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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堂非预设事件的教学意义及教师态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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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课堂非预设事件对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是课堂教学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培养人文精
神的重要契机。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课堂非预设事件的教学意义，秉持积极的态度，将课堂非预设事件朝积极、正面的方

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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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是否预先设计和准备，课堂教学有预设性和非预
设性两个方面，课堂预设事件表现为按教师预先备好的

教案和设计好的教学思路进行的教学进程，而课堂非预

设事件则是课堂教学中出现的超出预案范畴的意外

事件。

课堂非预设事件可分为两种：课堂环境非预设事件

和课堂教学非预设事件。课堂环境非预设事件与课堂教

学内容无关，而是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有关，比如：天气突

变；有人来访；教室外异常响动；教学设备故障；学生迟

到、讲小话、手机突响等非学习行为。课堂教学非预设事

件与教学内容有关，通常是由教学预设事件引发的，一般

表现为学生的提问和回答完全在教师的意料之外。

课堂预设事件是在教师的预设下按计划在课堂上逐

一展开的，是在教师的掌控下逐步推进的教学进程，是有

计划、有步骤的课堂事件；而课堂非预设事件是偶发的、

随机的临时事件，教师没有事先准备好应对预案，不在教

学计划之内。临时事件会影响预设的教学进程，面对课

堂非预设事件的“干扰”，教师应有正确的认识，并秉持积

极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才能及时、恰当地处理非预设

事件。

１　课堂非预设事件的教学意义
１．１　课堂非预设事件是课堂教学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以往的教学研究十分重视教案的设计，也就是说注

意力基本放在如何做好课堂的教学预设，课堂教学是在

教师的计划下按部就班完成的。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
美国学者提出“生成课程”的理念。生成是一个相对于预

成、既定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教学相连，构成一种新的教

学形态，它强调教学的过程性，突出教学个性化建构的成

分，追求学生的生命成长，是一种开放的、互动的、动态

的、多元的教学形式［１］。

在生成性教学的理念下，课堂教学不再是一个坚决

执行教学预设的无增无减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变

数的动态过程，是开放的、互动的、动态的、多元的。非预

设事件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避免、也不必

回避的。“传统教学过程不允许有超出教学设计中规定

的行为出现，”但在教学现实中，“偶发事件是必然的，没

有偶发事件的教学才是偶然”。“教育的任务不是避免这

种偶然事件，而是充分发挥它的教育教学价值。”［２］

１．２　课堂非预设事件是宝贵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通常指可以用于教学的一切事物和条件，

包括在课堂里能够产生教学价值的各种事件［３］。课堂环

境非预设事件表面上是课堂教学的一种干扰，但是，如果

教师能够巧妙应对，不仅能化解这种干扰，相反，还能从

环境偶发事件中开发出对教学有利的因素，获取额外的

教学资源。课堂教学非预设事件则往往反映出教学预设

的不足，或者反映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是一种

非常明确的教学反馈。

课堂非预设事件处置得当会使课堂教学资源得以合

理充分的利用，反之，则会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

１．３　课堂非预设事件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契机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目标是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不仅语文、历史、音乐等这样

的人文学科课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有课程都

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的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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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是塑造学生人格的重要平台，教书育人并举，才能

促进学生和谐发展，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课堂非预设事件除了包含知识性信息，还包含人文

性信息，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契机，这时

候，教师适时进行人文性评价就尤为重要。

有一位小学特级教师应邀到外地授课，随意点了一

个胖胖的男孩朗读课文，这个孩子一开口就把句子念错

了，老师柔声提醒他：看清楚再念。他居然结巴起来。邻

座一个男生忍不住笑了，举手想替这个学生读，但老师没

同意。老师耐心鼓励胖男孩再来，胖男孩的额头渗出汗

来，总算把那个句子念顺当了。老师示意他坐下，然后走

到那个发笑孩子的身边，问他：“你想评价一下他的阅读

吗？”那个男孩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他急得出了满头

大汗，才把那个句子念好。”老师说：“应该说：他为了念好

一个句子，急得出了满头大汗。请你带个头用掌声鼓励

一下他好吗？”后来有学者对这位教师的做法给了这样的

评价：给了弱者尊严，给了强者仁爱，并且给了所有孩子

看世界的眼睛［４］。

这样的课堂环境非预设事件似乎与教学没有关系，

教师的处置也似乎谈不上是教学资源的开发，但是，教师

的人文性评价反映出教师优秀的人文素质及职业素养，

给学生做出非常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在对课堂教学非

预设事件的处置中，背后反映出的人文价值是，学生的课

堂努力得到积极评价和接纳，教师的客观、民主的形象得

以树立，知识传授和品格塑造的双重教学目标得以贯彻。

因此，课堂非预设事件若处置得当，除了能帮助更好

地完成教学目标，还会给课堂教学带来回馈，就是：宽松

愉悦的课堂氛围，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积极向上的教学

良性循环。

２　教师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２．１　高度重视，抓住稍纵即逝的教学机会

课堂非预设事件是偶发的、随机的临时事件，具有即

时性，这种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教师若不重视不回应，会

错失良机，或者过很久以后再来回应，效果也会大打

折扣。

２．２　民主平等，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课堂非预设事件与课堂预设事件往往是相悖的，有

时候甚至是相冲突的。对学生“唱反调”的行为，教师应

持有坦诚宽阔的胸怀，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客观中肯地加

以评价，而不是一定要求学生“按老师说的做”。这样，学

生的创新精神、质疑勇气得到保护，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

得到切实的体现。

２．３　总结反思，实现教学相长
课堂非预设事件是偶发的，也是突发的，如何处置才

是既能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

成，在短时间内，教师就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这其

实相当考验教师的智慧。特别是对于新手教师，他们往

往在出现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不知所措，以致尴尬难堪、

备感挫折。教师应不断总结反思，善于在这种尴尬挫折

中学习、成长，才能慢慢积累经验、从容应对，让非预设事

件从根本上变得也是可以预料并且可控的。

２．４　灵活处置，实现有效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要求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达到一定教学

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课堂教学设计是教师为达到教学目

标做进行的预案，课堂预设事件则是教学预案在课堂上

的严格执行，是一环扣一环的教学进程。而课堂非预设

事件由于其突发性，会影响教学进程，处置不当，还可能

会偏离教学目标，最后导致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因此，课

堂非预设事件的处置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在教学目标的

统领下，各种调控和处置都应为完成教学目标服务。

如前所述，非预设事件对课堂教学有重要意义，对非

预设事件漠然置之，缺乏“生成性”理念会造成教学资源

浪费。但是，放任自流和无节制的过度处置同样是失当

的，课堂会像脱缰的野马，失去控制。课堂非预设事件是

复杂的，面对各种不同的突发事件，教师应进行正确的选

择和判断，不同情况不同处置，确保最终不但能够顺利完

成教学任务，而且还能获得意外收获，超额完成教学任

务，实现有效课堂教学。

我们的处置方式一般可以采取这样三种：搁置处置、

及时处置、延时处置。

搁置处置是将非预设事件搁置起来，不进行处置。

不处置也是一种处置，并不是在意识上的忽视、忽略、不

当回事。有些非预设事件偏离教学目标，或者干扰教学

秩序，教师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将其中止、搁置，而不是放

任自流。“各种方式”就包括直接制止、转移话题，或者直

接放下、不加评价与讨论等等。

及时处置是对非预设事件进行即时即地的处置。有

些非预设事件与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并能够当场加以解

决，就可以通过课堂分析、讨论，获得对教学内容更为透

彻的认识。

延时处置是将非预设事件延后处置。有些非预设事

件同样与教学内容直接相关，但是可能比较复杂或者存

在一定难度，当场解决有一定困难，这时，教师可以安排

课后作业，调整整体教学计划，在后续的课程中另行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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