员。
他对学生探究的激情促使他长年致力于各种领域中的以参与者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国家人文教育中心（Paideia）的教学人员，他曾与许多教师和学生们一起开发知识和技巧，致力
于基于观点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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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混乱状况附录　附录A：培训指导  　运用这个框架开展专业发展  　与教师团体一起工作  　自我
发展／与教师个体一起工作　附录B：可重复使用的样本材料  　研讨课基本清单  　研讨课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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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避免混乱的状况　　如果大家没准备好，而辅导者只是坐在那儿袖手旁观的话，就会产生无政府
主义。
讨论更多地听起来像是一个争吵，或是一系列的打断，或是一些学生被排除在外，而不是互相尊重的
讨论。
有时在更有经验的研讨课中，如果辅导者认为参与者不需要帮助时，也会产生微妙的无政府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辅导者只抛出开场白问题，然后在余下的时间里很少或从不说话。
这种撒手不管的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如果学生们真正承担起整个讨论的话，但是辅导者应该不断地
思考是否这个群体需要任何介入或是支持，来帮助他们得到更深的理解。
如果研讨课成员准备好了围绕中心进行讨论的话，那么辅导者必须随时放弃干涉。
　一旦其他的三个支点建立起来，一个研讨课将变成由学生自己推动的，如果辅导者能够放弃一些直
接控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辅导者更愿意变成司机的驾驶教练，坐在副驾驶位上。
一些辅导者并不足够信任他们自己和／或他们的学生“跟着讨论走”，即使讨论与辅导者预见的相去
甚远。
那些辅导者，就像芬妮女士一样，想要按照他们计划的顺序问所有的问题。
然而，只要对话仍旧是基于文本的，始料未及的方向就是无可厚非的。
如果辅导者能够正确地让学生反思他们如何对话的话，他们就可以自我调节了（当他们跑题的时候能
够彼此提醒，或是要求进一步澄清，等等）。
辅导者然后就扮演综合剂、复述者、偶尔的倡议者的角色，而非对话的主要先锋。
辅导者放松控制　变为副驾驶，放弃对研讨课的直接控制对有些辅导者来说很难。
这样的困难有两个主要原因：辅导者在任何自身不是主要焦点的活动中都有困难；或者辅导者会陷入
让学生们探究某一个特定问题的状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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