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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生成性教学是在把握教学艺术性的基础上 , 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注重教师与学生 , 尤其是学生的主体性与创

造性 , 进而有效地理解教学内容与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 它重视教学活动的过程 、 关系 、 创造 、 个性 、 非理性等特

点。其实质为敢于打破教学过程中的唯规律性 , 尊重师生的主体性 , 追求教学的艺术性。历史上 , 人们力图通过多学

科综合的角度 , 或从教学内部 , 或从教学外部 , 来较全面深入地探讨生成性教学的内涵及特点。生成性教学特点表现

在教学主体 、 教学内容 、 教学情境的不确定性;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 互动性 、 情境性;教学方法的生成性 、 有效性 、

趣味性等方面。生成性教学和预设性教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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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生成性教学的内涵

(一)生成的内涵

“生成” 即生长 、成为 , 是现代哲学的最强音 。
[ 1 ]
从词源上讲 , 它是德文 “werden” 的意译 , 是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逻辑学》 中的一个范畴 , 是发

展之义。黑格尔猜测到普遍发展变化的原则 , 指出

“生成” 是 “有” (或 “存在”)和 “无” (或 “非存

在”)的统一 , “有” 可以过渡到 “无” , “无” 可以

过渡到 “有” 。 [ 2 ] (P3955)《哲学大词典》 认为生

成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处于由非存在到存在 ,

或者由某种质到另一种质的过程中的事物或现象 。

生成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二是指德国黑格尔的

逻辑范畴 。[ 3 ] (PP.385-386)作为时代主流的思

维方式 , “生成”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生成论在当今方兴未艾 , 人学 、 生存哲学 、 文化

哲学等的鹊起 , 控制论 、 系统论的王者之位 , 交叉

学科 、边缘学科层出不穷 , 乃至全球化和一体化的

加剧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和体现 。”
[ 4 ]
在生成

性思维视野中 , “一切都是生成的 , 都处于永恒的

变化过程之中 , 不再存在一个预定的本质。”
[ 5 ]
李

文阁先生将生成性思维的特征归结为:重过程而非

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反预定;重个

性 、差异而反中心 、 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

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 [ 6 ] (PP.152-156)可

见 , “生成” 这一概念的含义包括 “成为” 、 “生

长” 、 “形成” 等 , 它含有 “变化” 、 “发展” 等辩证

法思想 。

(二)生成性教学的内涵

什么是生成性教学呢? 一方面 , 生成性教学是

在生成性思维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教学模式 , 旨在教

学活动的生成创造过程 , 重视教学活动的过程 、关

系 、创造 、 个性 、 非理性等特点 。另一方面 , 生成

性教学是针对传统的预设性教学而提出的一种重视

教学智慧与教学艺术的教学模式 。教育专家约翰·

尼莫认为生成性教学 “不是 `罐头式' 的教学 , 不

是 `木乃伊式' 的教学 , 不是偶然的 、随意的 、老

师被孩子牵着鼻子走的教学。” [ 7 ] 美国的专家卡洛

·科贝尔在 《生成课程》 中也写道:“生成教学 ,

其中生成 , 就是强调课程计划必须是从孩子和成人

的生活中 , 特别是孩子自身的兴趣中生长出来 , 他

提醒我们 , 孩子的自发性需要一个他们能够自由游

戏和学习的空间 , 而课程则表明教师的存在 , 计划

的存在 。”
[ 8 ]
国内学者关于生成教学的理解十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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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 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给予界定 , 它强调生成性思

维的关照 , 如有学者认为生成性教学 “不再假定

人 、 教学有预先存在的本质 , 而是在活动中敞开其

性质 。”
[ 9 ]
有学者提出 “生成性教学是生成性思维

视角下的教学形态。” [ 10]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给予

界定 。[ 11]有学者从语义学角度 , 进行语义替换 ,

其实质还是在突出生成性教学某一特定属性 , 认为

生成性教学可以等同于境遇性教学 。
[ 12]
有学者从

逻辑学角度 , 从概念构成上分析 , 认为 “教学生成

性问题包括两个含义:教师主动生成;学生主动生

成。”
[ 13]
也有研究者通过和预设性教学比较 , 针对

预设性教学某些弊端 , 认为 “生成课程需要教师适

时的对学生进行引导 , 提升孩子的思维 , 促进孩子

的个性发展” 。 [ 14]

上述关于生成教学内涵 , 研究者力图通过多学

科综合的角度 , 或从教学内部 , 或从教学外部 , 来

较全面深入地探讨生成性教学的内涵及特点 。但

是 , 统观这些观点 ,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倾向:一

种是把生成性教学与预设性教学对立起来的倾向 ,

认为生成性教学有许多优越性 , 它可以解决预设性

教学的诸多弊端 。另一种是把生成性教学理解为一

种主流的教学模式 , 认为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去不复

返了 , 生成性教学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这两种理

解都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 , 教学活动既是一种科学

活动 , 又是一种艺术活动 , 教学过程就可以根据其

科学性而预设 , 根据其艺术性而生成 , 这是由教学

活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 14] 如同预设性教学既有优

点又有不足一样 , 生成性教学亦有优点与不足之

处。课堂教学可根据内容的需要与学生的特点 , 或

以预设为主 , 或以生成为主 , 或预设与生成并存 ,

课堂教学要时时根据教学的二重性而不断地处在

“变” 与 “不变” 的 “变化” 之中 。 [ 15] (P85)因

此 , 我们认为 , 生成性教学是在把握教学艺术性的

基础上 , 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注重教师与学生 , 尤其

是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 进而有效地理解教学内

容与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 。生成性教学与预设性教

学是两种思维下的教学 , 二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

教学活动的属性 , 二者相互补充 , 并不对立 。

二 、 生成性教学的发展审视

(一)生成性教学在西方的发展

生成教学的思想可以从不同教育家的教学法中

看到其踪影。最早可追溯到苏格拉底的 “产婆术” ,

它通过教师的问题引导 , 鼓励学生积极 、深入地思

考和探索。随后是卢梭的 “自然教育” , 认为儿童

本性都是善的 , 教学要保护和发展儿童善的本性潜

能 , 不能把儿童当作小大人 , 这种 “发展” 的思想

同 “生成” 有相似之处 。杜威的 “教育无目的论” ,

即儿童成长的过程之外是没有目的的 , 成长本身就

是目的 , 目的不应该是预先规定的教育经验 , 而应

是教育经验的结果 , 目的在过程中内在决定。他关

于经验教学论的阐述为生成性教学理论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 如经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 通过

“反省思维” , 人意识到对环境的主动作用与这种作

用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从而取得经验 , 进而提出

“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造” 理论 , 主张要做中学 、

教学做合一 , 并倡导经验课程与主动作业等等 。斯

腾豪斯的课程开发理论 , 其基本取向 “生成性目

标” , 本质为对 “实践理性” 的追求 , 强调学生 、

教师与教育情境的交互作用 , 在这种交互作用中 ,

不断提出课程与教学的目标。它消解了过程与结

果 、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对立。学生在教育过程中 、

在教学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可以产生自己的目标 , 随

着问题的解决和兴趣满足 , 他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

新的价值感 、 新的对结果的设计。 [ 16] 艾斯纳的

“表现性目标” , 认为每一个学生在具体教育情境中

种种 “际遇” 会产生个性化表现 。这两种课程与教

学目标理论使 “生成” 教学的定义初具模型。上述

教育家及其思想中尽管有生成教学 , 但大都是从教

学艺术性的角度上所认识的 , 尚未有明确的生成性

教学的概念出现。

真正将 “生成学习” 、 “生成教学” 、 “生成课

程” 等概念引入教学领域的时间是在 20世纪 70年

代后。首先是维特罗克 , 他于 1974 年发表了 《作

为生成过程的学习》 一文 , 其中最早提出了 “生成

学习” 的概念。他认为 , 无论是学生还是专家在对

学习的事物产生意义时 , 都有一种与其以前的经验

相结合的倾向 。同时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

学习者是学习的参与者 , 而不是被动地被强化刺激

———作出反应 。生成学习模式的要素包括四个成

分 , 即生成 、动机 、注意和先前的知识 、 知觉 。只

有在理解性的学习基础上产生刻苦努力的动机或意

愿 , 这时才能对学习的对象加以关注 , 即而产生具

体的经验。
[ 17]

20世纪 80年代 , 意大利的马拉古兹

在瑞吉欧·艾米里亚地区在幼儿教育中进行了生成

性教学的实践 , 在师生互动过程中 , 通过教育者对

学生的需要和学生感兴趣的事物的及时价值判断 ,

不断调整教学活动 , 以促进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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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教学形态。
[ 10]
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伊丽莎白

·琼斯教授和约翰 ·尼莫教授 , 合著了 《生成课

程》 一书 , 主要记载了美国一家幼儿园一年中生成

课程的实践情况 。他们认为 , 生成性课程的核心是

带有特殊背景的教师与处于一定情境中的具有个性

的学生对他们面临的周围世界的问题进行共同商讨

而确定课程生成的过程。他们认为 “生成课程不是

罐头式的课程 , 不是木乃伊式的课程 , 不是偶然

的 、 随意的 、 教师被孩子牵着鼻子走的课程” , 而

是 “一个教育环境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理性

上计划了要发生的事 , 而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
[ 18]

实践上的探索还有美国的 “自然发生教学” 、 英国

的 “开放教学” 等 , 都体现了生成的特点。

(二)生成性教学在中国的发展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教学思想 , 如孔子的

“启发诱导 、 因材施教” , 孟子的 “内铄” 理论 ,

“保存善端” 的思想 , 《学记》 中也有启发思维 、 善

于诱导 , 预时孙摩 、 长善救失 , 藏息相辅 , 教学相

长等 , 都有着丰富的 “生成” 教学思想 。儒家教育

思想中都很重视学习的方法 , 强调知行统一 , 其实

质是注重教学生成性与学生的参与体验性 , 只是因

为科举考试的引导 , 使后来的读书人成为不闻不问

社会现实的死读书的人。

陶行知先生的活教育理论 , 其核心为 “教学做

合一” 、 “生活即教育” 、 “社会即学校” , 强调教学

应以学生为主体 , 解放他们的眼 、 嘴 、 脑 、 手 、 时

间和空间 , 打破书本与实际生活的界限 , 带给学生

活生生的教育 , 以培养其生活能力 。虽然先生并没

有直接提出 “生成性教学” 的概念 , 但他的教育思

想中 , 包涵了 “生成” 的理念 。如教学内容要生活

化 , 重视学生主体性 、对教材的建构 , 同时强调教

学是 “情境性” 的 , 认知活动是真实的等。

20世纪中叶以来 , 我国重视对苏联教育教学

理论的效仿 , 强调对教学的设计与控制 , 教育 “预

设性” 较为明显 , 而且影响时间久远。相应地 , 生

成性教学理论主要靠引进一些国外的专著和邀请国

外教育专家来华讲学进行传播 , 尽管站在一个 “后

发外生” 的起点上 , 但通过我国研究者的不断努

力 ,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生成性教学理论还

是取得了长足发展。叶澜教授提出 “让课堂焕发出

生命力” , 认为 “把丰富复杂 、 变动不居的课堂教

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 , 把它从整体的生命

活动中抽象 、隔离出来 , 是传统课堂教学观的最根

本缺陷 , 突破 `特殊认识活动论' 的传统框架 , 从

更高的层次 ———生命的层次 , 用动态生成的观念 ,

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 , 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
[ 19] “课堂教学首先应被看作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

的生命经历 , 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 , 其

次 , 教学目标应全面体现培养目标 , 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 而不是只局限于认识方面的发展” , 再次 ,

“教学过程中 , 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得到有效发挥 ,

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 , 课堂才

有真正的生活” 。同时 , 明确提出 “教学具有生成

性特征” , 认为课堂中可能发生的一切 , 不是都能

在备课时预测的。教学过程的真实推进及最终结

果 , 更多地是由课堂的具体行进状态以及教师当时

处理状态的方式决定。这可以说在我国的生成性教

学理论研究中具有开创先河的重大意义。郭元祥教

授提出 “回归生活世界” 的主张 , 认为它是一种

“生成性思维方式” , “回归” 的本质是 “关注人的

生成 , 关注教学活动的过程价值” , “回归生活世

界” 就是 “要求知识教学与生活的整合 , 同时要时

刻指向学生作为现实主体的发展 。”
[ 7 ]
无论注重

“生命教育” 或 “回归生活” , 其实都是将教育教学

着眼于 “人” , 关注人的主体性 , 关注教学内容与

学生经验的联系 , 与生成性教学的理念是一致的。

虽然在关于人的观念和教育教学的价值追求

上 , 古代乃至现代的教育大家们未能超越当时的社

会历史阶级 , 如孔子主张启发教学 , 同时又认为应

当 “学而优则仕” , 并且 “仁义” 的教育只有通过

行为标准 “礼” 才能够实现 。苏格拉底也认为教育

个体发展的功能只是附属。但他们提出的包含 “生

成” 因素的教育教学思想直至今天仍熠熠生辉 。当

然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不能完全隔离开 , 它们交融

为一体 , 无论是包含 “生成” 因素的教育思想 , 抑

或 “生成” 理论的系统论述都是伴随着民主 、 主体

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因为它本身的内涵即为存在

先于本质 , 关注人的发展 、 需要 , 敢于突破规律

性 、模式化 。

三 、 生成性教学的特点

生成性教学的特点 ,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

把握。建构主义理论影响下生成性教学基本特征为

开放性与不确定性 。开放性体现在教学理念的开放

性 、教学目标的开放性 、教学内容的开放性 、 教学

过程的开放性 、教学结果的开放性等方面 。不确定

性表现在教学中主体的不确定性 、教学内容的不确

定性 、 教学情境的不确定性等方面。
[ 7 ]
有学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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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与预设的关系出发 , 认为生成教学应具有开放

性 , 包括教学目标开放性 , 教材的开放性 , 过程的

开放性和时空的开放性。 [ 20] 有学者认为 , 生成性

教学主要特征包括过程性 、互动性 、非预料性 、 价

值性等 , 生成性教学的价值取向为:让课堂充满关

注生命成长的气息 , 让学生的主体人格在和谐自由

的环境中发展;让学生稚嫩的思维 “灵舞” 起来 ,

让他们质朴的思想 “涌流” 出来;让课堂呈现出丰

富的差异 , 让差异成为有效的教学资源;让学生产

生积极的 、个人化的思考 、 表达 、 交流及其实践 。
[ 21]
有学者认为 , 开放的课堂是生成的前提 , 动手

实践是生成的基础 , 师生互动是生成的沃土。
[ 22]

有学者从多层面论述生成性教学的特点:从课程存

在的形态上 , 没有预先准备好的静态的所谓 “方

案” ;从方案设计上 , 没有精密的设计;从课程的

设计与实施的关系看 , 设计和实施常统一于同一过

程之中;从关注的中心看 , 关注孩子的兴趣和爱

好 , 更多地从其感兴趣的事物中考虑可能实现的教

育目标;从目标的性质来看 , 强调一般性 、 即大

的 、 概括性的目标;从教学内容上看 , 内容带有一

定随机性 、灵活性;从教师 、 儿童的地位来说 , 儿

童不仅参与课程实施 、过程 , 而且积极主动地参与

课程的设计;从教学评价来看 , 评价是课程新的生

长点 , 可能意味着课程下一步的发展。 [ 23]

由此可见 , 研究者大都关注到教学的主体 、 目

标 、 情境的不确定性 , 过程中的非预料性 、 价值

性 、 开放性 、 互动性 、 鼓励创新思维 、 个性思考 ,

评价的过程性 、 生成性等等 。总结大家共识的观

点 , 我们不能发现生成性教学如下三个主要特点 。

1.教学主体 、 教学内容 、 教学情境的不确定

性

教学主体的不确定性。人本身就是一种 “可

能” 、 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他不但要满足基本的

温饱 ———生存 , 还需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 需要生

活 , 需要很优雅的 、 很高贵的 , 有归属感 、有爱 、

有关心 、要求自我实现的生活 。 “如果一种生活是

人类行动能力所能够实现的 , 那么就是一种可能生

活。” [ 24] (P22)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对可能生活的

憧憬中。正是由于这种憧憬 , 人多了一份为未来的

期盼和对未知的幻想与新奇 , 也正是这种憧憬 , 使

人从茹毛饮血走到今天 。生成不会达到完善状态 ,

当然人也不会止步于现状 , 人永远在旅途中 。如果

人仅仅被限于特定的发展空间中 , 过特定的生活 ,

千人一面 、千篇一律 , 那谈何幸福 、 自我实现呢 ?

人又怎会有无穷的冲动来改变现实世界呢 ?教学的

主体为学生 , 学生除了具有人的不确定性以外 , 还

具有特殊性 , 主要体现在 “生” 上 , 他需要不断学

习 、成长 , 是人之生成的关键期 , 但学生绝对不是

未长大的 “成人” 。他具有人之初难能可贵的好奇

心 、勇气 、 胆量 、 创新能力等等 , 人的很多可贵的

品质 、 能力 、性格特征都是这个阶段培养 、发展起

来的。在这个阶段 , 应给予学生充足的知识 、 游

戏 、运动 、 伙伴等 , 如果不重视这些 , 一味把他们

当作 “小大人” , 要求他静坐读书或者分担家庭责

任等 , 那后果只能使他在成年以后留下诸多遗憾 ,

同时丧失很多宝贵的品质 , 比如自主 、 责任 、 兴

趣 。正如洛克曾说过:“大凡小时候自己的意志不

惯于服从他人的理智的人 , 一旦成长成人 , 到了自

己能够运用理智的时候 , 他也是很少会去服从自己

的理智的。” [ 25] (P21)

教学的内容的不确定性 。原始社会中 , “神秘

性” 是知识的属性 , 正规教育性质的仪式上传递的

主要是神秘的知识 , 中世纪 “神圣性” 是知识的属

性 , 学校所传授的主要是宗教知识。现代知识的性

质是 “客观性” 、 “普遍性” 、 “中立性” 。而到了后

现代知识的性质转变为文化性 、境域性 、价值性。
[ 26] (P154)也就是说知识受到文化传统和模式的

制约 , 受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 、 语言思维方式的制

约 , 受时间 、空间制约 , 受科技发展的制约 , 不存

在绝对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知识 , 即便是人们通

常意义下认定的规律 , 也是有其存在的历史范围或

限定条件。所有的知识都受价值引导 , 而且其本身

即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 。

教学情境是不确定的。由于学生的思维是鲜活

跳跃的 , 时不时有新奇的 、 新鲜的 、 为成人所不能

理解的想法跳出来 , 这时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见

的做法是置之不理 、继续上课 , 或者不知道该如何

应答 , 只能应付 “课后再说” , 然后课后不了了之。

或者教师提前预设了比较好的教学情境 , 也考虑了

学生的学力和学情 , 认为基本 “万事俱备” 了 , 但

在教学过程中 , 仍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 或学

生不理解 , 或讲的内容大多数学生已经掌握了 , 这

就需要教师根据当时的情境及时变换思路 , 改变预

设好的内容 。在实际教学中 , 往往是大多数的教师

能够意识到创设情境 、 教学生成的重要性 , 却苦于

“想为而不能为之” (缺现实条件), “想为而不会为

之” (缺操作能力)这样的状态 。

2.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互动性 、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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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是重视主体性的代名词。教师只有拥有了

正确的知识观 、 儿童观 、 教学目的观才会在教学过

程中自觉地进行互动 。弗莱雷认为 “隐含在灌输教

育背后的是人与世界可以分离的假设:人仅仅是存

在于世界中 , 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

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 。” [ 27] (P25)教学需

要互动 , 只有师生进行对话 、 生生进行对话 , 其创

新意识和思维才能得以迸发 , 其自主性和能动性才

能得以张扬。教学需要互动 , 更需要实质意义上的

互动和正确互动 。可以看到实践中有的教师将学生

分成小组 , 但小组成员间并没有发生思维交流 , 这

不是真正的互动 , 或者教师积极让学生表达所思所

想 , 但却粗暴地否定其想法 , 这也不是真正的互

动。只有师生急切地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 想与他们

分享 , 同时又从他们的思想中获得启发 , 产生共

鸣 , 继而产生一种面向更多的人 、 持久的分享欲

望 , 同时进行更深刻的探索 , 这样才算是达到了互

动的目的。正如左藤学所说 , “学习者不是恋恋不

舍地栖息于熟悉的故乡共同体 , 而是远游他乡 , 作

为一个异邦人 , 持续地进行孤独之旅。” [ 28] (P8)

创设教学情境才更有利于师生互动 。李吉林认

为 “情境教学法遵循反映论原理 , 充分利用形象 ,

创设具体生动的场景 , 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 , 从而

一道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语言的一种教学法” ,

“核心是激起学生的情绪 , 它通过生活显示情景 、

实物演示情景 、 音乐渲染情景 、扮演体会情景 , 把

学生带入一定的情景之中 , 使他们产生一定的内心

体验和情绪 , 从而加强对教材的理解和体验 、产生

表达的欲望 , 同时也使学生受到性情陶冶 。”
[ 29]

(P46)可见 , 单纯地接受式教学是不能产生意义

的 , 知识仅仅存在与大脑中 , 短暂的时间后就会忘

记 , 而在真实场景中的互动过程中才有可能产生有

意义的 、 真正的知识 。正如人们听过的一句话 “忘

掉课堂中所学的一切 , 剩下的便是教育” 。

3.教学方法的生成性 、 有效性 、 趣味性

传统的教学方法为讲授法 , 为了提高教学效

率 , 以往的课堂都是教师话语主宰的场所 , 学生只

需要运用耳朵或者只需要坐得很端正就可以了。这

样的课堂 , 实质是信息单向传递的课堂 , 没有发生

信息互换 、 分享 , 也就谈不上创新 、 生成了。新课

程改革实行之后 , 要求教师主动聆听学生的意见 、

想法 , 采用合作学习 、 小组讨论 、动手实践 、 观察

等方法 , 目的就是要激发学习潜能和兴趣 , 真正使

学生乐学 、 教师乐教。新课程倡导的合作学习 、自

主学习 、探究学习就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 而

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要从变革教师的教学方法

开始。好的教学方法常常是会受到学生欢迎的 , 它

的生成性就是强调教学方法要注重学生的体验与参

与 , 它的有效性就是强调在接受学习中不要忘记掌

握学习及其价值 , 它的趣味性就是用方法将教育对

象与教学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 , 使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形成和培养兴趣 , 又在兴趣中开展学习活动 。

总之 , 理解生成性教学的特点 , 还要把它和预

设性教学进行比较来分析。二者本身在思维模式上

就是相对独立的 , 因为预设坚持教学有一定规律

性 , 而生成坚持教学的艺术性 , 但二者之间仍存在

统一关系 , 因为预设要遵循教学规律 、也要遵循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 , 而生成也由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决

定 , 教师需要运用智慧寻找 “生成点” , 对学生进

行引导和启迪 , 这样二者在目标上 、 指导思想上是

完全一致的 。在传统教学方式基础上 , 根据一定的

课堂气氛需要 , 教师可以创设教学情境以调动学生

积极性 。如果能在课前预设这一教学情境 , 课上可

以适时 、恰当地运用 , 那么这堂课就近乎完美了。

即使有的课堂需要完全按照预定好的路线 “行进” ,

教师也可以通过幽默 、 通俗的语言 、 形象生动的示

例 , 将知识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 , 这样的课堂也不

失为 “生成” 与 “预设” 相结合的典范 , 也可以产

生美感 、艺术感。在教学过程中并不是仅仅有和生

活联系紧密的 、富有活动性的 、 给人以感官刺激的

知识能够让人产生美感 , 一些虽然深奥 , 但一旦明

了之后产生深深共鸣 , 获益匪浅的知识也能让人产

生美感 。可见 , 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预设 , 而

在于如何预设 、如何将预设与生成结合起来;如何

更有利于教师教 , 不仅仅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确定

教学进度和步骤;如何更有利于学生学 , 带着情趣

和探究的热情 , 而不仅仅是为掌握知识而开展教学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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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no 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T eaching

WANG Jian , ZHANG Xiao-jie
(Resear ch center fo 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No rthwe st M ino rities ,

Northwest Normal Unive rsity , Lanzhou , Gansu , 730070 , PRC)

[ Abstract] Generative teachings w hich based on g rasping teaching a rts , focused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 specially studentssubjectivi ty and creativity in process of teaching , and then ef fectively understands

teaching contents and promote s studentsdevelopment.It at taches to the pro cess of teaching act ivities ,

relationships , creativit ies , individuality , nonrational and so on.The essence of the generative teaching

existed in daring to break the law in teaching process , respecting fo r teachers and studentssubjectivity

and pursuing the teaching art.Histo rically , people have tried through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 o r

f rom the teaching i tself , o r from outsides o f teaching to explo re o verall and in-depth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teaching.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teaching are manifest as follow s:

uncer tainty of teaching subjects , teaching contents , teaching si tuations;the teaching pro cess is open ,

interactive , si tuational;teaching methods are generative , ef fective , fun and so on.

[ Key words] generativ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 f generat ive teaching;default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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