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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教育理念下小学教学设计特点探析 ①

易洪，曹俊杰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生本教育是以生为本的教育。在生本教育理念下，小学教学设计是为小学生的“学”而设计的教学活动的
蓝图，以学生为本进行教学目标设计，以生命为本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以生动为本进行教学过程设计，以生长为本进行

教学评价设计。整个教学设计立足于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生命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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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是进行教学活动的蓝图，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展开以及教学评

价的实施等环节都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为教学活动指明方向，使教学活动高效顺利地进行。而要

形成合理有效的教学设计必须有科学的教育理念作为指导。生本教育自提出并进行大范围实验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和广泛的认可。生本教育理念主张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将传统的“为教师好教而设

计的教育”转变为“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在生本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教学设计，能为教学活

动提供科学指导，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活泼健康地发展。

１　教学目标设计：以学生为本
１．１　面向全体学生

生本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面向全体学生有两个重点，一是“全体”，

二是“学生”。小学属于基础教育阶段，小学生发展水平相近，在这个阶段也要求尽量使全体学生都实

现某些基础目标，为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教学目标是为全体学生而设计，而不是设计只

有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实现的目标。此外，教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促使学生最佳地学［１］。学生是

教学中的主体，在教学目标设计中也要以此为基点，使教学目标定位准确，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目

标的引导、激励和评价功能。

１．２　追求全面发展
虽然从教育目标到教学目标一直在强调全面发展，可实际的教学活动真正做到让学生全面发展的

较少。生本教育下的教学目标设计要求体现学生的全面发展，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

观三维目标是教学目标设计应遵循的重点。很多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也顾及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

标，但仅仅用一句话略过，依然是以知识目标为主。三维目标不是形式，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还

要体验过程，掌握方法，更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不能本末倒置，误了学生的发展。

１．３　尊重差异发展
当代教育提倡公平，提倡平等，但这与差异发展并不相矛盾。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相应的发展水平、

特色、兴趣与需要，教育不是让所有学生都发展得一样，这既不可行也不科学。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以及预设目标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差异。教学要做的便是使学生得到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１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师资培训研究基地”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易洪（１９９１－），女，湖南长沙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小学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个性发展，扬长补短。比如，哪些学生或什么样水平的学生应该达到哪些目标，需要达到什么程度，这样

为不同水平、不同需要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以求在目标中照顾到所有学生。

２　教学内容设计：以生命为本
２．１　贴近生活

杜威曾说过，学校最大的浪费在于儿童在学校里不能自由地运用他在校外获得的经验，而另一方面他

又不能把他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应用于日常生活。小学教学内容的选择应把握其基础性、生活性的特点，

贴近生活的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接受，降低教学的难度，减轻教师与学生双方面的负担。教

学内容贴近生活并不等同于一切生活，而是源于实践且超越具体实践的局限性。教师要善于发现生活中

的教育价值，选择对学生有意义的生活片段，使学生易于接受又不简单地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层。

２．２　遵循规律
遵循规律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般水平和不同年龄阶段的特殊性。王守仁曾说：“（儿童）乐嬉

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意思就是儿童就像草木开始萌芽一样，喜欢嬉闹游戏，害怕拘束责罚。

小学生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需要根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进行教学内容的加工与设计。例

如，小学生对自己有所了解的或者与之相关的事物、动手操作的活动更容易感兴趣，所以教学内容的选

择应以此为依据之一；注意力有效集中的时间只有１５分钟左右，所以在教学重点和难点上注意时间的
安排和把握；小学阶段的学生已有经验比较零散、片面，所以教学内容的组织也更应该考虑到内容的横

向组织方式和纵向组织方式的特性与取舍。

２．３　发展生命
教学内容是学生生命意义发展的重要源泉［２］。学生的生命发展主要以智慧、感情与行为的发展为

表现，将之与特定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生命意义，以实现学生生命意义的发展。日

常的教学活动不是为了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而是为了使每一位学生受益，获得发展。小学是儿童

培养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建立学习自信的重要阶段，教学时间有限，为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

有益的发展，教师应慎重地选择教学内容，减少学生在发展生命过程中非必要的挫折与失败，使教学从

“控制生命”转变为“激扬生命”。

３　教学过程设计：以生动为本
３．１　生成性

教学设计是对课堂的预设，但是在预设中要突出生成。生本教育强调“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

生、全面依靠学生”，小学生各种心理机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培养、发展人积极因素的办法，就是最大

限度地把核心学习交还给学习者［３］。生本教育理念下的教学设计要求在教学过程设计时保留一定弹

性，为学生生命发展预留一定空间，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教师的作用便是引导学生，使学生的思

维活跃起来，充分发展但又保持在一定范围以内，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

３．２　多样性
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处于一个以感官认识为主的阶段，生动形象、具有趣味性的事物更能引起他

们的兴趣，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情境、教学媒体的有效组合，制造学生的兴趣点，让学生在一

个生动的课堂中轻松学习。教学组织上，可以创建学习小组，组间同质、组内异质是创建学习小组的一

大原则，使各个小组间实力均衡，组内能力互补，让学生在互助合作中成长；教学方法上，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导读、对话、讨论、讲授、展示、探究、实验操练、演示、参观等方法的优化组合。近些年涌现了一

批新的教学模式，争相创新课堂，可是很多创新、改革仅仅停留在表层，流于形式。教育工作者们都想让

课堂丰富起来、生动起来，于是尽可能多地使用各种教学媒体，变换教学组织形式，让课堂热闹起来，实

际上学生在这样费尽心思制造的课堂无法获得发展。多样性的课堂要求教师紧密结合学科性质、内容

特征、学生需要，在多种教学方法、情境、媒体中进行选择并最优化组合，让课堂自然流畅、深入发展。

３．３　高效性
很多教师对高效性有误解，以为学生在一堂课中学会了较多的知识便是高效。教育理念的矫正，使

得教育追求也不同于以往。高效性要避免做无用功或者有害功，生本教育的提出者曾经举过一个“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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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教喝水”的例子，喝水是人的本能，如果教师从怎么拧开盖子到把瓶子抬高到一定高度才能喝到

水化成理论知识教给学生，学生不仅听得乏味，而且可能教了之后反而不知道怎么喝水了。有力地激发

学生的本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发展，实现其生命可能性是教学设计对高效性的

追求。高效课堂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学生的主动参与，只有当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一系

列的设计才能发挥效用，因此，如何依托学生的生命本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是教师

进行教学过程设计时应考虑的重点。

４　教学评价设计：以生长为本
４．１　促进生长

在许多教师心目中，评价就等于考试或者测验，以至于教学评价发展成了为考而考，考试本身作为

一个评价的手段，最后成了评价的目标。新课程改革以来，这样的情况有所好转却依然不容乐观。在生

本教育理念中，教学评价是为了促进学生的生长，一切评价手段都为此服务。为改变以往把获得性评价

作为评价重点的弊端，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把表现性评价作为重点，通过解释、设计、制作、调查、实验、反

思等活动，关注学生学习过程、能力、态度、情感的发展。教师常常被比作“园丁”，园丁的目的不是把花

花草草修建得十分整齐，而是要让百花争艳，让每个学生的长处得以发挥，扬长补短，生气勃勃。承认学

生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生长周期，给予学生充分的发展空间，而不是用频繁、低效的评价干扰学生自然

生长。

４．２　共同参与
儿童是具有主动性和参与性的活的思维体［４］。教学活动的重点在于学生的学，而教学评价中却鲜

有学生的参与。生本教育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共同参与的评价模式，主要包括学生自评、学生

互评、教师自评、师生互评，由此，教师不再专享评价特权，学生也不再是评价的唯一对象，同时可以消除

师生关系中的一些误解，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学生的参与，可以真正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其积

极性、主动性；教师的参与，可以使教师明确自己的角色，提高教学反思的意识，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共同

发展。

４．３　动态连续
教学评价不是教学的最终环节，也不是一纸分数，而是穿插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并且是“教学—

评价—教学”这样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生本教育理念主张破除以分数为重点的频考制度，强调以过

程性评价为主，评价的涉及面小，可以是班级内部、小组或个人，形式比较灵活，包括口头、书面或行动

等，评价结果是及时、质性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语言、行为、表情、活动等都是评价的依据，

师生双方对教与学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随时调整教与学，教师要积极运用评价的诊断、激励、调控与发

展功能，提高教师与学生的自我评估能力、反思能力，将课堂变成一个生长的课堂。

５　结语
总而言之，教学设计是为学生生命发展服务的。教的目的、教的过程的核心、教的实际价值的体现

全在于学，教学的本质是学，教要转化为学［５］。教学设计要废除传统教学设计对学生发展造成的束缚，

以学生为本，为学生的学而设计，尽可能科学、合理而又简洁，给学生的自然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另

外，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不能简单地把它割裂开来，而要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四

部分的设计协调组合，实现教学设计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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