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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习环境设计

”
属于

“
设计科学∷的范畴 ,拥 有设计实验研究的基本特

征。
“
学习环境设计

”
的基本视

`支
是学习者中心、知识中心、评价中心和共同体中心。

“
学习

环境设计
”
意味着一系列颠覆

“
应试教育

”白勺观念与体制的行动课题——颠覆知识掌握的

价值 ,颠覆学科教育的目标序列,颠覆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模式,最终使得中小学的课堂

从
“
教

”
堂转型为

“
学
”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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粲讨

[J]

点及

l究 ,

课堂教学活动并不是教师单纯地把现成

的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随着学习科学的进

展 ,教师如何适切地支持学习者主动理解教

学 内容 、促进知识建构的活动 ,愈益受到重

视 :这就是说 ,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之际必

须从学习与学习者 的角度重新审视教育实

践 ,构 思学 习者展开主体性活动 的学 习环

境。这是有效教学的一个大前提 ,由 此便引

出了
“
学习环境设计

”
的论题。学习环境研究

一般从
“
学校

”
和

“
课堂

”
两个层面展开。本文

侧重于课堂教学环境的设计研究 ,旨 在从晚

近发展起来的认知科学的见解出发 ,明 确学

习环境设计的时代意义 、基本框架及其行动

课题。

-、学习环境设计的时代意义

我国基础教育界历来重视
“
教学环境设

计
”
,以 为

“
教师的教

”
等于

“
学生的学

”
,“ 教

师教得好
”
等于

“
学生学得好

”
。这反映了强

烈的
“
教的情结

”
,导致中小学课堂忽略甚至

抹杀了儿童学习主体性的种种弊端。这同我

国的教育思想传统、国际的教育学术发展与

教育实践的现代走向背道而驰。我们需要清

晰地认识学习环境设计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 )从 我国古典教育思想到国际教育

界的学习科学都形成了以
“
学习

”
为核心的话

语体系

我国传统教育中所谓的
“
教育方法

”(学

习方法 )是 以
“
学

”
为基础的。有学者研究发

现 ,《论语》中
“
学

”
字出现 bZ1次 ,而

“
教

”
字只

出现7次。[1]《论语》开篇就是《学而篇》,第一

句话就是
“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 这句话体

现了孔子的教学体验 :学 为教之本。我国第

—部专门的教育论著《学记》、《荀子》的《劝

学》,乃至 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都 凸显

了
“
学

”
。其实 ,人成长的内在过程原本就是

“
学

”
,而不是

“
教

”
。
“
教

”
只是

“
学

”
的外在条

件。西方国家对于
“
学习

”
的关注也是如此。

从最早的古希腊苏格拉底 (Socr扯 es)阐述学

习的
“
对话说

”
开始 ,到 中世纪法国的圣·维克

多修道院休 (Hugll)倡导学习的
“
修炼说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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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代 以来夸美纽斯 (Come血us)的 教学论 、

赫尔巴特 (J.F.He此 ar)及 弟子的教学论 ,被 国

际学术界视为学习科学研究的先驱。⒛世纪

初发轫的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思维心理

学匹兹堡学派和尔后申认知心理学 、建构主

义、社会建构主义 ,贯穿了整个⒛世纪 ,便得

“
学习”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说 ,

当今对
“
学习

”
的建构主义见解或多或少成为

教育心理学即共同基础。根据社会建构主义

的观点 ,学习者是在同他者的
“
社会沟通

”
中 ,

形成一定的
“
情境

”
,借助

“
能动地建构的语

脉
”
,从丽形成

“
学习〃的。

(二 )知 识经济社会的进展和当代学习

科学的兴盛,使得学习环境的菠计受到越来

多的关注

学习科学的研究表明,传统教学设计强

调的控制性、传授性,业已证明不再适应人类

的学习特性。取而代之的是 ,需要一个具有

开放性、支持性 ,激发多种思维、滋养多样性

的学习环境 ,借 以适应人类学习的复杂性
`个

性化和随机性。波兰尼 (⒕Pdaniyi)有 关
“
默

会知识
”
的研究告诉我们 ,通常课堂教学传递

的知识是显性知识 ;然而 ,显性知识只是人类

知识脉络的冰山一角。[2]人类知识峒主体部

分分布于个人的默会知识结构中。换言之 ,

我们难以借助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帮助人类

进行充分的学习 ;相 反 ,我们需要一种促进知

识建构的多种刺激条件和支持条件的综合

一一学习环境。

事实上 ,在今 日学校教育中大体存在两

种学习模型一—“
传递式模型

”
与

“
建构式模

型 r。 [3]所谓
“
有效教学

”
的研究 ,本质上就是

寻求I建构式模型
”
,为提供

“
有效学习

”
而实

施的
“
协同学习〃。所谓

“
学习困难

”
或

“
残疾

儿童
”
的提法隐含了一个前提 ,即

“
学习困难

是由于学习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
。其实 ,学

习者直面的困难并不是学习者自身的个人因

素造成的 ,而是与
“
应试体制

”
中成人不当的

期待与教师不当的教法之类的
“
学习环境

”
中

的各种问题相关。一旦这些外在的因素消除

了 :学习者的困难自然会消解。因此 ,不宜把

学习困难与残疾视为
“
特殊需求

”
,而是应从

学习方式的
“
差异

”
这一视点出发来加以把

握。就是说 ,教育的体制和每一个教师必须

能够应对这种f差异
”
,承担起针对这种

“
差

异
i的 “

教育支持
”
的责任。[4]学 习的主体终

究是学生。多年来 ,我 国的教师着力于研究

“
教师如何教

”
、
“
教师如何教得好

”
,而不重

视研究
“
学生如何学

”
、
“
学生如何学得好

”
。

所以 ,我们霈要打破单纯强调
“
教

”
的情结。

当代认知科学与学习科学的崛起 ,为我们提

供了关于学习的种种观念——学习是社会协

商 ,学 习是思维技能 ,学 习是知识建构 ,学 习

是观念转变,学习是谔脉变化,学习是共同活

劫 :学 习是文化实践 ,等每:就是说 ,人的学

习的建构本质、社会协商本质和参与本质 ,越

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由 此提示了课堂变革

的实践意涵一ˉ 如何优化学习环境 ,促进知

识的建构 ;如何组织学习者共同体 ,促进知识

的社会协商 ;如何鼓励社会参与 ,进行意义与

身份的双重建构。

(三 )学 习环境 的设计要求教师角色的

转型 :从
“
教的专家

”
转向

“
学的专家

”

从历史上说 ,教 师的形象经历了
“
工匠

型教师→方法型教师→有学识的专业教师→

学习专家的教师
”
的转变 。[5]作 为

“
学的专

家
”
的教师首先必须优化 自身的学习环境∷,学

会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设计。对于中小学教

师而言 ,学 习环境设计具有双重的价值∵ˉ

不仅在于为学习者建构∵个促进其知识建

构、情境认知、概念转变和深度理解的学习支

持体系 ,同 时谗有助于为研究者提供观察、反

思学习者学习活动的条件系统。[6]在学习科

学的视域下 ,教师的教学实践不是基于
“
技术

合理性
”
的实践 ,雨是基于阝设计合理性

”
的一

种设计过程的实践。就是说 ,教师需要认识

到 ,学 习环境的设计取决于四个焦点一一学

习者 (谁 )、 教师及其他专家 (同谁 )、 学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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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学 习什么 )、 设施与技术 (在 哪里 、用什
么 )—— 之间的力学与交互作用 。[7]教 师需
要从

“
课堂学习环境

”
的角度来进行教学的总

体设计—— 聚焦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使得整
个教学过程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教师支持
的形态。为此 ,教师需要基于课程标准 ,探讨
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提供哪些教学内容 ,提示
怎样的学习课题 ,利用哪些教学媒体支持这
种活动 ,以及学习者 自身的评价问题 ,等等。

二、学习环境设计的基本框架

(一
)“ 学习环境

”
概念的界定

所谓
“
学习环境

”
无非就是

“
学习者的周

遭外界
”
。[:]在 教育学 中是指影响儿童学习

的场景性 、背景性的要因。
“
学习环境

”
基本上

由物的要素 (教室里的黑板 、课桌椅 、教科书、
笔记本 、张贴等 )和人的要素 (教师、众多的学
生 )构成 ,而且也包含 了通过具体的物的要
素 、人的要素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每一
个人 的行为动作和表达 、表情等在 内的整
体。近年来 ,国 外学习环境设计的最大特点
是开放性。以英国开放学校设计为先导 ,出
现了软化教室的墙壁——根据教学需要随时
可调整教室的大小 ,设置读书角、读书走廊 、
生物长廊 、学科文库角 、专门教室 、多功能教
室等儿童学习的 自由空间 ,打破了传统的划
∵、封闭式的教室格局。

学习环境有宏观 、微观之分——广义的
学习环境与狭义的学习环境。直接规定儿童
的学习与发展的 ,不是客观环境本身 ,而是认
知性的学习环境。本文主要探讨微观的学习
环境 ,亦 即以学 习为 中心 的课堂教学 的设
计。从教师实践的要点看 ,学习环境大体可
以分为三种。(1)人 际环境——儿童直面学习
课题之际 ,教师与儿童 、儿童与儿童之间或是
儿童与志愿介入者之间等的人际关系。(2)间

接性环境一—在学习开始之前构成的学习环
境中 ,使儿童拥有学习意欲、提高儿童的兴趣

与爱好的环境构成。(3)直接性环境——在学
习开始之后的环境中,有效地配置儿童可能
自由运用的一切媒体。诸如 ,物理空间的扩
大——增设多功能教室、作业坊、学习中心等
学习空间 ;班级规模的缩小与教学媒体的多
样化 ,以及信息网络的环境整顿等。

“
学习环境

”
的术语一般给人以一种静

态的表象 ,其实 ,它更具动态性♂[9]这是因
为 ,学习活动的本质在于学习的过程。学习
者的周遭外界往往是变动不居的。例如 ,在
课堂教学进程中,从教师讲解中心的同步学
习 ,转换为小组学习的形态 ,在这个时间点
上 ,物 的环境 、人的环境从根本上发生了变
化 ,就是一个显著例子。根据这种视点 ,我们
可以更确切地把

“
学习环境

”
界定为 :基于多

种多样的物的要素、人的要素而形成的动态
构成的

“
信息环境

”
,以及借助所有感宫如学

习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等体验到的
“
信息总

体
”
。学习者借助关注学习环境所提供的动

态的信息 ,通过建构意义、感受意义的体验来
进行学习。可以说 ,作为这种信息环境的学
习环境规定了每一个学习者学习的形成及其
学习的品质。

21世纪所需的学习环境的创造 ,不是静
听教师的讲述、背诵其内容 ,而是建构学习者
作为学习主体能够做出彼此回应的

“
应答性

环境
”
。[IO]在 这旱 ,教师的作用不在于指导 ,

而在于组织应答性的学习环境。就是说 ,教
师必须指向课题解决 ,支援其活动。学习环
境本质上就是

“
学习场

”
。[1I]因 此 ,学习环境

设计本质上是一种
“
学习场

”
的设计。所谓“

学习场
”
意味着借助人际关系所形成的场 ,

包含了人们彼此相遇、相互影响并各 自产生
变化的

“
磁场

”
的意涵。在这种磁场中,自 己

在体验或是被体验 ;在这种磁场中,不仅仅是
认知与认识之类的理性东西在起作用 ,也可
以看到感性与情绪、身体等作为人的总体的
作用 ;在这种磁场中,需要关注言犹未尽的部
分。这就引出了一个视点——多角度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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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每
一

个具体场面以及人们借助语言所

表达、传递的行为。在传递中并不是一切都

能用语言来传递的 ,也有语言难以传递的信

息。沉默也可以传递许多信息。人的变化是

难以在变化的漩涡中捕捉的。所谓
“
人的变

化
”
,实际上在以显性的形式出现之前就发生

了种种征兆。所以 ,教师必须学会捕捉儿童

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把捉这些细微变化是沿

着怎样的方向、怎样的程度进行的 ,这就是从

倾向性的视点来捕捉人的变化的手法。在学

习场中 ,探究制约人的生成、变化的倾向性的

种种要因是十分重要的。学习场论 ,就是关

注旨在通过文化酿成和人际关系生成的种种

沟通样态中,来捕捉人的变化这一现场 ,并且

承担提炼丰富的学习场能量的方略。

(二 )学 习环境设计的基本视
`点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 ,学习环境的

设计应当具有四个特征 ,即
“
建构性

”一一学

习者是在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主动
“
建构

”

(cc,nstm。 t)知识与技能的 ;“ 自控性
”⊥一学习

是学习者积极运用学习方略珀邕够
“
自我调

节
”(self姆豇at。 )的 ;“ 情境性

”
△∵建构性 、

自控性的学习是沉浸在社会文化语脉中才得 :

以
“
情境

”
(situ砒ed)地理解的 ;“协同性

”一一

每一个人的知识霹构是通过交互作用与协

商 ,“ 协同
”(∞⒒曲or破ive)地进行的。这就是

彰显
“
学习本质

”
的

“
C“C学习

”
。[12]在这里 ,

介入课堂学习环境设计的教学论视点 ,不再

是一个中心一一
“
教师中心

”
,而是

“
多个中

心、多重视点的融合
”
。具体地说 ,学习科学

中关于
“
学习环境设计的框架

”[13]的研究 ,为

我们提示了作为学习环境的课堂应该如何来

建构的基本视点 s

第一 ,“ 学习者中心
”
视点 (聚焦学习者

的视点 )。 这个视点的背景是
“
建构主义

”
认

识论。在建构主义看来 ,有效的学习环境是

参与学习的学习者自身有意识地建构知识的

过程♂这个视点强调的是 ,必须充分把握儿

童参与学习之前业已拥有的理解、技能与信

念 ,然后再组织教学。这个视点特别要求教

罢骷重置!骥饔忿‘层肩鑫艉鑫了巽霪鳌
一个学习者的知识 、技能的水准和兴趣 ,求得

最适合每一个学习者的学习课题一一难易度

适当的课题。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 ,意义的

建构是学生 自己的事情 ,教师要在深刻理解

学生的信念 、知识 、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展开教

学。设计
“
学习者中心

”
的学习环境 ,以

“
自我

调节的学习者
”[14]的 发展为 目的♀教师的任

务是在学科 内容与学生之间架起桥梁。因

此 ,教师要深刻理解桥的两端——学科内容

与学习者。

第二 ,“ 知识 中心
”
视点 (聚焦知识的视

点 )。 简单地说 ,就是重视意义理解的环境。

支撑这个视点的思想背景有两个 :其一是理

解水准的研究 ,其二是学习迁移的研究。
汐

此 :促进学习者基于理解的学习 ,促进学生超

越知识与学科畛域的、跨学科理解的学习设

计是必要的。就是说 ,“ 知识中心
”
视点强调

的是 ,教师支援的着眼点不是记忆 ,而是理

解。这个原则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不理解的

东西难 以再运用 ,二是活动的中心在于
“
解

释
”
,亦 即必须有使学习者能够理解的相应的

理论阐释。这种活动无非就是诊断儿童的认

猛享:;l纟鑫蜇芽掣旷曹麸赁堇霉娄蓬粤ξ查曩
准确把握学习者的个别差异与个人需求 ,提

供能够充分达成的挑战性课题 ,编 制多样化

的避免过重负担的教学计划
”
。[15]

第三 ,“

‘
评价 中心

”
视点 (聚焦评价的视

点 )。
“
评价中心

”
视点重要的是给予反馈信

息 ,获得修正的机会 ,借 以引领学习者深化理

解。其着力点主要是形成性评价。可以进-

忝兹f叩￡虍篓荔筘曩筐t百1鲨查1善

自身。其理论思考是确保适当的机会 ,利用

适当的方法 ,借助即时反馈 ,使学习活动得以

修正。这个视点犟调 ,教师面临的首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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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开发课堂评价量表之类的评价技术 ,而  计科学的代表是信息科学与航空力学。教师是应着力于充实形成性评价 ,提供规范的 (有  的教育实践非常类似于设计的反复修正——意义的反馈。有效的学习环境伴随着明确的  教师把 自己的实践设计编成教案 ,据此展开期待 ,并展开同这种期待相应的评价战略 ,特  絮学实践 ,然后根据儿童的反馈展开检讨 ,修别强调
“
支援学习的形成性评价

”
[⒗ ]。     正教案 ,谓之

“
设计实验研究

”
。学习环境设第四 ,“共同体中心

”(leaming∞血munity) 计作为设计实验研究的一种 ,拥 有设计实验视点 (聚焦共 同体的视点 )。 这个视点意味  研究的一般步骤。[1:]
着 ,把学习者的学习作为学习环境中的文化    1.学 习环境设计的探讨问题来把握。学习的品质受到学习者所属共    在设计学习课程 旨在提升学习品质之同体的规范与价值观的极大影响。学习不是  际 ,构成其核 'b的是此前学习研究 中获得的个人的问题 ,而是同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 ,而  关于人类学习的见解。必须基于这些原则 ,
且是在

一定的规则之下进行的活动。其思想  选择具体的课堂情境 中可能采用 的设计要背景是 ,学 习本身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且具  素 ,并探讨其导人的方法。这黑重要的不是有一定文化价值的行为。有效的学习环境本  单独验证具体的设计要素的效果 ,而是思考质上意味着
“
学习共同体

”
的形成 ,“ 学习共同  是否能够充分支援想要导人的种种设计要素体

”
是体现

“
21世纪学校愿景

”
、有助于实现  (教材、教法、学习活动、学习策略等)得以实每一个学生的

“
学习权

”
的概念。[`]根据更宏  现的原则。检讨其实施的可行性 ,也容许由观的国际比较研究 ,拥有不同文化价值的国  别的全新的设计要素来更替。这样做的吕的度里各 自的学习活动 ,会导致不同的认知发  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何实现想要实现的学习展和价值观。基于这种基础性认识 ,“共同体  活动。

中`b”视点可以界定为 :在共同体中可以适当   2。 视需要灵活修正设计地分享理想 ,一起建构知识、分享知识的学习    在以往的介人实验研究中 ,决定好了的姿态。
                  教学设计在上课的中途是不得变更的。这是上述四个视点密不可分。整合这些视  因为 ,这种修正本身会妨碍所要揭示的变量点、设计学习环境乃是促进学生通过积极参  或设计要素效果的探讨。不过 ,在致力于提与和能动探究 ,来建构 自身学习的关键。重  升学习品质的设计实验中,倘若在实际学习要的是要明确认识到 ,作为学习主体的儿童  活动的展开中出现了危及所期待的设计原则自身是核 `心人物 ,教师不过是支援儿童学习  的实现之际 ,重要的是放弃原先预设的设计活动的角色。基于整合的视点来设计学习环  要素 ,尝试投人新的设计要素或是修正设计境 ,学习环境设计可以是

“
学习者中心

”
,可以  要素。学习课程的设计要求尽可能适当地诊是

“
知识中心

”
,也 可以是

“
评价中心

”
,更重  断学习者的特性 ,投人设计要素 ,但这种预测要的是兼容了不同视点的

“
共同体中心

”
。
“
共  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实际上 ,在学习活动同体中心

”
拓展了教室的空间 ,把教室同学  展开之际 ,会 出现难以预想的种种问题情校、社区联接起来 ,贯通了课堂内外、学校内  境。这时 ,作为设计学习课程的教师 自身就外、社区内外 ,甚至教育体制内外的世界及其  需要进一步反思 :自 己如何理解设计原则 ,如教育资源。
               何考虑把这种设计原则的理解付诸现实情(三 )学 习环境设计的基本步骤及其方  境。至于所采取的方略是否真正适切 ,则可法论特征
                 以借助尔后的真实性评价得到诊断。学习环境设计属于设计科学的范畴 ,设    3.从 多重视点出发进行设计与评价



学习课程的设计是一种综合性作业。因  位、出席率、成绩等的变量。(3)设计的实施

此 ,这种评价也应当是综合性的。柯林斯(A. 所需的资源与支持。在许多场合 ,当 引进新

collins)主 张至少必须覆盖如下层面的分  设计要素之际 ,仅靠
一

名课任教师是难以控

析。[19](1)认知层面的分析。这意味着探讨  制的。包括技术支援在内 ,必须考虑需要有

学习者学习之前的理解水准与学习者通过学  多大程度的资源。(4)专业发展。必须探讨教

习其理解水准产生了怎样的变化。(2)人 际  师需要有怎样程度的准备 ,才能理解新导入

(主体间)层面的分析。学习环境由众多学习  的设计要素 ;需要有怎样的教学计划 ,才能有

者构成 ,这个层面的兮析意味着探讨包括师  效发挥作用。(5)经费资源。在导八设计要素

生、生生之间为了实现有效沟通 ,该如何去做  之际 ,必须投入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不可

并且得以实现。(3)课堂层面的分析。这意味  忽略的一点是 ,其费用也可能左右设计的成

着探讨所有学习者在其所属的学习共同体中  功。(6)实施路径。设计的导入与发展需要有

有意义贡献的活动形态。(4)资 源孱面的分  一个结构 ,明确应怎样介绍新课程 ,在怎样的

析。这意昧着探讨与评价学习者在展开学习  时期内必须有怎样的荠援之类的所谓η页利

的过程中,能够准备怎样的教材和支援者 ,学  进行
”
的要因。设计实验中∷的变量 ,彼此是相

习者是否能够适切地利用这些资源。(5)学瘁  互影响、循环往复的。基于研究者当时的视

层面的分析。实施的学习课程最终不应当是  点 ,既可能成为因变量 ,也可能成为自变量。

“
特例

”
,仅仅在ˉ间教室里的设计实验会对  因此 ,重要的是记述当时是如何明确目标 ,以

其他教室或是整个学校产生撬动的影响 ,必  怎样的理由来选定因变量或自变量的:

须致力于借助囊括了更大的共同体一一整个    设计科学的实验研究特征如下。[?0](1)

学校乃至知识网络一工在内的设计实验 ,来  不是设计实验室情境 ,而是设计混沌情境中

实现所期望的教育实践的理解。       的学习。作为学习研究的本来目的就是旨在

4.选定牵涉设计评价的重要因变量    提高现实情境的学习质量 :因 此 ,学 习研究

进行综合设计必须有多重层面的探讨 , 也必须从线性研究转向非线性研究。(2)不是

同时选定多样因变量也很重要。其一 ,氛围  聚焦单独的因变量 ,而是根据需要同时处置

变量。学习的姿态、尊重对方的价值观
`不

畏  多个因变量。因为学习效果仅靠少数特定的

惧矢败的挑战的勇气这样一种构成有意义学  因变量的测定是难以充分把握的 ,还需要探

习的环境条件是否齐各的评价。其二 ,学 习  讨具体的课堂情境基于不同的因变量之下 ,

∷
变量。学习展开之际 ,是否适切地获得并利  设计要素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性。(3)不是验

用了必要的能力 ,诸如知识、技能、元认知方  证假设 ,雨是编制设计的环境轮廓。设计实

略等的评价。其三 ,系统变量。设计的学习  验研究的目的是形成性评价。(4)∶ 与其恪守预

课程能否维持 ,或是为了推广到其他课堂 ,会  设的步骤 ,不 如根据情境随机应变地做出修

正。(5)不 同于以往心理学实验研究把人的学

有怎样的问题的评价。

5.选定决定设计革新成败的自变量    习视为调动个人内在资源的
一

种认知过
∷
程 ,

这里所谓的
“
自变量

”
,意昧着影响到学  设计科学的实验研究着力于处置智力资源丰

习课程设计成败与否的典型的变量 ,即情境、 富的社会情境中的学习。教师应当致力于以

学习者的特征、涉及的实施所需的资源与支  多种不同方式直面学习者 自身 ,尽可能地提

持、专业发展、经费资源和实施路径。(1)情  供学习支援。学习环境的设计很大程度上依

境。其意昧着学校的地域性、社 区共同体的  存于设计者所秉持的教学愿景。事实上 ,基

特色之类。(2)学习者的特征。年龄
`经

济地  于不同的立场一一行为主义、认知 (个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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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 ,对于学习、教育、学习
者 、教师的意义解读是不同的。在心理学史
上 ,从行为主义到认知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
义 的理论发展 ,学 习与教育 的意蕴被拓展
了。三种理论立场各 自有其 固有的教育含
义 ,不过晚近的教育研究 中受到重视的观点
是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从个人认
知的侧面到社会文化的侧面 ,建构主义的观
点涵盖了广泛意义的内涵。归纳起来 ,建构
主义大体倡导如下的观点 :学习是学习者 自
身通过能动的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知 识与
技能同境脉是不可分离的 ,学习是在情境之
中、依存于情境来进行学习的 ;学习是在共同
体中通过社会交互作用进行的。而学习环境
设计是以每一个学习者的学习得以形成为 目
的 ,通过明晰当下学习者 (对象者 )体验的学
习环境 ,来 协调整个学习活动的一种创造性
实践。尽管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强调学习
者的 自我控制 ,但是教师的作用仍然不可低
估。设计者的任务主要是指导学生如何建构
意义 ,以及如何有效监控、评估和更新已经建
构的东西 ;为学习者定位与设计经验 ,使之体
验到真实的相关的情境。

三、学习环境设计的行动课题

教师的工作归根结底是基于促进所有儿
童的主体性学匀的教育意图 ,来设计学习环
境 、展开教育实践的。对于我国中小学教师
而言 ,学习环境设计意味着教师借助现代的
信息技术 ,把学习的认知机制与社会境脉的
研究成果整合为有效的学习方式 ,并用于支
持创新型教学活动的实施。因此 ,也就意味
着一系列颠覆

“
应试教育

”
观念与体制的行动

课题。这里所谓的
“
颠覆

”
是指 ,针对

“
应试教

育
”
竞争的弊端 ,展开拨乱反正、祛邪扶正、去

伪存真的行动课题——颠覆知识掌握的价
值 ,颠覆学科教学的目标序列 ,颠覆传统的课
堂教学设计模式 ,最终使得中小学的课堂从

ˉ

“
教

”
堂转型为

“
学

”
堂。

(一 )颠覆知识掌握的价值——从“
知识

垄断
”
走向

“
知识分享

”

⒛ 世纪中叶开始的
“
认知论研究

”
,从认

知境脉的角度聚焦儿童的理解过程 ,阐 明个
人头脑中封闭的行为——认知变化与知识结
构 ,同 时揭示 了如何促进儿童既有概念的变

化 ,促进儿童认知境脉的学习。⒛世纪后半
叶开始的

“
社会文化论研究

”
则从社会境脉的

角度聚焦儿童作为学习主体的理解过程 ,阐
明儿童的认知不是封闭于个体的境脉 ,而是
在一珲的社会境脉下建构的。从根本上说 ,

其是 以有社会 、文化价值 的境脉为基础的。
因此 ,学校中的课堂学习应当关注如何借助
社会性的知识分享、观点碰撞 ,最后形成对问
题解决的多元化 、深化理解并生成相应的知
识结构。[21]

人类社会的知识不断新陈代谢 ,并非亘
古不变。根据英国学者艾莉的研究 ,所谓

“
知

识就是力量
”
,是 因为知识与力量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动力学关系。[22]所 以 ,知识的控制发
生转移时就会引起社会和经济力量也发生转
移。但在知识社会里 ,随着各个领域的知识
爆炸 ,知识的有效性变短并易被废弃。这样 ,

更新知识成为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从而使
得旧的知识方程式加速失衡。现代社会的知
识方程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果说 ,信息社会
之前的知识方程式是

“
知识即力量 ,因 而要控

制 、要储存
”
。那么 ,信息社会之后的知识方

程式则是
“
知识 即能力 ,因 而要建构 、要分

享
”
。丿L童掌握知识不应当走向

“
知识垄断

”
,

而应肖倡导
“
知识分享

”
。这不仅是关系每一

个学习者学力成长的问题 ,也是关系每一个

学习者人格成长的问题。
(二 )颠覆 学科教 育的 目标序列—— 从

“
知识中心”

走向
“
丿1童发展

”

历来的学科教育 目标是以知识点为中心
的。关注知识点的解读 、解题与应用。这种
学科教学尽管言之凿凿地提出了通过获取知

-ˉ  119 -—



识来促进智力发展的目标 ,“ 然而不幸的是 ,

知识却时常被转化成为毫无生气的零星碎片

一一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人类对话 中弃置

不用 的垃圾 ,而 不是对话本 身所包含 的内

容
”
。[23]新 的学科教育 目标颠倒了传统的逻

辑 ,形成了四个层次的目标系列一一兴趣 、动

机 、态度 ;思 考力 、判断力 、表达力 ;观察技能

与实验技能 ;知识与理解。在这里 ,学 习环境

设计的研究主要 围绕学习的发生而建构起

来 ,旨 在变革传统的教学方式 ,重建教学关

系 ,保障所有儿童的主体性学习。

为此 ,教师必须重新认识学习与知识的

复杂性 ,从客观主义的哲学基点转向建构主

义的哲学基点 ;从
“
知识 中心

”
走向

“
丿L童发

展
”
。学习环境设计至少应聚焦七个关键词

工一 自控学习、个别差异 、学习动机 、思维过

程 、合作活动 、多重体验 、自我表现。[24]基于

上述七个视点设计的学习环境而实现的
“
优

质学习
”
的典型 ,就是

“
探究型学习

”
,它重视

每∵个学习者的思考 ,在各 自的 自我表达中

提升问题求索的品质 ,从而体验问题解决的

过程 ,由 此拓宽并深化儿童的学习。归根结

底 ,学 习环境的设计意味着谋求以学习者的

学习为核心 ,实 现基于每一个儿童的异质性

(他者性 )对话性沟通的多样化学习。

(三 )颠覆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模式——

从线性过程的设计走向非线性过程的设计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 中 ,课堂教学设

计被视为
“
计划一达成一评价

”
三个阶段的线

性过程 的设计 。在这里受到重视 的是
“
计

划
”
,以 及对照

“
教学 目标

”
进行 的

“
评价

”
。

学习环境设计是一种非线性过程的设计 ,这

种设计路线重视学习者学习过程及其经验本

身一一课堂学习由教师展开设计 ,在课堂活

动中不断地得以修正 ,借助反思复杂课堂事

件的意义得以创造更有意义的经验的过程。

在这里 ,课堂学习的
“
设计一实践一反思

”
不

是阶段性的过程 ,而 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

过程。[25]

1.设计

在课堂学习的
“
设计

”
中 ,教师根据课程

的单元内容与学习者的兴趣 、爱好来进行设

计。这种
“
设计

”
的行为借助教材的主题以及

教师与儿童的对话来展开 ,在教学的前 、中、

后,都会得到修正。在学习设计中极其重覃

的是
“主题

”一一在该教材中让学习者追求什

么核心价值 ,以 及该主题具有怎样 的发展性

等 ,成为决定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学习质量

的关键 。在学习设计 中仅次于
“
主题

”
的是

“
过程

”
的组织。无论怎样的主题 ,倘若不在

丰富的探究与表达的
“
过程

”
中组织 ,那 么 ,学

习的经验是贫弱的。把学习者的学习经验作

为一种认知性经验、社会性经验、伦理性经验

加以丰富实现的
“过程

”
,就是

“设计
”。

2.实践

在课堂学习的实施阶段嵌人
“
设计

”
与

“
反思

”
这两种复杂的教师活动 ,这种教师活

动是以认知性 、社会性 、伦理性的活动来组织

的。
“
反思

”
贯穿于教学的前 、中、后全过程 。

教学前的
“
反思

”
,是教师在对教材 、学习环境

的发展性和儿童学习的可能性的洞察之上

“
设计

”
的教学活动中进行的 ;教学中的

“
反

思
”
,是教师针对深刻变化的课堂情境 ,在 即

兴的活动中展开的 ;而教学后的
“
反思

”
,是教

师基于教材 、学习者活动和教师 自身活动的

评价来进行的。

3.反思
“
省察

”
与1反思

”
通过两种对话而形成 :

其一是
“
同情境的对话

”
,其二是

“
同自己的对

话
”
。这两种对话是构成

“
实践

”
的基本要

件。
“
省察

”
与

“
反思

”
的能力构成了作为专家

的教师的核心能力。出色的教师在
“
同情境

的对话

`“

同自己的对话
”
中都会发挥优异的

能力。另外 ,“ 省察
”
与

“
反思

”
也是把情境提

出的课题 当作 自身的责任来对待的一种活

动。
“
省察

”
与

“
反思

”
出色的教师 ,不 会把课

堂学习的失败归咎于教材 ,而是求诸于 自己

的
“
实践

”
及其

“
设计

”
,寻求 自身教学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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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上述这些教育观念与教师教学行为的颠
覆 ,不仅牵涉直接性的、明确计划之下展开的
观念要素与行动要素 ,而且牵涉间接性的、未
经意识的、隐性起作用的学校文化对学生传
递的一定的思考方式 、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规
范。归根结底 ,学习环境设计意味着新的学

篁童像骂鹫晨芽品鼋筑讠量璧萱霎窘鼋霪型
生的教师引领活生生的儿童所经营的洋溢着
生命活力的世界。

“
课堂教学是迄今人类文明

的最复杂 、最旱挑战性 、最精妙和令人胆怯的

汗动
”
,[27]学 习环境设计研究有助于每一个

教师累积起抵御
“
应试教育

”
污泥浊水的免疫

力与正能量——这就是学习环境设计的魅力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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