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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以社会建构主义

学习观的视野，从情境学习中的“ 抛锚

者”、积极的关注者与译解者、互动合作

中的“ 对话者”、适时的“ 支架”者与提

携者这四个切入点剖析教师的角色地

位以及角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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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在修正个人建构主义和激进建

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认知理论，以其特有的全

面而综合的视角，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该理

论认为知识具有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因而与其相

对应的学习观强调“ 文化和情境对儿童学习具有重要价值”

“ 学习是一种共同体的实践”“ 学习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对话的

过程”“ 学习和发展是有意义的社会协商”。社会建构主义的

学习观，可以引发我们对儿童是怎样学习的，以及怎样支持儿

童的学习等困扰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核心问题展开重

新的审视和思考。在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入

手，对影响儿童学习的因素之一——教师的角色展开分析和

讨论，谈谈教师在支持儿童学习中的角色地位以及角色行为。

一、情境学习中的“ 抛锚者”

近年来，“ 情境学习”“ 合作学习”“ 社会互动”“ 共同建

构”“ 抛锚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等理念和方法引起了教育

者极大的关注。这些理念和方法都是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

理论相联系的。在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观看来，概念是在特

殊的背景中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而背景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学习高度依赖于产生它的情境 & 社会情境是儿童认知与发展

的重要源泉；儿童并不是自主的、孤立的和与背景无关的人，

在实际情境中或通过其他人为创设的接近实际的情境中进

行学习，可以有效地唤起儿童的原有经验或表象，激发儿童

的联想以促进他们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因此，所谓情境学

习，即指在所学知识的真实的、应用的环境中，通过目标定向

的活动而进行的学习。’%(

)) 事实上，对于儿童来说，每一个科学概念的建构，往往都

要基于其前期有价值的生活经验，目前我国幼儿园课程整合

模式的走向也充分体现了注重儿童学习的主体性、建构性、

情境性和合作性的特征，整合式的课程能够使儿童获得不同

的经验和体验。因此，将儿童的学习活动置于有意义的社会

情境中，通过镶嵌式教学以及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

可以为儿童提供一个促进他们交流和思考的有效平台，可以

激发儿童主动建构的动机，并促进他们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去归属和固着新知识，从而赋予其某种意义。

在这一学习观的理念和指导下，教师在倡导和支持儿童

情境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是一个“ 抛锚者”。这种抛锚者

的角色是指教师为儿童设计、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情

境或模拟真实的问题情境，在基于情境、材料和他人的互动

中使儿童产生学习的需要，感受和体验事物间的关系，并在

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经历尝试经验的迁移性学

习过程中，逐步由“ 日常经验”的获取走向“ 科学概念”的建

构。作为“ 抛锚者”，教师既是儿童学习环境的创设者、学习

动机的激发者，也是儿童学习话题的挑起者和情境思考的引

发者，把儿童的学习抛锚在一个真实的背景问题中，提供儿

童关于日常问题的故事或情境，将需要解决的问题蕴涵在故

事或情境之中，有助于儿童以自然而轻松的学习状态与他人

产生认知冲突和社会互动，从而建构起由日常生活经验维度

提升到科学概念维度的知识和概念。

二、积极的关注者、译解者

从知识的情境性出发，社会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儿童

的学习并不仅仅是以一种个体的孤立的方式和状态而存在

的，当把儿童置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中时&更能增加引起儿童认

知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在学习发生的过程中，学习者的参与是

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学习是一种共同体的实践，儿童的认

知发展既依赖于教师的支持，也依赖于有能力同伴的帮助。

籍此，在基于学习者共同体间交流和社会互动的学习氛

围中，在对儿童合作学习和共同建构的支持和推动中，教师

的基本角色承担方式之一便是对儿童学习活动的关注和倾

听———教师对活动自始至终的全神关注以及以欣赏姿态投

入式的倾听，不仅表达了对儿童的尊重、理解和期望，能让儿

童体会到满足和自信，而且通过观察儿童在不同问题情境中

的行为表现、倾听并记录儿童的具体反响，可以为教师分析儿

童的认知水平和心智发展特点、寻找适时的教育契机，从而有

效地促进儿童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在关注和倾听的同时，教师还应当是一个从恰当的透视

点入手，依据儿童的认知水平和表现方式，对儿童的概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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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积极而有立场的解读与推测的译解者。这种伴随着关

注和观察的译解过程是教师理解儿童并适时地把握教育契

机以推进儿童概念建构的一个关键策略。作为译解者，教师

不仅需要寻找到突破口并以此去解析儿童建构活动的大致

脉络，透视儿童的概念立场，同时，教师还需要通过及时而有

效的译解，进一步地去理解和揭示儿童的思维过程并证实和

修正教师的观念和看法，进而及时地与儿童展开“ 对话”，有

效地促进儿童的学习和探究。

三、互动合作中的“ 对话者”

作 为 现 代 教 学 改 革 的 方 向 和 一 种 新 的 时 代 精 神 ，“ 对

话”正以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活的精神成为教育所追求的一种

状态。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有对话的教学在以往的教育中是

存在的，以对话为手段的教学也是存在的。但作为一种教学

精神，对话绝不仅限于纯粹的言语形式，而是指师生双方精

神敞开的互动交流。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作为学习

主体的个体与社会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人类主体是通

过彼此间的互动而形成的，人必须依靠来自他人的反馈来判

断、确认和调整自己的状况或信念。在这种社会性互动的过

程中，学习就好比是一种对话，一种在参与者之间的、有意义

的语言和超语言的互动和对话。在此，对话已经完全超越了

语言学的视界，而体现出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从知识建构的社会性出发，在倡导情

境学习与真实性任务的同时，也提倡基于互动和对话的合作

学习，它是一种以社会相互作用来促进学习的教学构想，是

凭借学习者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共

同分享，而达成目标的一种学习模式。在合作学习的背景中，

儿童能够不断地在与他人对话与互动中建构或修正自己的

认知。实际上，在对话发生时，知识也在不断地被吸纳着，而

这种对话与互动关系可以发生在儿童与教师、儿童与儿童、

儿童与环境之间。哈泰帕（ !"#$%&·’，()*+ ）在关于合作学

习的研究中曾经把互动分为两类：处于同年龄层儿童之间的

“ 水平性互动”和发生在教师与儿童之间的“ 垂直性互动”。,-.

// 教师作为儿童学习过程中的合作者和对话者的角色身

份介入儿童的学习，一方面可以营造一种和谐、民主的学习

气氛，使儿童在心理上得到安全感、自由感，以促进儿童在活

动中迸发出更多的能量和创造；另一方面还能与儿童在基于

情境性的交流和对话沟通中超越单纯意义上的传递0 而体现

出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因为当儿童的学习是一

种互动的、以某种相互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建构过程时，他们

的发展是深受成人、同伴以及其他环境因素所提供的导向和

中介影响的。其中，教师在儿童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及时介入

和互动对话是十分必要的。教师与儿童的“ 对话”，有时是一

种质疑，有时是一种求证 ，有 时 是 一 种 建 议 ，有 时 是 一 种 挑

战，但它绝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倾泻”或灌输，而是建立在

不干扰和破坏儿童自主建构前提下的、与儿童在合作学习、

共同建构基础上的“ 垂直性互动”。它为儿童的学习和意义

建构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为儿童的意义建构

提供线索，推动着儿童的活动和思维，同时也能进一步地帮

助儿童去发现和生成新的问题，甚至使儿童某些偶发性的、

目的性并不明确的学习活动，在与教师的互动和对话交流中

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促进儿童概念建构的学习过程。

四、适时的“ 支架”者、提携者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和发展是有意义的社会协

商。在儿童认知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起核心作用，儿童周围的

人群、文化和语言决定了儿童认知发展的方式和速度。与皮

亚杰“ 从内而外（ 12314567%$ ）”建构的发展观不同，社会建

构主义把人的发展表述为“ 从外而内87%$3145612 9”，并把这

一过程经典地概括为“ 文化发展的一般发生规律”，,:.在社会

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只有当个人建构的独具主观意义的知识

和理论与外界世界相适应，建构的主体就意义进行交互作用

而导致社会协商时，知识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出来。,;.

//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倡导一种自我调节的学习。首先，要

求儿童有学习的主动性，在基于社会建构理论的学习背景

中，儿童已经从传统教学模式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

息主体和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他们是活动和学习中的主人。

他们对学习的主题、进程有着自我控制和管理。其具体表现

为：在解决问题的活动过程中，他们会主动地探索相关信息

和材料，倾听接纳他人的主张和建议，对遇到的问题提出假

设并验证，进而不断地反思与调整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而教

师则是儿童学习和活动的“ 支架”者、提携者。这种支架和提

携首先要求教师能够了解儿童的原有发展水平，能从儿童的

角度出发，为儿童着想。其次，要求教师能够对已经发生和即

将发生的学习情境通过建议、提示和部分介入等方式给予支

持，加速和推动儿童的学习进程。维果斯基提出的“ 鹰架教

学” 的概念和策略就是对其观点和意义的生动解释与演绎。

在有效的鹰架式教学中，教师并不是告诉儿童解决问题的方

法，而是随机地、巧妙而隐蔽地使用问题情境中可利用的资

源，及时捕捉儿童将要向学习跨出一步的微妙时刻给予适时

提携，引发、支持儿童自己解决问题。此时，教师的暗示和提

携无疑能为儿童的问题解决提供有益的认知背景，能促进儿

童的有效迁移，并推进儿童的概念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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