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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些年德国一位学者提出：“围绕普通教学论的探讨已经变得风平浪静。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激烈争论也平息了；数十年来，普通教学论的理论与模式已基本定
型了。
”这位学者询问：在普通教学论中会一现一种新思想吗？
　　传统教学论是否会出现一种新思想？
或者，是否需要出现一种新的视角？
一种新的话语方式？
　　本书即使无法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本书的基本追求之一：转换一种“教学论”的写作方式，比如不以“下定义”为写作的起点，代
之以“教学事件”、“教学历史”的叙述和解说。
“教学”、“教学论”、“课程”、“课程论”、“有效教学”、“有效教师”、“教学过程”、“
教学设计”、“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组织”、“课程资源”、“反思
教学”等等，这些概念在本书中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定义”。
不“下定义”并不意味着没有“概念”的解释。
我们更愿意将“概念”放置在“事件”（或“历史”）中。
这样做是否在执行“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这个建议，我们期望如此。
效果如何，尚难把握。
　　本书的基本追求之二：转换一种“知识观” （或认识论）假设，比如虽然不简单地否定传统的“
旁观者”知识观，但更倾向于“参与者知识观”或“建构主义知识观”，尊重“个人知识”。
在这种知识观的关照下，本书尽管不否认接受学习的价值，但也不掩饰对“发现学习”、“自学辅导
教学”、“有指导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尤其是“体验学习”、“隐性学习”等学习方式和
教学方式的偏爱和向往。
　　本书的基本追求之三：转换一种“人才观” （学生观）假设，比如虽不迷信所谓的“多元智能”
，但本书愿意义无反顾地尊重“多元智能”所提出的“另类人才”。
本书期望那些语言、数学逻辑之外的“另类人才”的生活从此过得不再卑微和委屈。
本书期望学校教育能够将人才的标准转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生产有效产品的能力”。
“多元智能”的理论其实并没有多少创见，它不过“说破”了一个千百年来的经验事实。
可是当这个事实一直被蒙蔽而在加德纳这里被“说破”之后，确实足以而且应该引起学校教育的眩晕
和恐慌。
学校教育如此自以为是地长期以“语言和数学逻辑智能”为选拔人才的铁定标准，倒真的需要有一些
眩晕和恐慌的冲击。
　　本书的基本追求之四：直接关注教师如何有效地备课、讲授、提问、激励等日常教学行为。
本书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地提问，如何有效地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的主动学习，尤其努力
叙说。
　　本，书的基本追求之五：努力比较完整地介绍和分析近现代教学改革中提出的一些“新方法”和
“新理念”，使读者能够因此而大体了解“国际教育新理念”以及“世界教育改革”的面貌。
这也使本书更多地显示为“教学改革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体系”严谨的“教学论”。
　　本书的基本追求之六：倡导“教师成为课程资源开发者”，将“有效教师”的基本使命定位在“
为学生提供足够而有价值的课程资源”。
课程物质资源自然重要，课程人力资源（或课程精神资源）亦不可怠慢。
教师能否成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取决于教师是否有志于由“经验教学”向“反思教学”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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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慎英和刘良华合著的《有效教学论》更多地从理性的角度探讨教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效教
学问题。
有效教学的理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目标和追求、方式与策略。
21世纪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有效教学意味着什
么，有效教学有什么追求，有效教学的过程怎样，如何组织⋯⋯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有益的探
讨。
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作者还对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方法、策略进行了务实的讨论，对有效教学
的方向及教学资源开发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从而使读者明白有效教学实际上是新课程实
施过程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是新课程最终能够成功落实的重要保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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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先得改变导致学生被动学习的单
一学科课程编制和过重的课业负担。
在这种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以前， “师生互动”实现的程度不能不是相当有限的。
超越一定的限度，很可能事与愿违。
从如今的公开课中，不仅可见到教师“满堂问”，还可见到许多“师生互动”的新花样。
如类似电视节目的课，类似游戏的课，倒煞是热闹，只是不知成效如何。
　　课堂提问可算是成千上万教师每日每周都在做的事，这类最平常、最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才是
教育研究中最不可忽视的课题。
然而，多年来教育研究主管当局往往不屑关注这种“小问题”，这才导致把相当幼稚的东西当作“教
学改革的成果”堂皇地展示。
可见，这所教育学院关于课堂提问的初步调查，不仅对于作为调查对象的教师，而且对于空泛的教育
研究风气，都不失为切中时弊的举措。
　　（二）有效“倾听”　　真正有效的提问是“倾听”。
破坏谈话的人总是喋喋不休，善于谈话的人只是提问，并倾听。
　　学生一旦主动学习，教师的责任就由讲授、提问转换为“倾听”。
善于倾听的教师总是能够将学生的“声音”转化为有效教学的资源。
　　倾听是一种对话，好的对话者总善于倾听。
这需要教师在“提问”之后，、给学生留出足够的“等待”时间；为学生的回答提供及时的反馈；关
键的策略是，要让学生感觉教师在等待和倾听。
　　第一，让所有学生都参与“提问”和对提问的“回应”。
有些教师在“公开课”上为了更“安全”、更好按预定计划进行，往往把问题答案限制在自己所熟悉
的范围之内，对于超出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范围之外的答案，就会拒绝。
久之，多数学生将对所谓的“发言”感到乏味而拒绝。
教师总是在等待更确切的回答，要么一个一个地叫下去，浪费了课堂时间；要么直接叫那些能够准确
回答的好学生，这几乎使课堂变成几个学生的舞台和多数学生的看台。
　　第二，让学生感到教师在倾听。
教师的反馈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鼓励或者妨碍学生的参与。
教师在提问过程中显示出对学生的关注、对学生的欣赏，能够极大地激励学生积极回答问题。
教师提问学生的过程应该成为学生相信自己、展现自己、欣赏自己的过程，这种提问方式带来的成就
感和成功体验是一种巨大的学习动力。
　　面对那些回答问题有困难的学生，面对错误答案时，教师不要打断学生的回答，即使是错误的回
答。
有时候，学生开始回答了，却被中途打断，只能听教师对回答的提示；或者，学生开始了一个错误的
回答，马上被教师打断，叫另外一位学生回答或教师代为说出正确的答案。
很明显， “这两种后果都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他要么没有机会说出完整的答案，要么就会意识到他
的答案是如此的错误，以至于根本不值得听完。
也许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有意的，但学生就是这么看的”。
④这样，学生会感到沮丧而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
　　教师需要“容忍”不同，给予知识上和情感上的鼓励。
至少不能把“提问”当作惩罚的手段。
使用“提问”来惩罚学生，这也许是“提问”中最严重的误解之一。
比如对于回答错误的学生，问他一个更难的问题；对于干扰课堂秩序的学生，问他一个不可能知道的
问题；等等。
有的教师可能出于好意，但不管出发点如何，这类问题确实是惩罚。
因为这可能让学生自我感觉更差，自信不足，更紧张，不愿意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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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会对学习过程产生阻碍。
　　必要时，教师需要“追问”、 “补充”和“赏识”学生的回答。
这会让学生感觉教师一直在关注问题的回答进展。
教师的师们不能或很少能控制的。
学生的学习成绩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而不是由他们上的学校和遇到的教师决定。
　　这个令人沮丧的“科尔曼报告”从另一个方向刺激了人们对“有效教师”的思考， “教师问题”
也因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教育者们被搅得很不安。
这些又重新刺激了定义和描述有效教学的兴趣。
许多教育者们认为，既然学校和教师的影响有限，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而，教育研究者们便开始寻求那些似乎能对学生施加最大影响的教师和学校的特点。
于是一个富有成效地研究有效教学的时代形成了。
” 　　在科尔曼的报告发表不久，人们就开始调查那些与“有效学习”相关的教师行为特点。
当研究者们把教师行为和学生表现连接起来，关注的焦点便投向教师对学生的实际影响。
 “有效教师”被认为是那些能够持续地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教师。
　　后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课堂里的“师生互动”，并把它作为现代有效教学的关键。
研究“师生互动”模式的目的在于辨别哪些教师行为能够促成有效的学习行为。
而在有效教师的所有行为中，最重要的是教师是否具有“激励性人格”，比如热情、期望和可信任感
。
　　一、热情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学生“热心”；二是对
自己所教的专业有“求知兴趣和求知信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具有求知热情的教师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值
得去孜孜不倦地追求，并在教学过程中把这种求知兴趣和求知信仰传达给学生，唤起学生对知识的兴
趣和信念，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
学生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教师的这种热情密切相关。
　　教师对学生表现出来的热心，主要是通过与学生建立积极的、支持性的关系。
这种安全的、轻松的、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环境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
好的教师是“真实”的生活中人。
　　面对那些回答问题有困难的学生，面对错误答案时，教师不要打断学生的回答，即使是错误的回
答。
有时候，学生开始回答了，却被中途打断，只能听教师对回答的提示；或者，学生开始了一个错误的
回答，马上被教师打断，叫另外一位学生回答或教师代为说出正确的答案。
很明显， “这两种后果都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他要么没有机会说出完整的答案，要么就会意识到他
的答案是如此的错误，以至于根本不值得听完。
也许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有意的，但学生就是这么看的”。
④这样，学生会感到沮丧而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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