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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及其教学启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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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长期以来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很多实践者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陶·哈斯巴根创建
的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以结构化问题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环境，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实施过程完整化教学有如

下四点启示：教学是要解决问题的；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课程改革仍需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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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新型教学方式的生成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响亮的要求。改革长期以来教师讲学生听的

“灌输式”教学模式，很多实践者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陶·哈
斯巴根教授生成一种新型的“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曾对教学方式变革起了积极的作用。“过程完整

化教学模式”全新的课堂文化制度，深刻影响了课改一线教师的课堂教学。今天，深入研究和学习陶·

哈斯巴根教授的教学模式，对我们摆脱“灌输式”教学模式，实施新版课程标准，仍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１　关于教与学的过程
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知识学习的过程包括记忆、理解和掌握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逐层递进

的关系。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前提和基础，记忆阶段无法逾越理解阶段而达到掌握阶段。只有

完整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学生的学习过程才算完整，否则是不完整有缺陷的。研究表明，在实际的教学

环境中多数学生的学习很难经历这三个阶段，问题在哪里呢？陶·哈斯巴根认为，教学过程不完整是造

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教学过程的完整性是指学生学习过程的完整，即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授和学

生的学习两种过程的有机结合。教师的作用是适时监控、指导，创设出师生能够交互作用的教学环境，

学生能自觉、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经历同化和顺应，能充分建构知识，形成个性，健全人格、确保教学信息

顺畅，使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完整。

２　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的特点
２．１　提炼结构化问题

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最突出特点体现在备课上，备课以提炼结构化问题为核心。结构化问题是相

互之间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一组问题，教师课前要把教学内容转化为问题，问题难度呈“金字塔”型。

结构化问题分一、二、三……等级；一级处于“金字塔”顶端，是教学要解决（或完成）的核心问题（或任

务）。因此一级核心问题最难，二、三……级问题难度依次降低。教师备课第一步要提炼一级核心问

题。一级核心问题的提炼，既可提高教师备课水平，又能使学生明白课程学习的目标。二、三……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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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教师需转换问题角度或降低问题难度进行提炼。结构化问题既是反映教学思路的问题群，也是在课

堂上学生“做学问”的问题群。教学时，教师通过呈现不同难度的问题情境，学生尝试探索，不仅学生获

得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思维也得到了训练。教学过程中一级问题不能变更，其余子级问题都是预备性

的，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当堂更改或替换。教师当堂备课为因材施教也提供了可能。

２．２　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
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过程是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最大的特点［１］２６。课堂上教师以问题（或任务）

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学生以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的方式进行学习，围绕问题实现师生互动。在教学

过程中，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采用变换问题方式或降低问题难度的方式再次呈现教学内容，鼓励学

生自主思考探索，与传统教学学生学习困惑时教师的提示、点拨不同。学生通过问题解决的尝试，获悉

问题的解决的思维方式。建立自信，实现意义建构。课堂上，教师可视教学的时间以及教学的必要性以

学员身份发言，鼓励学生提出质疑。以学员身份进行发言是过程完整化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课堂

终结阶段教师要提供一个具有促使学生将新概念和规律与原有知识体系协调一致的问题。还可进行

“学生探索问题”那样的教学循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过程，改变了教师以往呈现教学内容的方

式。变换问题角度、降低问题难度改变了教师点拨、提示的教学方式，学生当堂勾画尝试、猜想探索的方

式改变了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教师以学员身份进行发言改变了课堂教学互动的方式。

２．３　改革课堂教学制度
新的课堂教学制度对教师与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课堂上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独立思考发现问题。

对学生的课堂要求是：独立思考尝试探索，表达自己的思路和观点。避免先入为主，翻看书本、依赖书本

寻找答案；不急于举手，影响自己深入思考；不交谈喊叫，以影响他人思考。对教师的课堂要求是：不急

于点拨、诱导低估学生学习潜能，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一些结论；教师也不要或仅仅满足于让学生感兴

趣，博取学生欢心，教师要善于用教材教，不照本宣科；教师不能将自己意见强加于学生，要给学生自己

建构知识体验成功的机会。教师可以把这些要求写在黑板一角提醒学生。改变传统课堂教师讲、学生

听的模式，符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精神关于课堂教学方式变革的主张。

２．４　不提供现成的结论
课堂以问题开始，以新的问题结束，不提供现成的结论。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具有探索的色彩，带

有科学研究的某些性质。学生自己建构知识，体验科学研究的某些过程，促进了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

动。过程完整化教学使学生亲自经历建构新概念、新规律的完整学习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健康个性，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以问题为中心是尊重学生，教师不断变化的是问题，关注的

始终是学生，是以学生为中心。过程完整化教学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不提供现成的结论，正应了

课改的教学理念：“教师不要急于用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的感悟和认识”［２］。

３　 实施过程完整化教学的启示
３．１　教学是要解决问题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普通人的观念里，即便在教育工作者那里“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改变命
运”都是不容质疑的真理。这一理念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甚至教育工作者，认可教学的核心是传授知

识，关键环节教师要适时点拨、提示、暗示、诱导。在中小学甚至大学里的课堂，很多教师都还不厌其烦

于讲解，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拔苗助长。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与我们目前倡导的创新教学

相去甚远。何以培养创新型人才？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提出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使课堂教学师生

共同研究问题成为可能，解决了教师被动教授知识的难题，解决了学生被动学习的困惑。知识的学习并

非目的，教学是要解决问题的。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实施不只是过去，在当下解决教学病症，开出的仍

是一剂良药。

３．２　教师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坦诚地讲，在接受过程完整化教学前，对当教师的我并无多大兴趣。记得学生时期，每次上课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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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师讲的东西全都记下来，但只怪自己的手写得不够快，钢笔太拙劣。今天想来，觉得好笑。即便记

下来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桶里的水倒杯里吗？充其量就是一种知识复制。课堂上学生连写都写不下

来，还哪有思考的机会。再则，把老师课堂讲的都记下来，还是要学生再行习得的。如此教学岂不是浪

费了时间，消耗了精力！很多年过去了，但那种被愚弄的感觉，仍觉得不是滋味。索性我们随便进到现

在的中小学、甚至大学的课堂看看，不难发现此种现象仍在延续。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都在遵循着这些

教育的经典，殊不知孩子的智慧就这样消耗掉了。实施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使我领悟到，教学的意义在

于启迪学生的智慧。过程完整化教学呈现教学内容的方式，以问题挑战学生的方式，给教师该怎么教、

学生应当如何学以新的思考，教师要改变惯性思维方式，教学要启迪智慧，使学生学会思考。

３．３　 教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作为教师，教学是教师独特的生活方式，传授知识是教师生活的主题。但是今天从事教学的人们，

能有几人不厌倦教学？还有几人相信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天底下最光辉职业的漂亮话？客观的讲教学是

育人的，仔细反思我们的教学活动，教师在课堂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讲授同一内容，特别是讲授几年

后，继续无休止地讲授同一内容，厌倦、无聊感自然产生。就其根源，其实在于我们的教学，眼中无人只

有知识。“呔咕歌”是一种在蒙古族流传久远的歌谣。故事大意是牧民哄劝母绵羊给遗弃羔仔或非亲

生羔仔喂奶时，反复吟唱给母绵羊听的一种没有具体歌词内容却深情、柔和的曲调。歌谣展现了蒙古族

先民对驯养过程的感悟。蒙古族人的饲养过程的独特方式，对饲养过程的操作方式，给我们的教学以极

深刻的启示。我们是否该需要改变一下长期以来的灌输教学方式，学学蒙古人驯化母羊的方式，使学生

主动学习知识？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对教学环境创设的重视不仅是对后工业化时代教学的思考，更是

融入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教师需要反思我们的教学，从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教知识为教

人。关注学生，积极开发、积极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彻底告别以知识为本的“满堂灌”教学

模式。

３．４　课程改革仍需坚持
课改已实施多年，但是有些人仍固守传统模式，也有人则持乐观态度。有学者认为，课改的核心理

念，在十余年前某些学校老师的身上业已完成。“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已完
成。但是我们是否就可推断，新课程这一文化选择２０年、３０年就能见分晓？未免高估了国人的文化自
觉。如此，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不也成２０年、３０年规划了么！鲁迅先生对中国、中国文化认识
可谓透彻。他曾用形象的语言形容中国，他说“在中国实在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个桌子、改装一个

火炉，也要血；而且既便是有了血，也未必能够搬动，能够改装”［３］。想来先生在世，也不会认同柔性的

唤醒可实现课改。传统文化里负面的、糟粕的东西一定不会让位于优秀的，当然我们这样讲，并非对课

程改革持悲观的态度。鲁迅先生一生也都没有停止过改造中国的战斗。相反，想说明的是课程改革需

要坚持到底。

当前，正值落实新版课程标准之时，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过程完整化教学模式与理论，反思教育实践

中的问题，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教学模式改革，对于深入领会新版课程标准，继续落实好新版课程

标准，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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