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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学生能否自主参与教学活动是学生能

否成为活动主体的明显标志。也就是说，只有学生

在情感、思维、动作等方面自主参与了教学活动，学

生的学习主体性才能充分体现；只有学生的主体性

充分地得到体现,课堂中的素质教育才能真正落到

实处[1]。伴随着“减负”的实施和素质教育的推进，

以主体性教育作为研究指向的自主参与教学中人

的主体意识、主体潜能、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等的

弘扬与发展，成为自主参与教学的研讨要素。

1 面临的现实：人的本原的失落导致教学过
程的无序性

从教学哲学的认识层面看，学生学习水平的跃

迁，素质潜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教学目标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一切指向于学生认识的教育都必

须通过学生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才能被学生所接

受，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人的本原性内涵侧

重体现在创造性、发展性上。其中，主体性和参与

性是人作为认识事物的主体、积极参与体验活动过

程本质属性，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正向累积人格素

质、自信、自立等自我意识，逐步形成原发性和继发

性激励、有效调控、辩证评价等的一种特点。最终

实现人的素质的自我发展，成为能适应未来社会需

求的创新性人才，故主体性和参与性是最为基础的

内涵特征，它决定个人的创新意识形成水平，以及

人的未来发展程度。

根据对教学过程的指向性调研发现，目前相当

多的课堂教学沿袭了传统教育中忽视学生存在和

发展潜能这一弊端，人的本原在教育教学中严重失

落，在体制、内容、方法、目标等发面与教育价值相

背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导致个性和创造性的缺

乏。因此，如何确认教育与人的本原的关系，赋予

学生的主体参与地位，依然是主体性教育面临的问

题[2]。

教学过程的无序性的存在，就直接导致了教育

过程的不和谐，涉及当前教育的若干层面，诸如减

负、素质发展等，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不容易变革固有的观念，教学思想上的

因循守旧，对时代性教学理念漠视，甚至认为是“空

穴来风”。

其二，教学内容和学习目标设置忽略素质的全

面发展，例如不照顾学生的生活体验，强调传授传

统知识和培养单一的解题能力，不顾及知识的时代

性和能力的创造性，不反映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所

在。

其三，教学过程的不协调，对学生心理活动的

视而不见，忽视学习心理的内在动力系统的存在，

学生原发性和继发性学习动力的释放受到极度压

抑，由此涉及到心理素质的各方面。

其四，教学思维和策略的陈旧，刻板单一的单

向传输降低了教学的时效价值；过多地关注教师的

教，很少关注学生的学，即便是教学改革也大多停

留在教法上，学法指导的研究太少。

2 教学的着眼点从怎样纠正缺点错误转变到
怎样激励学习潜能

学习潜能和缺点错误这两者是相互渗透的，是

针对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尤其是表现在解读学生

的视点、蕴含的教育理念是相对的、甚至是截然不

同的。纠正缺点错误是对激励学习潜能的支持和

补充，激励学习是对克服缺点错误的包含兼容，即

是在培养主体意识、给予主体地位、弘扬主体人格、

激励主体潜能等的实践过程中强调自主性和参与

性，通过学生注意力的自我正向性转移，对缺点错

误实现自我抑制，最终达到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化

解。

2.1 氛围形成与潜意识投射

传统教学比较注重纠正学生的错误。从这一

角度来分析教学现象，审视问题。首先要求学生改

正缺点，纠正错误，做一个好学生，在教学中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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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找不足，从审视（近乎挑剔）的视角寻找学生学

习过程的缺点错误，去审视学生。家长的评价也大

多是：反应慢、不听话、贪玩好耍等劣性评价的语

句。学生在这样的意识氛围中，也自觉不自觉的认

同了缺点错误多，问题严重的自我形象，在发言、谈

心得体会时总是说，这一周我改正了什么缺点，纠

正了什么错误，还存在哪些缺点错误需要进一步纠

正等。似乎就是一个缺点错误的集合体，久而久

之，“皮革马利翁效应”的负面效应就这样真正的投

射到学生身上。

2.2 评价机制与学习的直接对应关系

在教学评价方面，传统的教育过多的使用负面

评价，从教育者的主观意愿出发，依此来区分等

次，刺激学生，引起学习欲望。其实，负面评价的

教学效价太低，不利于学生潜能的自主发展。教育

心理学上的“托兰斯实验”（The Torrance Test）指

出，外在劣性评价可以帮助人纠正缺点错误，但只

占7%左右，而超过92%的缺点错误是在激励、优性

评价、弘扬自主理念的氛围中纠正的，尤其是在自

我发现自我醒悟后通过自身意志战胜而得以实现

导正。

2.3 关于学习的内在动力系统

在学习过程中，间接兴趣、有意注意、原始动

力、意志、情感等构成学习的内在动力系统，这一内

在动力系统是原发性内核继发性的相互渗透，在认

知学习过程中发挥个别的心理功能。并且，学习的

内在动力系统的功能密切依赖于学生地位的给予，

建立在主体性潜能的激发和释放程度上，与学习效

果呈正态分布。例如，学习动机是支持学习积极性

和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只有具有正确的学习动机，

才能对学习充满激情，专心致志，以顽强的自制力

和毅力战胜学习内外的困难和困惑，才可能取得优

秀的成绩。总之，从教育心理的层面，主体性潜能

的激励比较注重人的内在动力系统，如果没有间接

兴趣的维持、有意注意的集中、正确的动机，没有稳

定的意志和积极的情感指向和支撑，学习的内在动

力系统就难以开成。

自主参与教学要求教学过程由教师的教转化

为学生自主的学，实现学生由“学会”到“会学”的转

变，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教学中给学生提供一

个能够充分表现个性，激励创新的空间，让学生自

己动手、动脑、动口，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对课堂学

习的时效性和实效性研究，有的教师作了比较（见

表1）[3]。

表1 课堂学习的时效性比较

优化教学过程，要注意学生的认知惯性特征，

要研究学生思维个性，教学设计要思考：学生是怎

样获得知识的，能力是怎么累加的。上课的过程应

该侧重思考如下问题：学生最容易理解的导语提示

是什么？最短的思维路径在哪里？最快识记反射

是怎样形成的？哪些问题让学生自主探索而获得

解决的方法和结论等。

3 后进生观念的转化和教育切入点
不承认差生，只承认个体差异的存在，并且个

体差异也不是学习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

方面，这是自主参与教学实验研究应当接受的基本

观念，也是主体性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3.1 转变后进生的观念突破

在教学观念上，有关后进生的认识并不一致，

各种认识误区客观存在，例如把差生的形成归咎于

遗传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素质的差异[4]。而

主体发展性教育哲学对人的本原的认识不太承认

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也不大承认荀子的“人之

初，性本恶”，而倾向于“人之初，无善恶”，总之，主

体教育观念不承认差生的存在，而看到每一个学生

都蕴藏着自主性、参与性、创造性，发展性等方面的

学习潜能。

3.2 有关对差生、后进生的保护性教育

对于差生、后进生的存在，有太多理由为教育

者开脱，如家长素质不够、家教方法不当、人际氛围

欠和谐、社会观念误导等。但差生毕竟作为一种教

育现象存在，人们也承认这么一种推论：没有学生

甘愿自暴自弃而廉价处理自己的人生，他们极可能

由一次教育者自己不经意的劣性评价开始，经过学

习成绩差，演变到打架、赌博等，在许多时候，他们

也常常对自己的沉沦反思，其内心体验是极其痛苦

的。作为教育者，换位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差生的旷课、抽烟、打架等不良行为表现，是一种倾

斜心理的自我矫正、寻求适度的心理平衡，是一种

迫不得已的自我保护行为。

3.3 转差的教学策略——目标教学体系

布卢姆掌握学习理论认为，学生都是优秀的，

都具有个别的、有价值的思维个性，都有达到掌握

的学习潜能，都存在着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由此，

实施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需要侧重从基础知识

学习方式 知识点/时间 一周后的保持率

提纲学习 20/55 大于85%

讲练参与 20/30 60%~75%

结论式 20/15~2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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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技能的水平进行教学设计，注意难易、深浅

的循序渐进性，充分内化教法学法、练习项目起点、

讲授时间控制、形成性检测、有效评价等教学变量，

并注重把握知识、技能、情感与认识的联系，每一个

学生都可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4 探索教育个性化走向个性群体化的实践策略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

力，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教育个性化的实践，取决于探索教育个性化

走向个性群体的策略，这是自主参与教学实验又一

研究的方向。

教育个性化的再认识。现代教育理念认为，科

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每一次突破，都必须通过个体

来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尤其历史人物）的

个性特征，通过人的个性思维来实现。21世纪的教

育教学，需要充分地关注学生的个性，教育和科技

的创新不能偏离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以人与自

然的协调为本的实践性内涵。现代教育必须尊重

人的个性，教学过程要给予学生的主体地位，要重

视学生个体的存在，要看到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

教育观念定位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谈及培养学生

的自主意识和主动进取精神。

4.1 教学个性化

要承认学生是课堂教学中的主要角色，是教学

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主体，拥有时间的主要支配权，

在课堂读写、答问、讨论、学习识记编码、思维训练

等过程中，不论对错都能大胆地表现自我。然而，

我们的教育大多模式化，教育过程不承认学生的个

性、更不去研究学生个性心理的保护和发展，千篇

一律、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教学要求的硬性太大，

分数的获取是以学生的个性锋芒的磨损为代价、以

早慧意识的泯灭为代价而换来的。

4.2 教育个性化走向个性群众化

这实际是对个性化的一种“扬弃”，一种面上的

推广，通过这一实践，已达到全体学生知识、能力、

个性这三者的协同兼容和素质的有序发展。例如，

在教学上把学习个性化导向个性群体化，就可以允

许学生在完成作业后，互相之间阅读作业、修改自

己的解题方法、不要求整齐划一的学习形式和结论

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实践。

4.3 教学思想的个性化

教育个性化还强调教师方面，注重教师的教学

思想、教育方法、教育技术运用的个别性和创新性，

这三方面都集中指向于教学思想的个性化。现阶

段对教学思维个性化的研究，要实现教师角色的转

移，即由课堂权威（主宰者）向主导者向合作者向研

究者的转变。

总之，自主参与教学需要从“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的视角，关注教学的主体意识、主体潜能、主体

地位和主体人格等因素，实现教学中人的本原的回

归，同时也要研究现实，研究微观的教学过程即要

遵循和超越的四条认识边界，教学的着眼点从怎样

纠正缺点错误转变到怎样激励学习潜能，重构“差

生”观寻找转差的切入点，注意的中心从学科知识

的本身转移到学科知识的获取过程，探索教学的个

性化走向个性群体化的实践策略。由此教师建构

新型的教学观、学生观、课程观以及课堂秩序观，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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