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式教学是相对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而产生的一

种教学理念。两者的区别可简单概况为“授之以渔”和“授之

以鱼”。受知识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教师的话语形式通常为：

宣讲式、提问式、命令式和说教式等，这种强势的话语违背了

学生“全人发展”的教学逻辑取向。[1]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

育学[M].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2001.
1.对话式教学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20 世纪国际教育界最杰出

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他提出了以对话

为基础的提问式教育，打破垂直、单向的师生关系，建立平

行、双向的师生关系；倡导教师学生-学生教师的新的教育模

式。

三种对话形式：（1）言语对话 对话式教学是民主和平等

的教学。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通过语言交流，完成各自向对方

敞开精神和彼此接纳。学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

方式，需要教师把学生作为个体，给与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在

言语对话中，师生之间通过平等的精神交流，获得人生体验

和生活智慧。（2）文本对话 包括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和学生

对文本反映。教师从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形成一个看问题的

视域，这种建立起来的视域或多或少带有个人的成见。学生

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实现自己的视界和文本视界的融合，进

行“猜测性”的理解，为对话式教学中与教师的对话打好基

础，在对话式教学中对自己的理解不断加以修正和反驳，最

终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虽然教师和学生两种视域的差异给双

方带来一定的理解困难，但是对话式教学使这种差异达成新

的理解，同时生成新的意义。（3）自我对话 指师生的自我反

思，倾听自己的声音、与自己对话。在教学准备和实施的环

节，自我对话也是师生对话和师本对话的吸纳和改造的过

程。学生自身对话，师生对话，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和谐，但是

这种不和谐是积蓄维系对话处于动态平衡的张力，也是走向

下一轮对话的新的和谐的过程。

2.教师话语形式现状

2.1 宣讲式 --- 学生主体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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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知识本位价值观的影响，同时又受制于课程

进度和要求，教师的话语必须以文本知识为中心，兼顾其他

的教学目标和要求。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惯习所产生的“教

学无意识”行为，导致学生更多的是一个“倾听者”而非“参与

者”。教师从课堂知识的解释，课后题的巩固，似乎都已经形

成了固定的模式。对学生听课效果的检验建议通常采用“开

放式”提问，简单的“是”、“不是”；“对”与“不对”做出回应，造

成学生主体性缺失，课堂成为远离师生人生经验的、对教科

书、作者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复制的“工场”。

2.2 提问式 --- 选择性偏误

提问是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使用最多的话语类型，也是教

师控制课堂的最佳方式。以“知识本位”的教学取向主要的特

征是“重知能轻情感”、“重结果轻过程”、“重外在行为轻内心

活动”，学生往往被视为无限承载知识的“容器”。学生群体中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行为沉默、思维沉默与情感沉默。这种不

能增加任何教学效益的“提问”，暴露出教师缺乏对话意识。

2.3 仪式化 --- 导向性偏误

根据戈夫曼的剧本论，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一定的角

色，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总导演，决定了剧本的内容、表演进

程、出场顺序以及表演效果[2]。学生作为参与者，表演的效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引导和评价。没有票房压力下，导

演往往追求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大好局面，表面上营

造师生关系一团和气，但是这种仪式化的反馈评价话语形

式，让学霸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学习斗志，让学差生沾沾

自喜，意识不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处于中间地带的学生也

享受在舒适区的安逸，安于现状。教师的评价和反馈无法与

学生建立精神的交流，对话式教学只是形式上的“对话”，学

生灵魂的缺场让表演毫无生机。

3.对话式教学中教师话语形式

3.1 授课话语要有温度

马可连柯曾说：“同样的教育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教学

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教师在授课环节重在知识的传授，

教师基于“文本对话”作为学生的引导者，调动自己的情感理

解、感悟文本，其实就是赋予了知识温度，更能帮助学生产生

情感和知识的认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增加话语表述的

温度，探索一种可能的方式，将非个人意义的客观化知识转

化为个人意义的主观知识，在“我一你”知识之间建构转化

的桥梁。话语的温度可以化解师生“权力”的对立关系，多用

“我”“我们”代替“你”“你们”，有益于创建和谐、自由、轻松的

课堂环境，为“对话”营造气氛，做好铺垫。使有温度的话语形

式为“对话”教学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3.2 提问话语要有深度

对话式教学中的课堂互动体现为“言语对话”，话语如何

在对话式教学中发挥作用？如何让“言语对话”行之有效？首

先，在内容上，提高话语表述的“深度”。如，讨论“学生携带手

机进课堂”的利弊，教师不能只简单地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弊

大于利”，要深挖问题的本质 :好奇心；和手机“对话”没有压

力。这时教师可以问学生“和手机对话你学到了什么？”，可以

进一步引申，信息不等于知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信

息？”，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看清了手机的本质，这个问题自然

迎刃而解。在话语的维度上要多样化，避免话语“僵化”。由受

惯习影响教师的话语为：“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

么?”、“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讲”，这样一种简单的“镜

式反映”，无法体现知识和学生的自身体验之间的关系。

3.3 评价话语要有广度

对话式教学的效果是判断一堂课得失成败的关键因素，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是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和延续。但是，

教师评价话语“表扬鼓励”多于“激励反思”，更缺乏辩证的评

价。有调查研究，90%以上的学生对教师课堂评价没有刻骨

铭心的记忆，学生从教师的评价中汲取不到营养，或者没有

调动起学生自身原有得经验，没有引起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自

我反思、自我成长。比如，“一声到，一生到”，所体现出来的是

一个士兵的自律和一生的责任，教师要善于从思想的角度延

伸话语的广度，是基于学生个体差异和认知能力，创造个性

化的评价话语。

4.结语
对话式教学对师生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教师话语要跟

随现实世界的改变而变化。教师惯习在教学反思中优胜劣

汰，一切固化的模式都是对话式教学的障碍。如何把先进的

教学理念落实到教学效果中，教师话语是一项非常重要得指

标，同时又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从

实证出发，鲜有理论得生成，有关教师话语的理论和实践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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