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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课堂边缘人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不到向上的助推力!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行为"态度和情感三维度上处

于离群状态的人# 梳理社会学领域边缘人概念的发展过程!对已有概念进行辨析!对课堂边缘人的概念做了进一步拓

展# 为保证教育公平的实现!应从创设积极教学情境转化边缘人和防止边缘情境产生两个路径展开教育教学工作# 通

过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缩减教学班规模"规范行为"浸润情感!引导边缘人转化# 完善教育教学目标和评价机制!重建

教育价值观!防止边缘情境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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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课堂上存

在着一类边缘人#这类人的存在反映着课堂教学

中的不公平现象#不仅影响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和学生个体的发展#也影响着课堂教学质量和效

率& 尽管这种现象已经开始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

视#但是边缘人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定论#基于此#

笔者对已有概念进行辨析#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

这一类人#并给教育实践带来一些帮助&

!5课堂边缘人的传统认知

边缘人概念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陌

生人概念#所谓陌生人#是指那些'虽然生活在社

会里#却处于边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内部机制#

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社会群体之外(的外国人&

后来他的学生帕克"89:2# ;*<%在 !%#-年正式提

出'边缘人(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处于两种文化

和两种社会的边缘的人(

)!*

#'边缘人对他或她自

己的文化是矛盾的#想回又不能回#想离开又做不

到$对待新的文化#同样感到矛盾#想被同化又不

能#想拒绝"被同化%又做不到(

)#*

& 帕克的学生

斯通奎斯特指出#当一个人'不得不学习两种或

多种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传统和伦理规则时#他

的边缘人格就产生了(& 斯通奎斯特的阐述并没

有仅仅停留在对国籍+肤色+种族等的考察上#而

是将文化+信仰+心理等内在因素纳入视野#对

'边缘人(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细致+精确和全面的

概括&

随着理论界对'边缘人(概念内涵的深入讨

论#有的研究者开始将边缘人理论引入社会学以

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

点与难点#比如语言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文学

作品分析+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等& 比利,戴维斯

指出#边缘人概念渐渐用于不带贬义的论述中#可

以用来区分群体的差异#指代个体的身份#并被引

入个体对自我的评价& 在教育学领域#国内外诸

多学者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纵观已有概念定义#国内外学者对课堂边缘

人的关注点重合度很高#定义也或多或少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5学生学业成就及成就能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莱文"=>?)1>%把来自贫

困家庭+面临学业失败的学生界定为边缘生"@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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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有很

多#除了家庭经济状况#还有学生的生理条件+父

母的教育背景等#在此基础上#范国睿将那些在学

校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和缺乏促进学业成

就的能力和背景的学生#统称为'边缘学生(

)"*

&

现代教育理念不提倡以分数作为学生的唯一评判

标准#李森认为课堂教学的'边缘人(包含两个范

畴#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得到良好发展#指的是他在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

存在缺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

!*#5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交往能力

边缘人在有些文章中常以隐形人的形象出

现& 詹森"C(L1I(1%在-齐头并进...关注第 # 段

的落后生/中#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指出!'这类

学生的行为表现通常较好#作业也很整洁#但在课

堂上往往避免自己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因而被称

为0隐形学生1&(

)3*他们由于过于安静沉默#在教

室里往往不易被教师和其他同学注意#有教师甚

至表示对于这部分学生#'如果你点名发现少了

两个学生#不看名册根本想不起来缺的是谁&(

)&*

亓玉慧眼中的'边缘人(在日常课堂教学情境中

被教师和其他同学排斥或遗忘#是班级生活中的

'隐形人(&

!*+5班级结构中的地位

马维娜利用'场(的视角来研究边缘人!在教

育日常生活中#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是希冀进场#

却被排除场外$虽在场内#却不被场内接纳$表面

在场#实际并不在场$物理场的在场#意义场的不

在场)-*

& 李森认为#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游离

于教学活动的中心#处于课堂教学的边缘& 吴康

宁从班级的正式和非正式结构的角度出发描述了

班级边缘学生的境况#在班级的正式结构中#即班

长.团支书.各科课代表.学习小组组长这样一

种线性层级制度下#边缘学生居于制度下离'权

力(中心最远的地位#他在班级中的一切行为的

准则都是服从)%*

&

学者们试图从'场('中心与边缘('班级正式

结构(等角度出发给课堂教学活动划分出结构#

从学生的期待+行为等维度出发衡量其边缘性&

有类似做法的还有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出发给边

缘人划分类型的李森#他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将

边缘人划分为'主动型边缘人(和'被动型边缘

人(#根据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外显行为与

内在发展的一致程度将边缘人划分为'表象型边

缘人(和'实质型边缘人(#根据学生行为表现的

频率将边缘人分为'安静型边缘人(和'躁动型边

缘人(#行为表现频率中还体现了行为的友爱性

与对抗性&

隐形人与缺乏学业成就及成就能力的学生并

不完全相同#所涵盖的范畴部分重合#这就给课堂

边缘人的定义增加了困难& 课堂实践中的边缘人

类型复杂多样#需要对边缘人概念的外延进行拓

展和补充&

#5课堂边缘人的新理解

在众多社会科学研究中#边缘性被认为是偏

离于社会规范或标准的人格特性+行为方式或社

会情境#是任何社会和文化实体都可能具有的属

性& 边缘性概念最早由帕克提出#他将边缘人等

同于边缘性& 在边缘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

演变出两种取向#即心理上的边缘人格与结构上

的边缘情境& 心理边缘强调个体所具有的人格特

性或心理属性#表现为矛盾情绪+自我意识过于敏

感等负面情绪#反映在个体的社会行为中#影响个

体能动性的发挥#阻碍正常的社会行动& 结构边

缘试图从研究对象所在的外部情境来研究#边缘

性的相对性更为强烈#建构意味更为明显& 根据

斯通奎斯特的研究#边缘人是不同种族与文化碰

撞的产物#边缘人格是边缘情境的产物& 但事实

上#结构边缘与心理边缘的关系是双向的#边缘人

是在结构边缘与心理边缘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边缘人是具有边缘性的个体#同样具有两种

取向!心理上的边缘人格和结构上的边缘情境&

对于课堂边缘人概念而言#聚焦其所处边缘情境

及其产生的根源#防止教育者创造边缘情境#避免

边缘情境催生边缘人格#对课堂受教育者的终身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休斯认为#当个体身上缺乏

被期待的社会特性时#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就是边

缘性的)!$*

& 勒温提出#当情境中存在为阻止理想

目标的实现而创造的障碍时#社会情境就具有了

边缘性特征)!!*

& 克尔克霍夫与麦考密克从成员

群体与参照群体的关系出发#认为以不具有成员

资格的群体作为参照群体的个体#或者社会化程

度不足以满足其社会角色需求的个体#即为边

缘人)!#*

&

从这个角度看#课堂边缘人不一定是被忽视

#



第 "期 陈媛#等!课堂边缘人的新理解及其教学应用

者#不一定是学业失败者#不一定是处境不利者&

亓玉慧曾将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与'学困生(

'品行不端学生(等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边缘人的

发展不突出#生活较为封闭#极易被忽视& 与其说

边缘人是学业失败者#亓玉慧认为弱势学生+学生

弱势群体+处境不利学生与课堂边缘人的内涵最

为接近)!+*

#边缘人是比学困生+品行不端学生+弱

势学生等范畴更小的概念#是这些学生中默不作

声的那一群人#只要学生的一些问题和障碍足以

引起教师和其他成员的关注#享有同情和照顾#那

么即使班级地位低下#也不是边缘人& 但实际上#

学业成绩优异者也有可能成为边缘人#这类成绩

优异者在课堂上享受着教师和其他学生的关注#

但是在课堂外的活动中常常形单影只#集体荣誉

感不强#对班级没有归属感&

学困生+品行不端学生中的'学生明星( "课

堂外常是学生小活动群体的中心%#也有可能成

为边缘人& 吴康宁在-课堂教学社会学/中描述

了差生对显性角色规范的态度!他们的自我概念

并不接受'差生(这类角色#但差生的外在标签致

使他们在互动中常有挫折感#强烈的自卑情结使

自我意识强的差生起而抗之#成为显性角色规范

的'反抗者(& 他们与教师对立#与好学生对立#

甚至与课堂教学中一切体制文化层面对立)!"*

&

与教学规范+体制文化层面的一切对立的#不会是

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对抗行为本身及其背后的

态度+情感决定了学生在课堂中的边缘地位&

结合已有学者对边缘人的研究#边缘人概念

具有两个维度的属性!学业成绩达不到目标+社会

性发展欠缺& 其中#社会性发展又分为行为+态度

和情感等几个维度& 在此#本文将课堂教学中的

边缘人定义为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不到向上的助

推力#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行为+态度和情感三维度

上处于离群状态的人&

#*!5得不到向上的助推力

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指出#也许课堂既不

应以教师为中心#也不应以学生为中心#而应以主

体为中心#只有在教学的核心范围内加入一种超

验的第三事物#才能建立起一个能让师生同时参

与的学习型共同体#也就是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

学中共同经历的'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活动(如

同一块磁铁将教师与学生紧紧吸引在它的周围&

教学活动是教师教授活动与学生学习活动的统

一#既不是单纯的教授过程#也不是单纯的学习过

程& 当教师凭借教授活动#唤起+组织并指导学生

有效地掌握教学内容的学习活动时#教学才能成

立)!,*

& 边缘人的边缘地位体现在学生已有认知

能力和水平#即学生基础#与新的教学目标对学生

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之间的差距上&

学生基础远远低于教学目标要求时#面对新

的教学目标提出的问题#学生仅凭已有的知识技

能无法解决#无论是通过知识讲解+发现学习还是

合作学习#学生体验到了失落感和对新知识的渴

求感#如果不能从课堂教学活动中获取有益资源

以完成知识的积累和思维方式的转变#那么学生

将感到更强的失落感#旧不能待#新不能立#无所

适从#成为认知层面的边缘人& 比如学生有智力

障碍或生理缺陷#他们时常缺乏一种获得成功的

基本能力),*

#又或者在进入到新的一个学段学习

时#学生基础太差导致最近发展区出现真空&

学生基础远远高于教学目标要求时#即在课堂

教学开始之前学生已经通过自学的方式完成对新

知识的掌握#能够达成教学目标和教学评价对学生

的要求& 其中有的学生享受在课堂上与教师互动

的过程#享受成为'模范('带头人(的感觉#乐于与

他人分享自己的思考内容#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

中& 但是对另一些学生来说#他们是没有兴趣参与

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的#他们并不喜欢教师的教学

内容#感觉到无趣+无聊#常在课上发呆&

对于以上这两类学生而言#他们的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在课堂上

确实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的这些方面就一定存在缺陷#这是与李森给边缘

人的定义中提到的'没有得到良好发展(的内涵

所不同的地方&

#*#5社会关系网三维度处于离群状态

边缘人概念除了对学生在学习生涯中所处水

平的描述之外#就是对他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地

位的描述#重在探讨他社会性发展的一面& 探究

边缘人的内涵#不仅需要了解个体所处位置#还要

把握个体对群体及他人的社会态度)!3*

& 在学生

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交互行为中#社会关系逐步

建立#如同蜘蛛网错综复杂&

从蜘蛛织网这一角度来看学生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的行为和地位#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个维度!

丝线的密集程度...行为频率#粘胶的粘合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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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态度和情感& 在课堂实践中#学生指向目

标的行为本身暗含着学生对行为目标的态度和情

感#而态度和情感是复杂多维的#既有对行为本身

的态度#又有对行为指向目标的态度和情感& 因

此在讨论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角色时#将学

生的属性分为三个维度!行为+对行为本身的态

度+对行为指向目标的情感& 教师的期望决定了

其对待学生的态度#教师的态度又形塑了学生的

课堂行为)!&*

& 行为+态度+情感的性质又分两种!

正向性"用M表示%和负向性"用4表示%#如表 !所

示& 行为维度的正向性是指行为发生的频率高#

负向性是指行为发生的频率低$态度和情感维度

的正向性是指积极+有认同感+有归属感+友好等#

负向性指中立和负面情感#如对抗行为+低评价

等& 这样一种维度划分法可以涵盖广义上的课堂

教学活动中的绝大部分学生&

以班委竞选活动为例#学生不参与竞选活动#

认为参与班委竞选活动可以给自己带来益处#认

为班委在班级中的地位高#那么该生的行为角色

记为'

4MM

(#是'被压抑者(& 边缘人角色与他在

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密切相关#有的学生

可能是班委竞选活动中的活跃者#也有可能同时

是同学日常交往活动中的边缘人& 结合前面和蜘

蛛织网的相关比较#行为维度是'

M

(的活跃者+盲

目者#就像是忙碌地织网的蜘蛛#时刻将自己与大

网紧紧联系在一起#行为维度是'

4

(的被压抑者

和冷漠旁观者#就像是丝囊中积累了丰富的丝线+

却在网中找不到粘结点的蜘蛛#而边缘人则是切

掉丝囊的蜘蛛#既没有丝线也没有粘结点#似乎是

学校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只小蜘蛛#又似乎像是一

个校外人员& 在行为+态度+情感三个维度上处于

离群状态的#是边缘人&

表 !5社会关系网中的学生行为及角色

行为
对行为本

身的态度

对行为目标的

态度和情感
学生角色

M M M 活跃者

M M 4 功利主义者

M 4 4 盲目者

M 4 M 盲目的矛盾者

4 M M 被压抑者

4 4 M 被压抑者

4 M 4 冷漠旁观者

4 4 4 边缘人

+5课堂边缘人的教学转化

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是一种特殊的个体或群

体#需要得到特殊的帮助和支持#只要课堂教学中

存在着边缘人#就很难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边缘

人理论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两点意

义!创设积极的情境转化边缘人#防止边缘情境催

化边缘人&

+*!5设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师是转化的主导者#可以直接对边缘人施

加影响#根据学生的已有基础来设定合理的教学

目标#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进而使

他们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人物& 教师的或受教师

指引的同伴的引导行为#可以帮助边缘人解决问

题#消除种种疑惑#使其从疑团中解脱出来#专心

学习& 约恩认为'课堂中给学生增设一些简单的

额外任务可以提供给边缘学生有效学习和研究的

策略(

)!-*

& 教师应有意识地为处于边缘境地的学

生合理安排一定量的学习任务#减少学生已有知

识基础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 正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有关建议中提到的!'我们应使学习者

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围绕着教学内容展开的

教学活动应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5小班化教学

小班化教学在实际操作上降低了给不同学生

设定教学目标的难度#能够让每个学生享受到更

多的关注和指导& 小班化教学是美国针对处境不

利群体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学力不足现象开启的

教育补偿项目中的重要内容& 从 !%,3 年的更高

视野计划#到 !%%- 年的'小班化计划(#为了使经

济困难或者学力不足的群体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资

源#教育补偿计划展开小班教学#在 !%%-

4

#$$-

年期间#新增教师 !$万人#将小学 !N+ 年级每班

的学生数降低为 !-人#高中阶段为学生营造较小

的学习单位#目的就是保证教师有足够的精力加

强对学力不足的学生的教育指导)!%*

&

+*+5规范行为$浸润情感

来自教师积极情感的支持是提高学生教学参

与的重要影响因素#有研究表明#教师情感支持对

学生学业兴趣+学习效能感有积极预测作用)#$*

&

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

增强教师的人格魅力#把学生紧紧吸引在教学活

动中& 教师通过实施教学控制#让每个学生参与

教学活动的机会均等#可以有意识地为那些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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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其获得成功体验#增强学

习兴趣和提高学习能力)#!*

& 有意识关注#建立积

极的情感纽带#改变边缘人面对他人"教师或同

辈%的行为态度#从而实现边缘人的转变& 通过

对外部环境的调控实现对边缘人的物理或心理刺

激#激起他们回归课堂教学中心的信心和勇气&

当学生处于宽松自然的环境氛围时#会产生一种

舒适感#这种舒适感与他们积极参与活动有极大

的相关性)##*

& 在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融洽的课

堂上#课堂气氛友好愉快#学生有较强的归属感#

这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浓#学习态度更好#参与课

堂的机会也相对多些)#+*

& 制定教学制度规训去

影响边缘人的日常行为习惯+道德伦理以及学习

积极性#主要是指导边缘人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法&

+*"5防止边缘情境的产生

与其等到边缘人的边缘地位产生#不如在边

缘情境发生之前做好预防工作#这样才能将边缘

状态对学生学业和社会性发展的伤害降到最低&

防止边缘情境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完善教育教学

目的和评价机制#重建教学价值观&

学生的边缘地位体现方式之一是已有知识基

础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上#学生的已有基础受

学生自身的学习和理解能力+教师的课堂管理和

教学方式的影响#还受到不同学段之间教学目标

和评价方式错位的影响& 我国基础教育缺乏对学

生创造能力的培养#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

为边缘人的产生埋下隐患的是创造力匮乏的问

题#在中小学教育完成后有一段很长的潜伏期#到

急需创新能力时的研究生期间#已经错过了创造

能力培养的黄金时期#创造性能力问题才明显暴

露出来)#"*

& 由升学压力指挥棒下的中小学教育

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好学生(#他们在教育阶段得

到强化的能力是考试能力#他们是做考试题目的

一把好手#但却缺乏参与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自主

和创造能力)#,*

& 近年来#我国中学生在国际奥林

匹克中学生学科竞赛中屡获金奖#然而丘成桐教

授却指出这些金奖是通过习题训练获得的#并且

对习题教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习题教

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考试#但不会做研究工作&

有几位曾获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奖的中国学

生在哈佛做我的研究生#学习都非常困难#有人甚

至读不下去&(

)#3*我们在实质教育和形式教育目

的的指导下#培养出一批通过了实质教育目的评

价的学生& 在以知识教学为目的+以考试分数为

评价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能吸收知识内容并取得

较高分数的学生#当然不是这个课堂中的'边缘

人(#但当他进入到以培养知识+技能+智力为教

学目的和以能力发展水平为评价的课堂中#毫无

疑问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边缘人(的体验&

不同的教育目的决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育

结果#按照现代教育观#作为人类认识结果的知识

固然重要#但是探求结果的科学方法更加重要#因

此#现代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怎样使传授知识的过

程称为掌握科学方法+开发学生智慧的过程)#"*

&

把知识本身作为课程与教学目标#还是把知识作

为工具和手段+以掌握科学方法作为课程与教学

目标#这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

结果)#&*

& 教学是一项育人的事业#面向的是鲜活

的+发展中的+个性化的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

智能优势#不能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

标准#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和呵护学生的成

长#尽量减少给学生犯错和落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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