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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 底是 西方 启 发式教学的创 立者
,

他 所倡导的
“

产婆术
”

教学法 因符合教 学规律

和学生 主体性
、

创造性培养与发展规律
,

至今仍拥有强 大 的 生命力
。

本文 分析 了这一教 学

方 法的 实质
、

步骤
、

原则
、

特点
,

重点 剖析 了它对 当今学校教学的 重要实践价值
,

最后提

出 了应 用该 方 法 所要注意和改进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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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 S
o c o te 、 ,

公元前 4 6 9 年 一前 3 9 9 年 )
,

古希

腊雅典著名的哲学家
、

教育家
,

西方启发式教学 的创立者
。

他在教学中终生倡导
“

产婆术
”

教学法
,

提 出教育者只能

如助产士帮助产妇生子那样去启发和引导学生 发现真理与

获得知识
,

绝不能代替学生学 习和思考
。

这一 教学方法对

西方国家的教学活动产生 了深远 的影响
,

对我 们的教学实

践也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

苏格拉底认为
,

教 育的 目的是通过认识 自己 达到获得

知识
,

最终成为有智慧
、

有完善道德 的人 ; 教育者的任务

不是臆造和传播真理
,

而是做新思想 的
“

产婆
” ,

去 引导
、

帮助受 教育者发现真理
。 LI] 为此

,

他在 教学 中奉行
“

内

发
”

的教育理念
,

采用问答方式来 引导学 生思 考以达到教

育的 目的
。 l省

“

产婆术
”

教学法本质上是一种师生平等辩论 以揭露矛

盾
、

克服矛盾
、

最终获得知识 并发展能力 的教学方法
,

也

是一种帮助学生纠正错误观念并产生新思想 的艺术
。 l3J 这

一方法包括四个步骤
: 1

.

反话
。

从所讨论的论题 出发
,

苏

格拉底针对学生 的回答 不断地 提出反问
,

即使学生答错也

不立 刻纠正
,

而是接着 提出补充问题加以 引导
,

使之 发现

自己认识 上的矛盾
,

承认 自己 的无知
,

否定 自己所肯定过

的错误意见和观点
。

2
.

助产
。

苏格拉底认 为 自己 在这一环

节的任务是充当智慧的
“

产婆
” ,

以 暗示性 的语言和作相关

示例的方式进一 步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

主动发现新

知识并走上正确认识的道路
,

进而得出结论和获得知识
。

-3

归纳
。

通过对讨论所涉及的具体现 象
、

具体事物进行 比 较

分析
,

找出它们的共性
、

本质
,

即由特殊 上升到一般
。

4
.

定

义
。

将所讨论的具体现象
、

具体 事物归人一般概念
,

得到

关于它们 的普遍性认识并清晰地表达出来
。 l’]

“

产婆术
”

教学法有三个必须遵循的实施原则
: 飞

.

准确

设 问
。

苏格拉底对任何论题 的讨论都有 自己 明确的教 学 目

标和需 要达到的教学要求
,

讨论的论题时代性很强
,

多是

当时学 生们关心或 困惑 的问题
,

提出的问题 也都有鲜明的

针对性
。

2
.

适 时提问
。

在讨论 过程中
,

苏格拉底常常是根

据学生 的现实水平 和回答问题 的实际状况
,

恰到好处地提

出启始问题与后续 问题
,

以使学生及时得到启示并跟循自

己 的思路将讨论持续下去
,

保证讨论 紧扣论题
。

3
.

渐次推

进
。

苏格拉底极为重视对讨论内容递进性的把握
,

在整个

讨论过程中采取由浅人深
、

由表及里
、

最后接触问题核心

的方式来推进讨论内容
,

以 此活跃学生 的思维
,

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
,

引导他们积极思考和探索
。

“

产婆术
”

教学法
,

对当今学校教学有着重要的实践价

值
。

1
.

确 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过程中
,

学 生是学习 的主人
,

学生主 动的学是

有效教学 的前提与基础
,

教师 的主导作 用要 通过学生 学习

主动性的发挥才能在教学 中体现出来
。 lS] “

产婆术
”

教学

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学生置于教学的主体地位
,

教师充当

催生新知识
、

新思想的
“

产婆
” 、

使学生拥有思考和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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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
。

对学生的求知
、

困惑
,

教师并不直接给予具体知识

和现成答案
,

而是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学生的接受能力
,

以互动式 问答来启发
、

诱导学生知其不知
、

知其所知
。

即使

学生偏离正确 的认识
,

教师也只是 以旁敲侧击 的方式将其导

人正 轨
,

鼓励学生一步一步地思考
,

主动发现 自己的错误
,

同时也发现问题的正确结论并获取新知识
。

如此循环往复以

后
,

学生不仅在互动教学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教师所要传播

的知识和思想
,

不断充实了自己 的知识结构
,

而且也由于掌

握 了解决问题的逻辑进程
,

增强了认知的迁移能力
,

能够在

学习 中触类旁通
,

举 一反三
,

极 大地提高学 习 的质量和效

率
,

而教师的教学也能因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2
.

构建 民主平等 的师生 关 系

教学过 程是由教师和学生两部分人参 与的
,

二者 为完

成共同的教学任务进行交往 而产 生的师生关 系极 大地 影响

着教学 的效果
。

民主平等 的师生关系本身就是最好 的教学

方 法
,

它 不仅利 于教学活 动的顺利开展和提 高教学效率
,

而且有助于学生主体性作用 的发挥
。 6[] “

产婆术
”

教学法

就是师生共同处在平等地位上 的教学方法
,

它 在实施 的全

过程 中即以互动对话
、

共同讨论
、

相互合作的方式生 动地

体现 了师生关系上的民 主氛 围和人格平等
。

在互 动问答 中
,

教师从信 任和尊重每一个都有主体性 和独立人格 的学 生出

发
,

不 自以 为 自己知道一切
,

不 以权威和知识 的拥有 者 自

居
,

而是作为助产 士与学生 一道平等地 展开 和深化讨 论 ;

学生所产生的敏感回应则是 以教师为合作伙伴和交心挚友
,

大胆地表 达 自己 的思想与吐露心声
,

使 寻找答案和探索 新

知的交流与思考在民主
、

和谐的气氛 中进行
,

最后达 至师

生认识 的一致和心灵 的沟通
,

产生教师所期待的教学效应

并达到促进学生 自主发展的 目标
。

3
.

注重学生潜能 的开发
“

产婆术
”

教学法 的可贵之处在于侧重学生 的思维训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培养
。

它不是 以直接 向学生传授知识

作为教学 的惟一追求
,

而是把训练学生发 现
、

运用知识 的

思维
、

能力作 为教学 的中心任务
,

帮助学生发 挥 自身 的潜

能
,

沿着 由特殊 到一 般的认知路径来引导学生 获得规律性

的知识
,

这有利 于学 生学 习能力
、

综合运用知 识的能力 以

及创造能力的发展
。

4
.

重视扩展学生对人类思想及文化价值 的理解

通过教学让 学生获取知识
、

发展能力 是教学 的重 耍 目

标
,

但不是教学 的终极 目标
,

教学的终极 目标是使学 生能

够 扩展对人类思想及文化价值的理解
。

这是一 个学生 接受

学 校教育所必须具备的
、

也是应得的教育结果
,

它对 增强

学 生的人 文素质
、

培养其人文精神是不 可或缺 的条件
,

有

着 重要的作用
。 冈 说教性教学和听说读写

、

计算
、

解决问

题等技 能方面的训练可 以使学生获取 知识 和发展能力
,

但

却 不能完全
、

充分地起到扩展学生对人类 思想及文化 价值

理解 的作 用
。 “

产婆术
”

教学法 的亮点在 于不仅把教学 过

程作 为知识传授
、

能力培养的过程
,

而且 也把教学过程 作

为师生之 间意识共享的过程
,

即教师和学生通过互 动式 问

答将 自己对所讨论问题的认识
、

观点充分地表达 出来
,

进

行批判性思 考和探究
,

在相互交 流中达到共享
。

在 意识共

享 过程中
,

教师在学 生掌握了问题所涉及 的知识 的同时
,

进一步引 导学生认识蕴涵于知识之中的人类思想及文 化价

值
,

让学生对此拥有自己 的见解
,

从而为学生人文素质 的

形成
、

人文精神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应用
“

产婆术
”

教 学法
,

要充分 把

握它 的适用条件
、

适 用范围 以及局 限性
,

既要遵循它 的实

施要求
,

又要因时
、

因人制宜
,

创造性地运用它
。

1
.

教学对象必须已 经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逻辑推理

能力
,

必须要有追求知识的愿望和热情
,

必须就所讨论的问

题积累了一定的事实和知识
, !呀 以保证讨论 能够顺利进行

与深化
。

2
.

教师要 以全新的视野认识教学过程 中学生的主体地

位和师生关系
,

要对
“

产婆术
”

教学法有 全面
、

正确
、

深

刻的理解并进行必要 的演练
,

要有合理 的知 识结构以 及适

合互动式问答需要 的应变能力 和创设课堂情境的能力
。

3
.

要 把文献阅读
、

实际观察
、

科学实验
、

社会实践及

其结果作为讨论对话
、

逻辑推理的基础 和依据
,

讨 论中要

将教师提 问
、

学生 回答与 学生提 问
、

教师 回答穿插进 行
,

同时要根据学生的实 际水平和个体差异性灵 活地调 整问答

的深度
、

进度并适当客 串其它 教学方法
,

以便于多 角度地

调动每位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
、

主动性
,

取得更佳 的教 学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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