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与学的“落差”中实现跃升
常州市新北区教研室　 薛　 辉

【摘　 要】教与学的“落差”是指教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要求与学生原有知识基础
之间存在的差距。这种“落差”客观存在也将永远存在，将“落差”当作教学的资源、起
点、生长点，制订明确的学习目标、设计清晰的学习路径、搭建多层次的学习支架是实现
在“落差”中跃升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教与学　 “落差”　 跃升

提到“落差”，我们往往会想到瀑布，因为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指由于河床高度的变化
所产生的水位的差数。后来人们常常用它来比喻对比中的差距或差异，如心理落差、条
件落差、教学落差等。

什么是教与学的“落差”呢？教与学的“落差”是指教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要求与
学生原有知识基础之间存在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教与学的落差是必然存
在的，而且会永远存在。说它必然存在，因为教学通常由四个因素组成，即教师、学生、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是由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形成对立统一
的整体。这其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矛盾是教学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存
在与对立本身就是“落差”。教学过程，其实就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一个又一个
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的过程。说它永远存在，是因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对
矛盾永远存在，而且人对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人本身的个体差异性也决定了这种“落
差”的永远存在。正如成尚荣所言，“教与学之间的落差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
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在日常教学中，教与学的落差往往被定为教学存在的问题，我们都试图通过教学手
段与方法来消除或缩小这种落差。其实，教与学的“落差”本身就是一种教学的重要资
源。正如水位的落差成就了瀑布的壮观之美一样，教与学的落差也是一种教学之美，教
师的作用就是对这种“落差”进行教学转化，让每个学生在教与学的落差中实现跃升。

　 　 一、教与学的“落差”的价值意蕴

１． “落差”应当成为教学的资源
既然教与学的“落差”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要学会正视它、利用它，充分发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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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意蕴。江河水位的落差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可不可以说，教与学的“落差”也
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呢？我想这是肯定的。这种“落差”其实就是学生成长发展的空间，
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此。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董蓓菲副教授说，“教与学的落差，至少涉及两个层面：
学生间的语文学习差异、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需求之间的差异。”她指出，正视这种差异
的存在，并把它当作教学资源，才能有效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学生间的差异无需多加
阐释，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华国栋在《差异教学论》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对如何利用学生
个性的差异进行教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实施策略。对于教学的一
般意义而言，我们还需着力研究的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需求之间的差异。从这一层
面来说，学生的学习需求应是教师教学亟待挖掘的资源，这种需求有内在的，也有外在
的。拿语文学科来说，内在的需求是学生需要掌握的语言文字知识、语言运用技能和语
言学习能力；外在的需求是指《语文课程标准》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等方面对学生的要求。内在需求是个性的；外在需求是共性的。我们对这种学习
需求的分析，目的就是了解与掌握学生的现状与这两类需求存在的“差异”，为制定教学
目标、完成教学设计提供有效的资料和数据。唯有目标与需求一致才能产生思想与情
感的共振，形成师生和谐互动、共生共长的学习场域。
２． “落差”应当定为教学的起点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由教师向学生的传

递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信息意义的主动建构
者。这种建构的起点在哪儿？是学生的原有的知识基础。学习的发生总是依赖于学习
者已有的相关经验的，“人脑并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外界输入的信息，而是主动建构
对输入信息的解释，主动地选择一些信息而忽视一些信息，并从中得出推论。”根据这一
理论，我们可以梳理出学习者的知识建构一般流程：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新的知识
与已有经验发生冲突并相互作用──信息的加工与重组并主动地理解新信息的意
义———完成意义的理解并建构起新的知识结构。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由“平衡—不
平衡—平衡”的螺旋上升的认知结构重组的过程。

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是学习的起点，也就是教与学的“落差”的一极决定了学习的
起点，任何教学活动都应该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教
学的真正意义就是找寻到学生的学习起点，并带领学生一起奔向预设的目标。

发现“落差”，就是寻找学生学习的起点，一般来说从两个纬度来发现：一是从知识
结构系统上去发现，寻找知识的逻辑起点。我们可以在教材的逻辑结构上，整体把握教
材，梳理教材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二是从学生的生活经验上去发现，寻找学生的现实起
点。奥苏伯尔说过：“教育心理学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知道儿童已经知道了什
么？”教学起点是学生的起跳板，只有踏得准，才能跳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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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落差”应当作为教学的生长点
在中国文化中，“生长”一词具有植物取向的含义。“生”的本义是“草木生长”。在

甲骨文中，“生”字由一个“一”和其上的一颗幼苗组成，像一颗幼苗破土而出的景象。
金文中的“生”是在在甲骨文的“一”上又添了一道短横或椭圆点，表示芽苗长在地上，
是往上长的。教育也是一种生长。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马树林提出“生长主义教育哲
学”的观点，认为“生长就是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导致知识、能力、智慧、
文化、体质、品格、人格的全面生长。”

既然教育也是一种生长，那我们就要寻找与发现教学的生长点。植物的生长点是
可见的，它由一团具有很强分化能力的细胞组成，一般位于植物幼芽的顶端。但学生的
生长点是不可见的，要教师用智慧的眼光去发现。寻找与发现教学的生长点，其实就是
清晰教与学的“落差”的过程。在教学之前，要留意学生的困难、疑惑和需求，因为教学
的生长点就在学生的困难之处、疑惑之处、需求之处；在教学之中，要善于创造生长的所
需的条件，给生长以“合适的土壤、适宜的温度、恰当的水分”，通过课程开发、实践活动、
生活体验等途径，为学生打开生长的空间。教学中的生长点是无处不在的，关键是如何
去发现它，开发它，利用它，这需要教师努力提升自身素养，培育教育智慧，锤炼教学艺
术。

　 　 二、实现教与学的“落差”中跃升的策略

在解决教与学的“落差”问题的对策上，成尚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即“一种基
于框架的思考”，这一框架由“课程系统、教材系统、教学系统和学习系统”四个部分组
成。“学习系统”是这个框架的核心部分，无论是课程系统，还是教材系统、教学系统都
应该为学习系统服务。基于这种认识，要降低或缩小教与学之间的“落差”，必须学生的
学出发。要实现在教与学的“落差”中跃升，同样必须以学生的学为基础。
１． 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
教学目标的制订是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的重要环节。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的主体

在完成教学任务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包含着教师教的目标与学生学的目标。但教师
在设计时考虑较多的往往是教师教的目标，忽视了学生学的目标。在众多教学参考书
或优秀教学设计中，教学目标的制订大多是针对执教者的，关注的是如何教，采取哪些
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的任务。在目标的表述上也多以“使学生明白”“让学生懂得”“培
养学生”的方式来阐述。这种忽视学习主体———学生的教学过程，通俗地说只不过是一
厢情愿，势必会造成教学上的“落差”。教学的起点在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上，学习的动
力源也在学生身上，教学必然要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师要善于转换角色，在陈述学习
目标时把学生作为陈述对象，按“行为主体（学生）———行为条件———行为动词———行为
程度”的要求准确表述，如“能完整地说出”“能熟练运用”“能正确理解”“能详细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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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学习目标越是清晰简洁，学习的任务越能达成，教与学的落差就会越小。
２． 设计清晰的学习路径
企业管理培训中的一个概念———学习路径图（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ｏａｄ ／ Ｐａｔｈ Ｍａｐ），也称为学

习地图，这种学习路径图是以组织成员的职业技能发展为核心而设计的一系列学习活
动。我们的教学活动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路径图，教学中的路径图就是为达到
学习目标而设计的一系列的有效学习活动。这种系列学习活动就是一种学习的路径。
有效的学习路径设计的核心是学习活动的递进性，这是实现教与学“落差”中跃升的关
键。

苏教版语文第九册《九色鹿》课后练习中有个学习任务：“分角色演一演”。在教学
中教师都能把这一内容作为教学的一个重点，让学生在课堂上表演。但采用的方法一
般是在教学临近尾声时，安排这样一个活动：①以四人小组为单位，一人读旁白，其他人
分别选择一个角色，在组内练一练；②选择一组或两组在班内交流，其他同学点评；③小
组内再次练习，再次全班交流。从现实的教学效果来看，这样一个活动流程存在诸多问
题，一是活动目标很模糊，“分角色演一演”这个大目标是比较空泛的，对于四年级的学
生来说，什么是表演这个概念还不清楚，更谈不上如何表演了。因此在表演时无非是把
课本上的人物语言照本读一读罢了。二是表演过程机械，整个过程靠一个“旁白”在串
联，情境上不连续，情绪也得不到延续，不如说是分角色朗读。三是点评的针对性不强，
而且是散点的。学生的点评往往针对某句话的语气、某个人的表情，但如何从整体上来
评判与指导缺少方法。四是前后两次表演在同一水平层次上，缺少有效的提升。

如何有效完成这一个目标呢？教学必须基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为完成
这一任务设计一个学习路径。①感知角色表演。播放一段课本剧表演视频，了解什么
是角色表演，初步感知角色表演有什么特点、需要注意些什么。②学习改编剧本。角色
表演的基础是剧本，四年级学生尚未学习过剧本，教师要及时对这部分进行补充，将苏
教版第十册《公仪休拒收礼物》这篇文章提至当前来学习，要了解剧本的结构，并根据表
演需要将课文改编课本剧。③角色分工与练习。进行小组内角色分工，指导学生如何
把旁白中的人物动作、神态等内容转换成表演内容。④展示交流与评价。以小组为单
元进行表演，不同小组内同一角色相互进行点评与演示，小组与小组间共同讨论表演的
整体性与连续性。⑤角色重组再练演。全班进行角色推荐，课余再次排练，为下一次表
演准备。

有人会说，一个课后练习为花这么长的时间进行，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其实不然，
从教育心理的角度我们将目标分为三大类，即认知领域、情意领域和身体运动领域，而
课堂表演恰恰能兼顾三者，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美国杰出教师雷夫把在“第五十六号教
室”里的孩子们叫做“霍伯特的小小莎士比亚们”，就是让孩子学习表演，并称之为戏剧
课程。排演的过程需要一个周期，雷夫老师会拿出莎士比亚的剧本带领学生们逐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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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原文，一起观赏莎剧电影，并反复聆听著名莎剧演员念台词的碟片，然后是无数次的
试演，他们每年都能将一出完整的莎剧呈现在舞台上。“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我们给予
孩子们的应该是一生有用的东西，雷夫的成功大抵如此吧。如果每个学期，有这样的一
篇课文，可以通过表演进行琢磨推敲，进行多角度地的解读，我想一定会在孩子的童年
生活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３． 搭建多层次学习支架
支架原意是指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我们把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解决问题和

建构意义起辅助作用的概念及方法称为学习支架。在教学预期所要达成目标与学生原
有知识结构这一“落差”之间，如果没有一个“支架”协助，很难实现两者之间的对接与
勾连。支架的重要功能就是帮助学生在原有生活经验和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在儿童的
最近发展区搭建支架，使他们顺利克服学习障碍，达到预期目标。

苏教版语文第五册第三单元三篇文章都要求学生进行复述，但三篇文章的要求各
有侧重，《蒲公英》一文要求“朗读课文，复述课文”，《三袋麦子》要求“分角色朗读课文，
讲讲这个故事”，《哪吒闹海》侧是“练习讲一讲这个故事，看谁讲得最生动”。三篇文章
的复述要求是层递式的。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复述仍旧是一个学习的难点，在指导
学生复述时，必须给学生一个“抓手”，即搭建一个学习的支架。教学《蒲公英》时要按
故事发展顺序梳理文脉，给学生复述一个凭借。教学《三袋麦子》时要在按故事发展顺
序复述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人物语言，树立角色意识。如果说前两篇还是详细复述的
话，《哪吒闹海》这一课的复述的难度要更大一点，属于创造性复述，要在原文的基础上
发挥想象，增加内容。教学时，我们可以把复述要求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按故事起因、经
过、结果的顺序复述，温故前两课的学习成果，熟知课文内容；第二步以“闹海”片断为
例，进行故事的丰富与拓展。出示句子“夜叉从水底钻出来，只见一个娃娃在洗澡，举起
斧头便砍。”让学生读一读，说一说：围绕这句话，你想进一步知道些什么？（生：夜叉长
什么样？他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娃娃？心里想些什么？又说了些什么？）根据学生的提
问，再次出示句子：夜叉从水底钻出来，只见他　 　 　 　 　 　 。他跃出水面，四处张望，
发现一个娃娃正在洗澡，那娃娃　 　 　 　 　 　 。他心想　 　 　 　 　 　 ，于是大声叫道：
　 　 　 　 　 　 　 　 ，举起斧头便砍。学生根据文中插图展开想象，学习如何把一句话变
成几句话，把故事讲得生动具体。第三步，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择片断或一个小节进行
创造性复述，然后全班进行交流共同合作完成故事的讲述。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从教与学的“落差”出发，根据不同学习任务，搭建不同层次
的学习支架。学习支架的形式可以是范例、建议、向导、图表等等，江苏如皋市推行的
“活动单导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以“活动单”为媒介，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自主、合
作学习，实现教学目标。这种学习单更强调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通过一系列小组学习活动，使他们有机会在不同情境中实现知识内化和形成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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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能力，让每个学生都能沿着“脚手架”一步步地攀升，从而完成对知识意义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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