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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下的现代教学观思辨

近年来，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在教育界得到了高度

的关注，并被实际应用于教与学的过程中，并作为宏

观原则设立于微观教学环境设计中，对当代教育教学

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面对兴盛的建

构主义教育思潮，笔者谨遵从教师职业身份，以建构

主义理论视野阐释现代教学观，剖析建构主义理论对

我国教育教学理论的影响，理性看待建构主义理论的

利弊得失。
一、建构主义理论含义

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构

主义的先驱、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他指

出：“认识的本质是一种双向性的思维运动模式，人在

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身，人在建构与创造世界的同

时建构与创造自身。”作为一种教育哲学思潮，建构主

义理论自兴起即被演绎出诸多解释性理论。不论建构

主义理论如何纷繁，具有共通性的核心观点是：对于

本原存在的、客观世界的理解即价值的赋予取决于每

个独立个体的决定。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

理论更进一步地丰富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他指出：

学习者通过多方位认知的互动来建构自己的知识结

构，认知所在的经验世界。[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特别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

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的协

助者、促进者。[2]

二、建构主义理论下的教学观及实现路径

（一）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应然理念

首先，现代社会处于一个多媒体、自媒体时代，学

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学习知识的方式也是多

维立体化的，特别是网络学习课程平台的出现，给学

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在这种知识资源背景下，

需要教师在学生认知中起到主导作用，帮助和促进学

生高效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者认为，学

习的内在动机是要从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挖掘学习的

快乐源泉，自我激发对知识的好奇心和积极进取心，

这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其次，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教学过程是教师和

学生进行合作性知识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的教学策

略是教师组织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与教学情境交

互，学生通过情境交互主动进行知识建构。
最后，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是

一种发现未知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

需要发现未知的世界，还需要发现认识世界的方法，

这就要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积极思考，敢于发现，通

过假设性推论去认识世界，通过新旧知识间的关联，

改进自己的知识建构。
（二）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实现路径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

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

效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建构的目的。具体说，建构主

义教学观的实现路径有六个基本环节。
1.设定教学目标。教师对课程体系以及每一个知

识单元进行知识点分析，并结合教学对象的整体和个

体差异状况，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和每一个知识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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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学习的内在动机是想要从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挖掘学习的快乐源泉。教学过程是

教师和学生进行合作性知识建构的过程，而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种发现未知世界的过程。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概括

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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