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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启发式教学的有效实施

      陆 健，朱昌流
(安庆师范学院教务处，安徽安庆246011)

    摘 要:启发式教学的有效实施涉及到参与教学过程的诸要素。教师作为实施启发式教学的主导者，在

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掌握启发教学的适时与适度原则;教学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教学手

段的现代化是启发式教学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启发式教学的有效实施还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

校园文化环境。

    关键词:启发式教学:有效实施:主体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447x(2008)01一0125一。

君

居

    启发式教学是教育学界的永久话题，尤其是在

社会变革的时代更是倍受青睐。随着知识经济的兴

起，社会对创新型人才需求的日益迫切，启发式教
学作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手段正被广泛地应

用于教学实践。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启发式教学

的有效实施从宏观上关注不够。因此从参与教学过

程中的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手段与教学环境等方

面人手，对其进行再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力，要想变为仁人君子，是不可能的。孟子也说“

子深造之以道

之安则资之深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而逢其源。’，即卯

一、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掌握启发教学的适时与适度原则

    就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而言，教师因为闻道

在先，掌握专门的教育理论、专业知识和教育技能，

对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进程、学习方法起到一种

规划、引导的作用，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而学生则

是学习的主体，整个教学活动，从其终极目的上看，

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教是为了学。启发只是方法，其

效果如何，要落到学习主体即学生的适应基础教育
改革新形势，创新高师人才培养模式身上。孔子反

复强调“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11娜学习过程是个
使人变为仁人君子的过程，离开了自己的主观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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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自己刻苦钻研，深切体会，才能深人心灵，心安
理得，将出而应用，便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

左右逢源的地步。

    教师在实施启发式教学时要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考虑学生的认知特征，注意学生思维的

运动，做到适时启发。孔子言“不愤不启，不徘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的意思按宋代

大儒朱熹的解释是心里想知道某个道理又不得而

知，有种强烈的学习欲望。“们卜”是学习者对某个道

理已有所理解，但无法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样

子。所以，学生“愤”“徘”的心理状态是教师进行启

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在教学

过程中非常注意对学生学习心理的把握。《论语·季

氏》中指出:“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

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替。”《论语·卫灵

公》中也说道“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

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东汉经学
大师郑玄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徘

徘，乃后启发为说之。”13177在受教育者最需要接受教

创新高师人才培养模式”(200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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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施教，不会让人感到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观点，教
师执教恰如射手教人学射，要做到引而不发。

    教师在进行启发式教学时还要注意适度原则。

适度原则就是教师教学的内容、方法要能符合学生

的年龄特征、智力水平。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不同年龄、不同智

力的学生，他们已有的知识储备不同，他们认识事物
的方式方法也不同。启发教学必须适应学生年龄、智

力、心理和生理发展水平，施教过早，学生的接受能

力跟不上，施教过晚，错过了学生身心发展的最佳时
机。法国自然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卢梭就主张教育

要顺应自然，教育内容的选择应考虑受教育者的年

龄特征。他认为婴儿期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体育教育，
儿童期主要是感觉教育，少年期主要是智育和劳动

教育，青年期主要是道德教育。正如《学记》所言“当
其可之谓时”。

    教材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主要依据和材料，是

教师对学生施加影响的主要信息来源，其编著质量

如何，是否适合教师实施启发式教学，成为启发式
教学是否能够有效实施的制约性因素。传统教材过

分强调知识的重要意义，以知识点为线索进行编

著，结果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人式教学方法盛

行，对学生的思维启迪、价值观的引导难以实现，教

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得不到充分体现。教师

在处理教材时，应关注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替代传
统的以知识点为中心进行教学。问题教学是教师进

行启发式教学的重要途径，问题本身的质量如何，

是影响启发式效果的重要方面。一个富有启发性的

问题应具有以下几个特质:可行的、有价值的、合伦

理的和可持续的。“可行的”指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

料、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能够对问题作出解答;
“有价值的”指学生通过对此问题的研讨获得知识、

增长能力、提升素质;“合伦理的”指学生在研讨问

题时的实践活动要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可持续的”

是指学生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得出问题的答案。

的有限性使得教师在第一课堂难以照顾到每个学

生的个体差异，课堂上教师难以真正地因材施教，
而启发式教学实施过程中的适时与适度原则需要

教师更多地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启发式教

学在第一课堂的实施难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所

以不少教师感到苦闷的是课堂上学生“启而不发”，
抱怨“孺子不可教也”，转而回到传统“注人式”的老

路，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所以教师能否有效地

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优势与作用，将成为影响启发
式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第二课堂在实施启发式教

学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为学生第一课堂

的学习内容提供一定的认知基础，起到预习作用，

因为学生思维的运动要建立在一定的认知基础上，

惟能如此，教师的“启”才可能导致学生的“发”。二

是第二课堂的相对自由，为学生放飞思维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空间。

    教学手段是教师教和学生学以及相互传递信

息的方法、工具和设备。教师语言是最主要的教学

手段，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往往

会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能够启发学生思
维的火花。但传统教学手段的单一性，已成为制约

启发式教学发展的因素，有人总结传统教学手段为
一本教科书、一块黑板、一枝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
皮。教学手段的单一性必然反映在教学方法上，课

堂教学以教师的讲述和讲解为主，而学生只是被动

地接受。教师在实施启发式教学过程中，就教学手

段的改进而言，一是要注意非语言的运用。I4we非语
言包括眼语、脸语和形体语等，教师的一个带有肯

定的微笑、一个带有鼓励的眼神、一个亲和的形体

动作，都会成为启迪学生思维的火花。二是要注意
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多媒体

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不仅能把抽象的问题

形象化，帮助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而且，还可通过对

历史情境的再现，使学生获得真实感受，培养学生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教学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是启发式教学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

  三、启发式教学的有效实施需要

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校园文化环境

    教学组织形式研究教学进行的时间空间以及

教师与学生的联系方式。自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

论》全面论述了班级授课制的理论基础和组织框架

之后，课堂教学以其特有的高效性、计划性在各类

教学组织形式中占居了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

课堂教学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教学时间

    综观中外教育史，在启发式教学被极力提倡的

时代，往往是人的价值和尊严被大力弘扬的时代。阳

春秋时期，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统治的阴影，孔子的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说明将人作为万物之灵、坚持
人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的思想开始确立，启发式教

学思想也由孔子首倡。苏格拉底“产婆术”是要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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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所固有的知识真理诱导出来，古希腊的人本精

    神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五四”时期是社会急剧变

    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急需开拓型人才的时代，启发

    式教学得到当时教育工作者的倡导。蔡元培就提出

    要改革注人式教学法，他说“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

    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

    都讲给学生听。最好是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
    讲也可以的，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

    功课时才去帮助他。”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成

    为当时的人才荟萃地，实行学术自由，各种思想兼

    收并蓄，启发式教学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实用主义教育弊端的日

    益显露，人文教育的浪潮在世界各地悄然兴起。作

    为与实用教育相对的人文教育，它体现了对人类生

    命的终极关怀，倡导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对人

    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当

    前，教育界又进一步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既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又要关注学生科学思维品质的养成，以科学方法为

    指导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文精神为底蕴，实

    施科学教育。它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强调学生主

    体意识的觉醒，启发式教学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

    下，将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的教学方法。要使这种教

    学方法发挥其最佳效果，教育工作者应注意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改善教学评价模式，建立多元评价体

    系。教学评价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导向，它决定了

    教和学的内容与方法。单一的考试方法、呆板的考

    试内容、机械的考试阅卷，使得启发式教学只能成

为一种时髦的教学方法，无法发挥这种教学方法的

实际功效。二是要努力营造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只有在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下，学生的人格才能得

到充分地尊重，学生的思维才会是放飞的。有了和

谐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在进行启发式教学的过程

中，会减少主观臆断，更多地考虑学生的认知和思

想实际，将教师在启发式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在
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下，学生的主体意识会得到充分发挥，学生个性会
得到充分张扬，启发式教学的目标才会实现。

    综上所述，启发式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思想，与

注人式教学相对而言，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则与讲

述法相对而言。它的有效实施涉及到参与教学过程

中的诸因素，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

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在参与教

学过程的诸要素融洽配合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

情况下，启发式教学才会得以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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