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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成性教学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和新课改精神,生成性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

实例研究进一步拓宽其应用范围和意义,客观冷静的分析其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其研究的价值对课程教学

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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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成性教学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研究

在国外,生成性教学的实践探索,最早在20世

纪80年代,意大利的瑞吉欧·艾米里亚(Reggio

Emilia)地区在幼儿教育中就进行了生成性教学的

实践,瑞吉欧教育的创始人和推行者马拉古兹

(LorisMalaguzzi)也因此于1992年获LEGO奖(教

育工作贡献奖)[1].而国内大部分关于生成性教学的

研究中提到最多的是叶澜教授.叶澜教授提出“让课

堂焕发出生命力.”[2]

生成性教学的理论研究很多,但目前对于其内

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在本文中,笔者较为认同的

是:生成性教学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模

式,而是一种融教学价值观、认识论、知识观和方法

论于一体的教学哲学.生成性教学倡导:教学不仅仅

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使其能够适应当前的环境,更是

要引导学生在获得适应这变化不居的社会需要的能

力,能够在变化不居的未来中不断创造知识,成就自

身[3].

2 物理课堂生成性教学实例

本研究中的实例是经过近半年的时间跟随某省

重点中学物理名师陶老师随堂听课学习总结整理出

来的,陶老师担任该校实验班教学工作,所任教班级

成绩居年级前列.
其课堂特点:

(1)知识预设性.按课时进度进行教学;

(2)教学方式预设.小组学习、展示;

(3)程序预设.小组自行分组进行课堂展示.
本节课的重难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物理思维

方法总结、文学素养、哲学素养.
(1)物理思维方法.总结课时内所涉及的物理

思维方法,包括概念理解、实验、解题等所运用到的

思维方法,该思维方法在本课时内如何体现及其后

续应用情境分析示例.
例如在学习“匀变速直线运动”时,学生甲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题目:一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通过A,B,C3
点,AB=BC=Δx,所用时间分别为t1 和t2,求a和

vB.
大多数学生在解答该题时思路如下:

1)先运用匀变速直线运动推论:中间时刻的

瞬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求出两端AB 和BC的中间

时刻的瞬时速度;

2)将已求得的两个瞬时速度作为研究的初、

末速度,该段时间可分析出,借用速度公式可求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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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3)取BC 段研究,已知位移、时间、加速度,运

用位移公式求B 点的速度(该段的初速度);整个过

程包括4个方程,不少同学看到这4个方程都心生

怯意.
但学生甲给出了另一种思路:

1)从B点看BC 段是匀加速直线运动,运用位

移公式;

2)从B 点逆向看,BA 段可视为初速度为vB,

加速度为-a的匀减速直线运动,再次运用位移公

式,整个过程仅有两个方程.
学生甲的解答过程正是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灵

活运用的最好体现,同时也给了其他学生思维的冲

击,心中感慨原来问题也可以这样思考.
(2)文学素养.基于本课时内容,所受到的文学

方面的熏陶,从物理的角度来阐明某些文学方面的

内容,或者从文学角度来阐明物理问题;学生乙在总

结人类对于天体运动认识的物理学史时,自编了以

下诗句:

托勒密地心论千年禁锢思想,哥白尼日心说一

朝解放科学,布拉赫空持信息铸成千古遗恨,开普勒

巧用数学创出万载辉煌,苹果落地点醒牛顿,神舟升

空振兴中华,堂上牢记万有引力定律,课后莫忘三

维设计练习. 
学生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只要充分挖掘,适度引

导,一定会收益颇丰.
(3)哲学素养.基于本课时内容,学生所体悟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例如,在学习平抛运动的时候,学生丙是这样总

结其体悟到的哲学素养的:人生就像抛物线,只要努

力,终将达到终点.陶老师首先对其总结给予了肯

定,随后结合平抛的轨迹方程,给学生谈了另一番人

生感悟:

1)人生起点高度一定,唯有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走的更远,且越远越困难;

2)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唯有提升自我,使自

己处于更高的高度,方能收获更多,之前的目标也就

没那么难以企及了.
此时,掌声一片,学生久久不能平复内心的触

动.
每一节课都有每节课的精彩,在课堂上,每个学

生都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同时小组分工合作加强

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与同学分享,共同进步.
课堂不仅落实了教学的三维目标,而且升华了学生

对知识的应用和理解,很好地发展了学生的生成性

思维和意识,符合生成性教学的理念和要求.

3 生成性教学在课堂实践中的冷思考

生成性教学没有固定的套路和统一的评价标

准,因此,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对内涵、特征、价值的

错误理解,往往使得其出现对该理论理解存在偏差.

3.1 对生成性教学认识的固化、偏化和泛化

(1)生成性教学与固定模式化

生成性教学的内涵就决定了它并不是一种固定

模式的教学,其生成性就已决定了它的变化和生长

的特点,不同于现今一些流行模式如:“5E教学法”

等,存在固定的教学模式,生成性教学需要我们不断

去探索,去补充,去发展.
(2)生成性教学失范---控制性教学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问题的生成由教师完全控

制与操作,是一种“伪生成”,学生实际上是被生产

者、被建构者.控制性教学认为只是应用科学或理论

研究结果来调节达到目的的手段,排斥一切可能的

不确定因素,这往往使得教学与学生实际相互脱离,

教学行为成为知识灌装流程操作,学生被视为等待

灌装的容器[3].
(3)生成性教学的泛化 ——— 否定“预设”,孤立

“生成”

现今,很多人认为传统教学是预设性的,而生成

性教学则是非预设性的.把预设与生成置于对立的

两极是导致生成性教学失范的主要原因之一.合理

的生成总是在目标导向之内进行的,如果生成偏离

了目标导向,那么教师就应该凭借其教学机智灵活

地进行引导,使其回到目标的规范中来.预设并不意

味着控制、传递,生成也并不意味着开放、探索,其根

本问题在于如何让生成性教学作为一种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与活动,在目标导向的规范之内成为有效的

教学方式.对“生成性教学”进行肯定的同时,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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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设”有其积极的、有意义的一面,从而做到预

设与生成有机结合.

3.2 生成性教学发展的现实困境

(1)难接纳性

新课程理念凸显了教学的“生成性”,而探究、合

作、交流、理解等话语的倡导,促使生成性教学在国

内教学研究中的兴起.但人们对其认识大多停留在

理论层面,对其理论认识本就混乱,更无法深入探明

其实际应用,这就使得多数一线教师对其持观望和

排斥的态度,这样一种状况,这是当前教育工作者出

于对其不确定性的一种难接纳的表现.
(2)可操作性

目前教学中教师工作存在教学任务重、课时紧

的特点,教师存在三级分化:新教师(指未进行一轮

教学的教师)、青年骨干教师、老教师.任何一种新的

教育理念的推行都应兼顾不同教师群体,分析可以

知道,生成性教育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因

此可操作性方面还需进一步探讨.
(3)生成性与学生知识短板

学生基础不同,生成性教育是以知识为载体,在

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中实现知识的创造和自我的完

善.学生的知识基础对生成性教学是否存在影响还

需进一步论证.
(4)短期效应

生成性教育较多的聚焦在对个人未来发展上,

在短期内可能出现效果不明显,不少学校出于实际

考虑,更多地考虑短期实效性,如不少学校纷纷模仿

的“衡水模式”.

4 生成性教学的价值

生成性教学除具备普通教学理论的一般价值

外,还具有下列特殊价值.

4.1 生成性教学的终身发展价值

生成性教学顺应终身发展需要,在生成性教学

理论框架下,学生不仅实现了对知识的深入理解,而

且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适应终身发展的多种基本关

键能力,对学生实现终身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 生成性教学的哲学价值

生成性教学的哲学价值是基于哲学对生成性教

学的深入思考和超越,其体现在教学目的、过程与方

法、教学效果价值的追求等整个系统的理清,有利于

在此基础上构建为了学生持续生长和幸福生活的教

学观.其哲学思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目的从客观认识论,到学生生存发展

为本的教学认识论的转变.现代社会秉承“以知识接

受为目的”客观认识论忽视了“为人性”的价值,导

致其当下遭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批判和不满.
而哲学视域下的生成性教学则认为,通过知识,

人把自身和世界更好地呈现出来,并使自身和世界

得到持续建构和完善.“认识你自身”、“成为你自己”

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运用知识探索自身、世界的知

识的过程[4].
(2)教学过程与方法多样化.基于哲学角度,生

成性教学“把教学方法视为一个开放并动态生成的

整体(有机体).永远不存在唯一正确、合理或占主导

地位的教学方法.惟有把教学方法作为问题去探究

和理解,分析其构成要素,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的特

殊需要对已有的方法进行再发明或创造全新的方

法,我们才有可能把握教学方法的真谛.”[5]

(3)教学效果价值的升华.主要体现在:关注人

的真实生命的成长,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的

个性成长,形成创造性品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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