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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启发式教学让新课程焕发生命力

黄 白
(河池学院 教务处

,

广西 宜州 54 63 00

[摘 要 ] 近五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从改革实验到全面推广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成就
,

但是在新课程改革

中也存在着有的课堂教学形式主义化 ;有的对教学目标期望虚浮化 ; 有的全盘否定传统课程及其教学方法等三个

主要问题
。

对此
,

我们很有必要审视与反思
,

探析其主要原 因之一是在新课程改革中对我国传统课程教育中的精

华即
“

启发式教学
”

缺失应有的重视
。

面对这一挑战
,

我们应该在继承与创新中运用启发式教学
,

让新课程焕发生

命力 ! 其主要对策是实施新课程运用启发式教学要赋予
“
生命教育学

”

意义和树立
“
新课程理念 ,’; 在课堂

“
师生积

极互动
”

中运用启发式教学 ;在课堂教学与课并活动整合化中运用启发式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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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学校实现教育 目的和培养 目标的基本

载体
,

是规定以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来实施素质教育

和培养人才的问题
,

其中核心是课程建设与课程改

革
。

当前
,

在我国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不断

推进基础教育持续协调和均衡发展的今天
,

人们越

来越多地关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新纪初 200 1 年在我国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实施

新课程从实验改革到全面推广以来的背景下
,

人们

对教学过程中的
“

师生互动
” 、 “

探究学习
”

等方面似

乎非常熟悉
,

但是也感到困惑
,

然而对中国传统教

育中的精华即
“

启发式教学
”

却陌生了
,

甚至被否定

了 ! 事实上
,

自新中国成立 1949 年至 2 000 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
,

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

在历次课程

改革以及传统与现代教育教学整合化中为社会主

义建设培养了数以亿计有文化的劳动者
、

数以千万

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

对此如何

审视 ? 聚焦之一是如何直面启发式教学与新课程

改革的问题
。

在 200 5 年教师节前夕
,

温家宝总理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奖代表和北京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主讲教师

时提出
:
要做好的三件事

,

其中第一件事是要贯彻

启发式教育方针
。

孔子说
: “

不愤不启
,

不排不发
” ,

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实行启发式教育
。
① 温总理

在这里是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和教育教学

工作所说的
,

具有继承性
、

创新性和针对性
,

意义深

远
。

如下
,

我们从普通中小学校基础教育这个层面

来反思
“

新课程改革与启发式教学
” 。

一
、

实施新课程呼唤启发式教学
近五年来

,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在不断大

面积地推进
,

各级教育行政领导
、

广大中小学校的

校长和教师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整体上呈现出

可喜的新局面
,

取得了积极而又丰富的成果
,

构建

起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宝贵平台
。

同时
,

我们更应当看到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

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许多新问题
。

案例 1 新课程理念与启发式教学哪个更适合

农村中小学

如下是一位学者在 200 5 年麦收时节
,

与苏北的

一所村小全体教师 (包括校长在内 8 人 )谈课改的

一段访谈录
,

这里引用的主要是金仁宏校长说的话

题
:
新课程理念与启发式教学哪个更适合村小?②

① 沈路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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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 当了几十年的校长 了
,

基本土一直在村小
。

那时

工作感到还是得心应手的
,

谋堂上基本鱿是强调启发式教

学
,

常规管理也很好
,

经常得到上级的夸奖
,

还被评为市里的

先进学校
。

从去年开始我们这里推行课程改革
,

我也很吃惊
,

个人

感到不怎 么适应
。

… …我理解这次课程改革主要是提倡学

生的 自主学习
,

或者合作
、

或者探究
。

我们的老师也想搞
,

但

不怎 么会
。

听外面 的公开课
,

无非是把学生分几个小组
,

问

题不是由老 师提出来
,

而是让学生课前预习
,

有什 么想法
、

有

什么 问题提出来
。

老师上一会课
,

准备一 些纸条
,

发下去
,

让

同学们讨论讨论
,

组长汇报
,

这些环节过后老师再问
,

有没有

什 么想法? 新课程改革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搞新课程
,

是不

是启发式教学也过时 了 ? 我也想不明 白
。

我们 不是不想实行新课标
,

不弄不行
,

不弄不适应形势

啊 ! 昨天领导来视导
,

我们有些老师平时上课我觉得 蜜好

的
,

但他们一听课就说不行
,

说没有按新课程标准来上
,

老师

们不服气
.

你说怎么 办?

我认为不管是新课程还是旧 课程
,

目的都是为 了搞好

素质教育
、

提高教学质量
。

只是过去我们更多讲教师的主导

作用
,

现在强调和学生平等
,

教师不过是个首席的代表… …

新课改好不好 ? 当然好 ! … …但还是用启发式教学踏

实
。

这是传统教学中的精华
,

没有理由放弃
。

【案例分析 1

这位农村小学的金校长面对新课程的 困惑和

所反映的问题
,

真实地流露出部分新课程改革的实

施者即在第一线普通校长和教师们的许多
“

活思

想
” ,

这恐怕不仅在他的村小学校和教师们中间有

着一定的代表性
,

而且在其他一些地区的中小学特

别广大农村中小学普通校长和教师群体中
,

也有着

一定的代表性
。

我国教育事业的重点和难点是农

村教育
。

这种情况应当唤起我们的醒悟 !

它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一是在校

长和教师层面把新课程改革的教学方法简单化或

者形式化地理解为学生的
“

自主学习
、

或者合作
、

或

者探究
” 。

二是在教育行政领导层面运用新课程标

准评价教学带有片面性
,

如片面理解和强调新课程

教学中的
“

过程与方法
” 、 “

师生互动
”

(所谓 自主
、

合作
、

讨论等课堂表面化的活跃气氛 ) ;或者片面规

定教师讲授不能超过多少分钟和学生学习探究必

须达到多少分钟 ;或者对新课程的教学 目标过于理

想化
,

似乎一堂课要解决新课程的所有问题 ;或者

是认为新课程全是新东西
,

在传统课程 (原有课程 )

背景下的教学方法
,

如
“

讲授法
”

都过时也不能用

了
,

取而代之的几乎是
“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
”

的方法
,

等等
。

所以
, “

他们一听课就说不行
,

说没有按新课程

标准来上
。 ”

在访谈中另外一位老师说
: “

一听课就说

12 0

我是老方法
,

没新理念
” 。

正因为如此
,

金校长深感

困惑
: “

搞新课程
,

是不是启发式教学也过时了?
”

“

新课程理念与启发式教学哪个更适合村小 ?
”

关于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

固然要说中小学校

的校长和教师对新课程改革还没有完全适应
,

真正

符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 ( 以下简称

《纲要》 )精神的新课程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
,

他们

在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化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

但是
,

我们不应该责备他们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农

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
,

而首先应该设身处地去理

解他们的生成现壮和承受新课程改革的巨大压力
,

更应该认真分析为什么新课程实施几年来
,

新课程

理念还难以内化为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自觉教学行

为的深层原因
,

如在访谈中金校长那所村小的一位

老师说
:
新课程是什么

“

稿子
”
? 不过是

“

山那边的

故事
、

天边的晚霞
” 。

上述所分析案例中
“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

归

结起来说都是新课程改革中的实践问题
。

新课程

实践需要新课程理论作指导
,

间题在于用什么样的

新课程理论指导新课程实践 ? 根据《纲要 》精神
,

要

求做好新课程的教师教育培训工作
,

在通识培训与

学科培训的基础上
,

新课程理论使教师在课程理念

和教学行为发生很大的新变化
。

在这方面
,

新课程

培训的专家功不可没
。

在上述的访谈中金校长说
,

关于新课程
,

他曾参加过培训
。

但是
,

为什么他在
“

新课程与启发式教学
”

这个问题上不明白呢? 分

析其主要原因是
,

有的课程专家 (培训者 )本身没有

吃透《纲要》精神
,

他们所讲的新课程理论几乎是照

搬
“

西方
”

的东西
,

如多元智力理论
、

建构主义理论
、

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等
,

然而对我国课程改革的背

景
、

目标
、

标准
、

评价和教学过程等方面的新课程政

策及理论
,

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新课程与传统课程教

学之间的关系
,

未能作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地方实际

情况的科学解说
。

在访谈中有一位老师说
: “

新课

程确实是适应了新形势
,

能与国际接轨
,

但西方的

东西也要适合中国国情
。 ”

可以说
,

毛泽东主席早年

就讲过的
“

洋为中用
”

这个真理
,

在我们的新课程理

论与教学改革实践中还未解决好
。

再则
,

符合新课

程改革精神的示范性教学实践指导不足
。

这样培

训对于教师如何树立新课程理念和进行教学改革

帮助不大
,

对于指导新课程实践的有效性
、

针对性

和实用性是缺失的
。

在一般情况下
,

课程专家是根

据新课程培训教材来讲课的
,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

些新课程
“

通识培训
”

教材中的理论观点是形而上



学的
,

如在阐述
“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
”

这个基本问题

时说
:
新课程强调

,

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
、

互动
,

… …传统的严格意义的教师教和学生学
,

将不断让

位于师生互教互学
,

彼此将形成一个真正的
“

学习

共同体
” 。

在这个共同体当中
, “

学生的教师和教师

的学生不复存在
,

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术语
:
教师式

学生和学生式教师
。 ”
… …教师由教学中的主角转

向
“

平等中的首席?
。 ” ①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

的
,

它有悖于教育的本质
,

违反 了教育教学基本规

律
,

也不符合《纲要》的主体精神
,

全盘否定了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

正因为如此
,

在新课程

理论上不仅显得含糊不清
,

而且有些是错误的
,

难

免导致了教师在新课程改革教学实践中的无所适

从
,

甚 至有的对新课程改革教学实践是十分有害

的
。

基于
“

唯物辩证法
”

的教育哲学思考
,

我们应当

明确只有符合《纲要》精神的正确的新课程理论
,

在

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教育的培训中理论联系实际

地进行
,

才能真正有效地指导新课程实践
,

让新课

程真的扎根于咱们中国的中小学
,

其改革才具有生

命力
。

再进一步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来看
,

学校课程是

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
,

它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

济
、

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的制约
。

它具有发展性和继承性的特点
。

当

前
,

我们进行的
“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
”

是对
“

传统课

程与教学
”

的辩证否定过程
,

是
“

扬弃
”

即继承和创

新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过程
。

金校长面对新课程的

困惑
,

在访谈中他说
: “

还是用启发式教学踏实
。 ”

“

这是传统教学中的精华
,

没有理由放弃
。 ”

如何正

确处理好新课程理念与启发式教学的关系? 在这

里便显而易见了
,

它们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

盾
,

而应该在树立正确新课程理念的基础上和过程

中运用好启发式教学
。

我们期盼着
“

新课程与教学

改革理论
”

及其师资培训
,

要贴近中小学特别是广

大农村中小学第一线教师的新课程与教学改革实

践
。

只有这样
,

许许多多象金校长和他的教师们所

面对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困惑和问题
,

才有希望迎刃

而解
。

案例 2 新课程教学如此探究

在一节小学语文课上
,

教师让学生探究
“

莱
”

字
,

学生说
“

莱
”

是上下 结构
,

上面草字头
,

下 面
“

彩
”
色的彩去掉三撤

。

老师说才民好
,

还有其他方法吗 ? 学生说上面是辛苦的
“
苦

”

去掉
“
古

” ,

下面是彩色的
“

彩
”
去掉三橄 ; 老师说很好

,

还有

其他方法吗 ? 学生说上面是
“

花
”

字去掉
“
化

”

字
,

下 面是彩

色的
“
彩

”
去掉三擞…… ②

【案例分析】

在新课程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间题
,

表现为

两种倾向
:
一是形式化

,

二是绝对化
。

形式化就是

重现象不重本质
,

重形式不重实质
,

教学改革只是

形似
,

还没有达到神似
。

绝对化是一种非此即彼的

教学思维方式
,

在教学中具体表现是提倡新的
、

彻

底否定旧的
。

这两种倾向表现在课堂上
,

新课程与

教学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

产生上述问题

的主要原因和上述案例 1 的分析类似
。

通过对上述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

概括地说在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
:
第一

,

有的课堂教学形式主义化
,

甚至教条主义化 ;第二
,

有的对教学目标期望虚浮化 ;第三
,

有的全盘否定

传统课程及其教学方法
。

教学改革是新课程改革在实施过程中的本体

性表现
。

上述关于新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

很有必要对其审视和反思
,

分析其原因有

政策
、

理论和实践诸多方面
,

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

对新课程改革与启发式教学问题没有完全引起足

够的重视
,

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 和创新实践
。

例

如
,

近年来在我国出版的新课程培训教材数以百

计
,

而对于
“

启发式教学
”

的内容多则是只字不提
,

有的只是一笔带过
。

面对这一挑战
,

可 以说实施新

课程呼唤着启发式教学
。

二
、

实施新课程运用好启发式教学

(一 )什么是启发式教学

从新课程与教学论的意义上说
,

启发式教学是

指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

在

教师与学生积极互动的教学过程中
,

处理好传授知

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

性
,

引导学生积极思维
,

独立思考
,

融会贯通地领会

知识
,

陶冶品德情感
,

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

态度和能力
,

提高学生发现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

引导学生质疑
、

探究
、

创新和实践
,

尊

重学生的人格
,

关注个体差异
,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

习需要
,

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

启发式教学有着深刻的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

基础
,

是我国传统教学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

它反

① 朱幕菊主编
.

走进新课程
一
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X() 2
.

1巧
、
11.6

② 赵小雅
.

不可忽视的新问题【N〕
.

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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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
,

充分体现着《纲要》关于
“

课程改革的目标
、

教学过程
”

等方面的精神实质
。

《二 )实施新课程如何运用好启发式教学

1
.

实施新课程运用启发式教学要赋予
“
生命教

育学
”
意义

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
。

就学校教育来说
,

这

里讲的
“

人
”

指的是学生
。 “

教育与人的关系
”

是课

程教学改革必须关注和正确处理好的一个基本问

题
,

其本体价值是通过课程教学的教育改革促进人

的发展
,

继而促进社会发展
。

从
“

生命教育学
”

的视

角来看
,

这是促进人的生命发展的社会化过程
。

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凸现了生命

教育学的意义
。

它体现基础性和普及性
,

着眼于发

展性
。

《纲要》规定
: “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应适应普

及义务教育的要求
,

让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都能

够达到
,

体现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

着眼于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 ”

《纲要》强调发

挥课程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功能
。

评价不仅

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
,

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

方面的潜能
。

同时
,

课程评价要发挥促进教师不断

提高的功能
,

使教师对 自己教学行为进行反思
,

不

断提高教学水平
。

例如
,

江苏省实验小学— 大丰

市刘庄镇中心小学树立的
“

课程新改革
、

人生新发

展
”

的课程理念
,

让课程教学新改革既促进学生人

生新发展
,

奠定学生德智体美劳素质全面发展与个

性特长化的人生基础
,

又促进教师人生新发展
,

不

断提高教师成长专业化和教学水平
。

①

教与学的关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实质问题
。

基于生命教育学的意义
,

可以说新课程的教学过程

是一种师生双边和多边积极互动
、

共同发展的生命

关系
。

其中
, “

课堂教学既是师生双方的生命活动
,

也是价值活动
。

对教师而言
,

这种活动价值的实

现
,

部分地依赖于学生的发展
。

离开 了学生的发

展
,

教师生命活动的价值就难以实现 ;没有学生的

发展
,

这种活动价值就失去了重要的依托
。

从某种

程度上说
,

学生的发展程度体现了教师生命活动价

值的实现程度
。 ” ②正因为如此

, “

我们必须时刻关注

课堂教学对于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影响
,

反思课

堂教学
,

进而改进和完善课堂教学
,

推动课堂教学

改革的顺利进行
。 ” ③实行启发式教学

,

应当树立这

种
“

关注生命发展
”

的新课程理念
,

昭示其强大的生

命力
。

2
.

实施新课程运用启发式教学要树立
“
新课程

理念
”

12 2

200 1 年 6 月 8 日
,

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 (试行 )》包括九纲目 20 条
。

这里说的
“

九纲目
”

是指课程改革的目标
、

课程结构
、

课程标

准
、

教学过程
、

教材开发与管理
、

课程评价
、

课程管

理
、

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

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等

九个方面
,

提出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政策规定与

基本原则
,

是我国新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纲

领性指导文件
。

面对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新课

程全面推广实施这一新形势
,

以及上述关于新课程

与教学改革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反思
,

我们很有必要

深人学习和深刻领会《纲要 》的精神
,

树立新课程理

念
,

即新的课程观
、

新的教学观
、

新的教材观
、

新的

教师观和新的学生观等方面
。

其中
, “

课程改革的

目标
”

是《纲要 》的主体精神
,

这是实施新课程启发

式教学要树立的
“

新课程主体理念
” 。

在对国际课程改革趋势和政策深人分析比较
、

对国内课程实施现状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
,

针对国内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与教学中的

弊端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

《纲要》明确

提出了基础教育
“

课程改革的 目标
”

包括总体目标

和具体目标
。

《纲要》提出新课程 的总体目标即培养目标应

体现时代要求
。

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

精神
,

热爱社会主义
,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和革命传统 ;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
,

遵

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具有社会责任感
,

努力为人 民服

务 ;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
、

实践能力
、

科学和人文素

养以及环境意识 ;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
、

基本技能和方法 ;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

质
,

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
,

成为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

《纲要》确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这一培养 目

标
,

是我国在新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深

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
,

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

增强综合国

力的具体落实
。

确立这一大 目标
,

对于明确新课程

改革的具体目标
、

课程标准
、

课程评价
、

教学过程等

① 黄白
.

随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毕诚研究员
、

博士 生导师考察

江苏省大丰市农村塞础教育改革访谈录
.

2 00 5 一 11 一 4
.

② 李森
.

论课堂教学生态本质
、

特征及功能汇J〕
.

教育研究
,

2 (X) 5
,

( 10 )
.

③ 刘志军等
.

生命的律动
一 生命教育实践探索〔M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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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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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

是树立新课程理念的基石
。

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
,

《纲要》提出了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六项具体目标
:
第一

,

改变课程过于

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
,

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

度
,

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

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

第二
,

改变课程

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
、

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

状
,

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
,

并

设置综合课程
,

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

求
,

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
、

综合性和选择性
。

第

三
,

改变课程内容
“

难
、

繁
、

偏
、

旧
”

和过于注重书本

知识的现状
,

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 以及现代社

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
,

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

验
,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

第四
,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
、

死记硬背
、

机械

训练的现状
,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
、

乐于探究
、

勤于动

手
,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

获取新知识

的能力
、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

能力
。

第五
,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

功能
,

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

教师提高和改进教

学实践的功能
。

第六
,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

况
,

实行国家
、

地方
、

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

增强课程

对地方
、

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

对于上述《纲要》提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六项具体目标
,

我们应该基于唯物辩证法用教育哲

学思想来正确理解
,

其中每一项具体目标都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
,

它们之间又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
,

构

成了新课程改革的总体框架
,

新课程改革的课程结

构
、

课程标准
、

课程评价和教学过程等方面是围绕

六项具体 目标这个系统展开的
。

只有在这样正确

理解和科学把握《纲要》精神的基础上
,

才能在实施

新课程启发式教学中树立
“

新课程理念
” 。

《纲要》提出 :
国家课程标准

“

应体现国家对不

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
、

过程与方法
、

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

规定各门课程的性

质
、

目标
、

内容框架
,

提出教学和评价建议
。 ”

在正确

树立德智体美劳全面素质教育思想和新课程主体

理念的基础上
,

基于这一总的课程标准
,

正确地构

建实施新课程的
“

知识与技能
、

过程与方法
、

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
”

等三维整合的启发式教学 目标体系
。

与此相应的是
,

正确地构建小学
、

初中
、

高中实施新

课程的启发式教学 目标体系
,

以及实施新课程每门

学科
、

每个单元
、

每一节课
、

每个环节
、

每个细节的

启发式教学目标体系
。

同时
,

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前

提下和过程中
,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

正确地构建

适合发展学生个性特长的启发式教学目标体系
,

这

样因材施教才能落到实处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以下简称 《建议》 ) ( 200 5
.

or
.

川明确提出
: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的宏伟目

标
,

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

要
“

培

养有文化
、

懂技术
、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

提高农民的

整体素质
,

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 国家政策扶持
,

明

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 ” ①根

据《建议》和 《纲要》的精神
,

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

求的同时
,

如何从农村教育实际出发
,

树立为
“

三

农
”

服务的基础教育新课程理念
,

在农村普及义务

教育的过程中和基础上
,

特别是在农村中学如何根

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

地设置地方课程
,

解决好如何既为高一级学校培养

合格的新生
,

又着重为当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

养合格的新型农民服务
。

与此相应的是
,

构建实施

农村新课程的启发式教学目标体系
,

应当引起我们

无限的关注 !

3
.

实施新课程在课堂
“

师生积极互动
”
中运用

启发式教学

《纲要》提出 :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

极互动
、

共同发展
” 。

其中
,

关于
“

师生积极互动
”

(习惯简称
“

师生互动
”

)
,

这是实施新课程改革课堂

教学实践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

对此
,

首先要明白
“

互动
”

这个词的含义
,

它是指
“

互相作用 ;互相影

响
”

的意思
。② 关于实施新课程教学过程中的

“

师生

互动
” ,

中国教育学会郭永福 ( 常务副会长 ) 已作出

明确的解说
: “

要正确理解师生互动
。

互动不能局

限在语言和动作的呼应
,

更重要的是思维互动
、

情

感交流和心灵沟通
。

学生聚精会神听讲也是与教

师互动
。

学生动手是活动
,

动脑同样是活动
。

学生

展示
、

表演
、

辩论
、

抢答是活动
,

思考
、

分析同样是活

动
。 ”

同时
,

他指出教学中的
“

师生交往
、

共同发展
”

不等于
“

师生互教互学
” ,

这是对教学相长的夸张
。③

基于这样的正确理解
,

显而易见
,

实施新课程教学

中的
“

师生积极互动
”

是启发式教学的本质体现和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N l
.

光明日报
,

2 00 5 一 10 一 l 9( 2 )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版 )【M〕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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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8

③ 郭永福
.

关于在课程改革中坚持辫证法克服片面性的几点

看法 f J 3
.

当代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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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

充分反映 了
“

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

作用相结合
”

的教学客观规律
。

教师在课堂
“

师生

积极互动
”

中运用好启发式教学的主要策略如下
:

第一
、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
,

使学生爱

学
。

这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

包括学习动机和学

习兴趣
。

首先
,

教师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
,

培养学生热爱学习和热爱科学的情感态度
。

同

时
,

要引导学生为了
“

学会做人
、

学会生存
、

学会创

造
”

而努力学习的正确价值观
,

并逐步树立为了社

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建设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发

奋学习的高尚动机和远大志向
,

进而增强学生学习

的自觉性
、

主动性和积极性
,

让学生体验到
“

要我

学
”

改变为
“

我要学
”

的积极主动学习态度
。

第二
、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独立思考
,

使学生

学会
。

这是启发式教学的核心
。

教师要根据新课

程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 (接受启发的基础 )
,

就教学

的重点
、

难点和关键
,

善于设疑创设问题情境
,

提出

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

并引导学生主动地发现问题
,

主动地思考问题
,

主动去探索问题
,

培养学生掌握

和运用知识去分析
、

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
。

教师在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即
“

双

基
”

的启发式教学过程中
,

要耐心诱导
,

使学生学会

独立思考 ;教学要有重点
,

问题不能多
,

不能蜻蜓点

水
,

否则
“

启而不发 ,’; 启发解学生理解知识
,

并理解

学习过程
,

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
,

促进学生
“

学会学

习
” ;启发引导学生

,

不仅要积极动脑
,

而且要勤于

动手
,

正如陶行知所形象说的
“

人生两个宝
,

双手与

大脑
” ,

要做到
“

手脑联盟
” ,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实践能力
,

从中让学生
“

学会思维
”
和

“

学会实践
” 。

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在以
“

接受学习
”

为主的课堂教

学情境下
,

正确倡导和引导学生的
“

发现学习
” ,

包

括探究性学习
、

创新性学习等
,

尤其要培养学生学

习的创新欲望
、

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
,

使学生逐步
“

学会创新
” 。

同时
,

结合学科实际在
“

双基
”

教学中

要循循善诱地培养学生
“

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科学
、

爱社会主义
”

等方面的基本道德情感
,

引导

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

更要关注

学生的个体差异
,

因材施教地运用启发式教学
。

只

有这样
,

才能大面积地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出创新

人才
,

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

第三
、

张扬教学民主
,

使学生敢学
。

它包括建

立民主
、

平等
、

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 (如
“

团

结互助
”

)
,

创造
“

以学生为本
”

的和谐教学氛围
,

鼓

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
,

允许学生在遵守课堂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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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敢于向教师提出质疑
、

探究等
。

这里有必要

解说的是
,

在实施新课程教学中倡导建立
“

民主平

等
”

的师生关系
,

是我国传统的
“

尊师爱生
”

这一师

生关系的升华
,

并不等于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

同时
,

更应该看到师生关系状况与运用启发式教学

的好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

例如
,

有人在对学生学

习的个案研究中发现
,

某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学生
,

有一次从数学老师的办公室回到教室时
,

当即撕碎

了数学作业本
。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
: “

因为

我恨数学 !
”

问
: “

为什么恨数学 ?
”

说
: “

我恨数学老

师 !
” “

她说我不是学数学的料 !
” ①类似这种不良师

生关系的状况
,

由于学生
“

与某位任课老师发生冲

突
,

导致讨厌学习某门学科的现象比比皆是
。 ” “

甚

至一些教师在无形中还挫伤了学生 主动学习的积

极性
,

阻碍了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

这些

现象都与忽视学生学业情绪有关
。 ” ②在师生关系中

存在这种突出问题
,

与新课程理念是相左的
,

对此应当

引起我们的关注
,

并在启发式教学中着力解拟子
。

在实施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要有效地运用好

启发式教学
,

还必须明确
: “

启发式教学不是某一个

具体的教学方法
,

而是运用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指

导思想
。 ” ③它不仅是运用于课堂教学法

,

而且是贯

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和教育过程的具有广泛意义的

指导思想
。

所以
,

它不仅适用 于各学科的课堂教

学
,

而且也适用于课外辅导
、

课外作业的指导以及

对学生的考试和测验的指导
。

实际上
,

在教学中启

发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

如讲授启发
、

问答启发
、

演

示启发
、

练习启发
、

实验启发
、

讨论启发
、

情景启发
、

比喻启发
、

对 比启发
、

学导启发
、

探究启发
、

教学媒

体启发
,

等等
。 “

教学有法
、

教无定法
、

教有多法
、

贵

在得法
” 。

只有根据教学实际情况优化组合运用教

学方法
,

才能取得理想的启发式教学效果
。

4
.

实施新课程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整合化

中运用启发式教学

在实施新课程改革教学中
,

应当在以课堂教学

为主的基础上
,

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整合化运用

启发式教学
。

例如
,

有一项教学改革探索的
“

课堂

教学与课外学习
”

相结合的启发式教学
。

在构建

① 黄兴赞
,

黄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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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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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

② 俞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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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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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情绪研究极其对学生发展的意义【J I
.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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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

教育学【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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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人 民教育出版

社
,
2的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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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目标
,

设疑激学 ;围绕目标
,

启发导学 ; 紧扣目

标
,

自测促学 ;依照目标
,

反馈补学
”
四环节课堂启

发式教学的基础上
,

创新启发式课外学习活动
,

如

启发式课外阅读
、

学科兴趣小组
、

科技小制作
。①这

既有利于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的学科知识
,

又利于培

养学生全面发展素质与个性特长
,

尤其有利于新课

程改革中所倡导的要培养学生的
“

科学精神
、

科学

态度和科学方法
,

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
。 ”

《纲要 ) 提出
: “

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

动并作为必修课程
,

其内容主要包括
:
信息技术教

育
、

研究性学习
、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

技术教育
。 ”

基于上述这一教学模式的构建
,

对于
“

综合实践活动
”

这项新课程教学探索很有价值
。

总的来说
, “

启发式教学是我国学校教育中优

秀的历史遗产
,

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它
,

并用科学

的理论加以论证
,

使之系统化
。 ’ , ②在我国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不断全面推进的今天
,

我们很有必要返璞

归真
,

继承与创新运用好启发式教学
,

让新课程焕

发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月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N〕
.

中国教育报
,

2X() l 一 7 一
27 ( 2 )

.

【2 〕毕诚
.

科教兴国与教育创新
一
江泽民教育论述学习和研究

〔M 〕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2 X( 犯
.

【3 〕王道俊
,

王汉澜
.

教育学 〔M〕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 9
.

〔4 〕靳乃铮
.

启发式教学〔M 1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9 84
.

【5 〕黄白
.

启发式教学与素质教育研究概要【lJ
.

教育科学研究
,

2X() l
,

( 6 )
.

【6 1黄白
,

谢春艳
.

课程与课程建设【A l
.

宋书文等主编
.

现代教

育学〔M〕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2X() 2
.

〔7 ]石鸥
.

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认识〔J]
.

教育研究
,

2X() 5
,

( 9 )
.

〔8〕课题组
,

马云鹏
.

课程改革实验区追踪评估的最新报告 〔J〕
.

教育发展研究
,

200 5
,

( 5 )
.

【9 〕万明钢
,

王平
.

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问题【J〕
.

教育研究
,

2X() 5
,

( 1 0 )
.

①束炳如
,

倪汉彬等
.

启发式综合教学理论与实践〔M 」
.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199 6
.

14 .9

②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

教育学【M 〕
.

北京
: 人 民教育出版

社
,

2的5
.

4 20
.

U se hte Eil e iat it o n M e t hde in T ae c ih n g a dn eL t th e N e w Co u

rse rI ar 血 te tsI V iat il t y

II U A N G B ia

( T e a c址gn o iff c e
,

H伙拍 U ul ve isr yt
,

Y七h ou
,

G ua n g x i 5 4 6 300
,

C hi n a
)

[ A bs t r a c t 〕 nI r e e e n t if v e y e巨sr
,

ht e n e w e o u sr e o f ht e fo u
dn

a ti o n e d u e a ti o n i n o u r e o u n

卿
,

oot k a g g er s s i v e

a e h i e v

em en t f1 D m er fo mr an d e
xP

e ir me
n t t o o v e ar ll e

xP an s io n ,

b u t ht e er w e er t h r e e m a i n p or b le m s : i n ht e n e w

e o u

ser er fo mr
,

ht e er e对 s t e d t e a e h i n g fo mr
a t io n i n so m e e la s s

oor m s ; so m e h a d t h e e o x c o m b yr e x ep e t a ti o n to ht e

t e ac h i n g at r g e t
,

an d so m e e

om P l e et l y n e ga t e d tr a di it o n a l e o u sr e a n d t e ac h i n g n e t h o d
, e ct 二 OT ht i s

,
w e h a v e v e斗

mu
e h ht e n e c e s s iyt ot e x

am in e a n d in otr SP e e t
.

oT d i s e u s s
an d a n a

ly
s e o n e o f i t s m a i n er a s o n s ,

w e ar e s u er t h at ht e

n e w e o u

ser er fo mr l a e k in g ht e v a l u e ht a t w e s h o u ld h a v e w iht i n o u r

atr d it i o n a l e o u sr e e d u e a it o n , n

am
e l y

,’
ht e e l i e i at

-

it on m e ht od Of et a e h i n g ”
.

aF
e i n g ht i s e h a ll e n g e ,

i n i n h e ir t w i th inn
o v a ti o n w e hs o u l d u s e e l i e iiatt

o n m e ht od of

et a e h i嗯
,

l e t ht e n e w e
ou sr e i rr a d i a te v i诫yt ! hT

e m a in e o u n te印 lan 15 : i n im p l e m e n it n g ht e n e w e
ou sr e , u s e ht e e -

li e it iat
o n m e ht od Of t e a e h i n g

, a dd i n g ht e m e
an i飞

o f l i fe p e d a即盯
,

an d s e tt i n g u p “
ht e n e w e o u

ser p ir n e i p l e
” ; i n

ht e “ t e a e h e sr an d s ut d e n st i n t e ar e ti o n , ,

in ht e e al s s

oor m
, u s e ht e e l i e iatt i o n

me ht od
o f t e a e h i n g ; i n ht e i n t e

gar
ti o n

of e l a s

soor
m te ac h i n g a n d e x tr a e u币 e u lar a e it v iyt

, u s e ht e e l i e i at t io n m e ht o d of t e ac h i n g
.

{ K e y wo
r ds ] fo un dam

e n
alt

e d u e a ti o n : e o u sr e er fo mr ; n e w e o u sr e s : e l ie i t a it on 功 e t hod of te a c h i n g ; e d u e a -

it on a l p h i l o so 户 y : il fe 拌 d a g
卿

收稿日期 200 5 一 11 一 6

〔责任编辑 普梅笑 J

1 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