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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革命浪潮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新挑战、

新机遇。国家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的总体

要求，势必突破学科和专业的壁垒，教育场域亦渐趋改

变 [1]，呈现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互相交融的态势。而

知识本身的开放性，亦会将传统教学中的单一方主体转

化为师生共同学习主体。这意味着文化生产、教育政策

制度必待变革，以确保教育的价值 [2]，传统教学也必将

突破其固守的模式，变革创新，真正体现教育公平和空

间正义 [3]，[4]。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人才培养是国之大计。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三大功能充分体现了育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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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从知识方面教人懂事；从能力方面教人做事；从

人格方面教人做人。我国的教育方针也明确指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

树人，德育为先。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并在 2021 年 4 月的

清华大学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

略需求推进“四新”人才培养。

课程是育人的最基本承载体，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

素 [5]。课程教学的过程呼吁知识、能力和精神价值的统

一 [6]。教育改进学为课程教学的改革提供了思想之源，

教育改进源起的哲学假设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事物，

因此有了改进和发展的空间，并且具备了生物世界共有

的基本特征：可生长性、可发展性、可改进性 [2]，其中

可改进性深刻启示了教育改进学，陶行知先生指出其核

心在于“可持续性”以及“进步指向”。本研究将重点讨

论课程教学的问题，从空间正义视角出发，探寻如何在

教与学的过程中，构建出更科学的探究式教学模式，从

而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帮助学生从自我能力的强大以

争取教育的公平，培养可以担当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二、高校传统教学方式的典型弊端

国家呼吁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人才的培

养。而大学课程教学作为最基本的人才培育的形式和空

间载体，仍存有不少问题。

（一）教学方面

传统“经院式”教学仍是目前大学教学的主要形式。

尽管网络慕课、微课堂等教学表现形式多样，却未能从

根本上改变课堂思考方式，学生的创新精神仍受到严重

桎梏。大学教育也更多的在追求同步化、统一化、标准

化的过程中坚持了其教育的保守性，背悖时代发展精神
[7]，难以体现当代大学应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

（二）教师方面

大学教师承担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重工作

任务，致使教师精力被迫性转移，挑战了对教学的全心

身的潜心思考的投入 [8]。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因为

教师教学惯性的“平庸之恶”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学

生的学习主体性发展 [9]，无形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发展。

（三）教学评估方面

大学教学评估多采取师生互评方式，极易流于形

式，呈现师生双方“平衡”的象征性取向，彼此接受表

面“和谐”，导致了课堂的沉闷 [10]，这种黑暗逻辑不但无

情吞噬了教学的乐趣，也严重耗费了师生们的宝贵精力。

（四）学生课堂表现

因就业选择观、客观的教育体制、学生自我学习观

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学生对其自身学习的主体身份认同趋

于淡漠 [11]。缺乏对知识的探求热情，课堂呈现“游离状

态”，很难体会学习的乐趣，高校大量的“边缘人”现象

普遍存在 [12]，这显然与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高质量人

才”相悖，阻碍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达成。

（五）学生学习力不足

学生学习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学习的意愿不强，

缺乏驱动力和使命感，这主要受其认知的影响；学习的

能力偏弱，思维锻炼欠佳，思考和提问能力有待提升；

学习的行动和自律性尚存上升空间等。

三、“空间正义”理论对教学改革的呼吁

空间具有物质和社会属性，教育空间亦然，社会空

间在形塑教育空间的同时，教育空间也重构着社会空间
[12]。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教育空间的复杂程度，也要尊

重其差异性，换言之，从本质上来说教育“空间正义”

的实现渠道就是推行教育不断变革，推助学生素质全面

提升，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教育部长吴岩指出，教学改革到深处就是课程的改革，

课程作为教育最微观的东西，解决的却是教育最根本的

问题 [5]，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教学模式的变革，关注教

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改变。

（一）关于空间正义

空间蕴涵着地理、自然以及社会关系。空间正义源

起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剥夺等不平等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对象之

一。中国学者胡潇解释空间正义是社会主义以空间物化

方式的形塑 [13]。空间正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种族、权利、机会和发展等方面 [14]，更多重视的是

一种社会关系，意味着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

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15]，人类

社会践行公平正义实践的重要维度是教育的公平 [1]，教

育是社会公平实现的必要条件 [3]，[16]。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同样面临着公平正

义的问题。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的区域差异性

发展导致的教育资源分布 [17] 不均衡困扰了教育的正义。

诸如优秀教师资源的城市聚扎 [8]；资本利益驱动异化教

育空间 [19]；课堂教学资源分配、师生关系、生产分配以

及物理空间失衡 [20]；县域教育改革亟待破解 [4] 等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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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非正义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目前，政府和社

会方面都在积极进行各种举措以改变教育的非正义。正

视客观事实，如何着力教育教学改进，帮助学生内在学

习能力变得强大，无疑是直面教育空间非正义的良方，

以此获取教育竞争的“空间正义”，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

点。

（二）国家呼吁高质量人才的培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指出了发展与人才培

养的关系，即发展靠创新，创新在人才，人才重在人才

培养 [5]。我国伟大的改革先行者邓小平同志很早就强调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伴随科学

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迭变化决定了“学会学习”的能

力价值远胜于知识本身。那么，如何适应高度的变化性，

面向未来？成为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应

充分利用社会、学习、网络的空间联结，实现“泛在”

学习；教育学习者“学会学习”，而非“知识的学习”等

方法，以期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通过自身能力的提升从而获取教育“空间正义”的公平

公正。

（三）重视大学教学模式改革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强烈呼吁教学模式改革，以

教学的思维训练增长学生智慧，以科学研究的教学介入

带动学生的创造性 [8]。故优秀的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在于

启迪、思考和探究。具体措施：如，在教学的过程中提

升教师教学控制力，多样性刺激学生的自我学习的探究

热情，以释放学生求知天性，激发探究兴趣，培养学生

真正的学习能力。

（四）强化教师的教学精神

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传统教学方式存在不尽人意

之处。客观影响因素多源于自然、历史、文化、社会；

而主观影响因素更多来自学生的自我本位方面，比如个

人的资质、努力、状态等以及教师的教学技能水平等。

主客观影响因素的调控关乎着教育“空间正义”形成。

学业的归因方式存在着两种典型的归因主义：构建主义

和客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归因源于客观影响因素，而建

构主义更多的将影响因素归因至社会建构。

典型的韦纳归因理论将成败的维度分为稳定 / 非稳

定、内部 / 外部四个象限，并认为其中的导致因素是：努

力、运气、能力和任务难度，而影响成败的主要因素在

于自我选择如何归因。不同的归因会导致对责任的回避，

阻碍主观努力，或者自我的认可与信心的强化 [21]。例

如，面对成功，当被归因至自己的能力强大、任务比较

容易，那么期待在今后类似情境下的继续成功；但如果

归因为运气好或还算努力，那就无形强化了下次同样境

况的非把握性。著名的罗森塔尔实验，产生的罗森塔尔

效应（Robert Rosenthal Effect）证明了教师热情期待的潜

力激发效应对学生成长、成才的积极影响。因此，教师

教学应该把握该育人的准则，抛开诸多外在可能的因素，

积极践行“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精神，努力培

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正确归因，将有助于

教育“空间正义”从教育主客体和谐发展层面实现。

四、道德经、杜威探究理论对传统教学的思想启示

道德经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智慧，

而在中国传播最为深远的西方教育理论被认为是教育思

想的精髓，道德经玄妙的智慧为师者提供了传业授惑之

道，而杜威探究理论则明确了学生学习之法。

（一）《道德经》启发师者“无为之教”的育人思想

《道德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其中蕴涵

着无量的人类智慧，是指导我们学习的思想宝库。《道德

经》中“无为之教”的教育思想为我们探索性教学提供

了精辟的理论指导。其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皆因“道

常无为而无不为”，通过“无为之教”之门以达到“为无

为，则无不治”的境界。

《道德经》为师者启示了“无为之教”的实现路径：

其一，“示弱法”。该法与我们日常教学的教师“有为”

与“权威”不同，因为这些教育过程中的强势和巧智往

往极易压抑学生探索天性的发挥，束缚学生的创造力，

导致厌学。而适度的“示弱”不仅体现了教师的智慧，

也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乐于探索求索的精神。

道德经中以“柔弱胜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智

慧出，有大伪”等来体现“示弱”。其二，“执中法”。即

主张教师执中适度教学，重在启迪和辩证。主要表现

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以圣

人去甚，去泰，去奢”“反者道之动”“将欲之，必故张

之”等。其三，“平和法”。教育的悟道心法在于平和静

心——“致虚极，守静笃”、“孰能浊以静之徐清”、“重

为轻根，静为躁君”[22]，[23]。

（二）杜威的探究理论重在学生学习之法

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影

响和传播最为深远 [24]，其中杜威的探究理论被认为是

其教育思想的精髓。杜威的探究理论的本质在于明确问

题，解释困惑，并生成价值。而明确问题的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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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即在面向经验情境的探究过程中理解把握“知

识”和“真理”[25]。探究源于问题的未知性或不确定

性，为此通过探究的方式，获取判断，其探究的过程包

括：observation/ 观 察、problem/ 问 题、suggestion/ 建 议、

reasoning/ 解释、experiment/ 实验。

探究教学的关键在于“探”和“究”，探未知和究未

知，两者共同组成知识建构的过程。探究源起问题，具

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情境性、社会性和主动建构性，

遵循“自主、合作”精神 [26]。探究教学强调了教师教学

过程的启发性以及学生学习的积极思考性，非常有益于

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探究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作

为指导者（facilitator）需以关爱包容鼓励学生，以“谦

逊”的教学引导学生亲历“重新发明车轮”的探索的过

程，实现学习的正道 [27]。美国教育界提出的著名 STEM

教育教学模式就是典型的探究式教学方式。

综上所述，道德经提倡的“无为之教”本质上是

“以学生为中心”，以一种柔和的弥散性的教学方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探索精神；杜威探究理论是以价

值实现为导向的学习过程之法。因此，道德经的“道之

体”和杜威的“道之用”两者融合上升至“教育之道”，

为我国高校教育“空间正义”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和

实践依据。

五、中西方教育理论融合探究式教学模型的提出与

构建

我国高等教育从未停止过“和而不同”的教育改革

文化哲思的积极践行。我国的高等教育在以往每次的转

型中，一直借鉴着教育强国的教育模式和体制，始终坚

持洋为中用、为我所用的理念。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的国家教育战略，迈

入世界教育强国之列，亟待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变革

和创新 [28]。教育部长吴岩关于“深化四新建设，走好人

才自主培养之路”[5] 的论述也深深启发我们对教育教学

的思考。“和而不同”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是教

育公平正义实现之哲学 [29]。本文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智慧，同时借鉴国外优秀教育经验，将道德经的“道之

体”和杜威的“道之用”理论与实践融合，探寻我国高

校课程教学的革新之路。如何有机的融合两者来指导教

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呢？下文将分别从从教学目标、教学

活动、教学效果评估和制度保障等层面展开讨论。

（一）教学目标设计

1. 培养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道德之重要不言

而喻，国家发展呼吁强化大学生的使命责任担当。

2. 培养积极实践的人

劳动教育可以成就德智体美，劳动本身蕴藏着精神

创造性、道德丰富性以及智力的丰满度 [30]，实践是劳动

的最直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培养善于探索的人

探索是学习一切知识的能力，是织网捕鱼的能力。

善于探索的人根植于实践，不断提升参与、反思、关心

生活的能力以及改变世界的能力和品格，才能渐渐体会

陶行知先生的“行是知之始”之美妙，逐渐热爱学习。

知识探析可以帮助学生从迷茫未知的困惑逐渐走向豁然

开朗的明亮清晰，知识探析的愉悦感可以极大的提升学

生的学习成就感，提高自信和创新力。

（二）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活动设计需遵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秉持道德

经的“无为而教”的智慧，积极发挥教师的引导性，示

学生以“柔弱”“守中”“烹小鲜”“致虚”“守静”之态。

二是践行罗森塔效应，期待学生成长，积极引导学生导

向成功归因。三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空间从

封闭式走向开放式，充分调动不同学科的学习资源，营

造探究情境，创造学生学习机会，促进学生提问能力 [31]，

因为问题的提出是学习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四是重视

学生“探究学习”过程的思辨性，适时介入引导。五是

教学双方共同参与教学变革，共同发展。六是目标可达

性设计，让学生体验努力后的成就感，帮助学生树立信

心。

为此，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空间正义的“中西合璧

式”探究教学模型（见图 1）。模型说明了为实现学生成

人成才的教育本质，以获取竞争中的教育“空间正义”，

我们需要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其途径源自教

师和学生两个主体。整体上来说：教师在教学中使用道

德经中“无为而教”的方法，如示弱法、执中法、平和

法来积极的归因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学生则通过对

未知的知识求索探究的过程形成对知识的判断和认识，

其中的方法是杜威探究理论的观察、问题、建议、解释

和实验，以在不断的探究式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掌握“学

会学习”的能力，强化创新思维，在不断的实践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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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空间正义的“中西合璧式”探究式教学模型

的磨练中体现竞争中的“空间正义”。

（三）教学效果评估

有关教学效果的评估，建议可以多维度进行，比如

学生知识掌握度测试、学生能力（求知探索能力、全情

投入的能力、成就实现能力、关系构建能力）考核以及

第三方评测等。

亦可考虑借鉴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图像研究学，进行

计算机图像学的分组对比研究。具体为：探索式教学模

式试行前后的同班级的时间纵向对比；试行非试行该教

学模式的跨班级的横向图像对比。对比的图像基于随机

不断抽取的面部表情，比如笑脸、眼睛的光泽度等。还

可考虑进行相关权威的教学评估量表设计，调查诸些关

键性问题，如：你在课堂中有紧张感吗？你笑的次数比

以前的多吗？你有成就感吗？你觉得自己是否真的学到

了东西？你对自己的哪些方面的能力提升有积极的表现

呢？你是不是更喜欢与同学交往呢？

教学评估旨在检验基于“空间正义”设计的探究教

学的效果性，以更好指导改进教学，因此无需局限或拘

泥于某些特别的方法，完全可以坚持“为我所用”的方

便法则。

（四）制度保障原则

制度的保障关键在于对教学全过程的支持。在此，

提倡四个重视：重视教学品质，根植于教育的基本目标，

展现教学的教育性（关心人）、学术性（方法 - 思维启迪

和训练）、和艺术性（哲学的生命力）；重视学生成长；

重视教师发展；重视反馈改进。

六、结语

总体来说，基于“空间正义”视角下的“中西合璧

式”探究式教学模型的构建，有机的融合了道德经中育

人智慧和杜威探究理论，从教师育人之道和学生学习之

法，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人才的培养，论述了引

导和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是帮助学生通过自

身能力的强大获取教育公平公正的最好良方。模型的构建

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可以深化对探究式教学的认识，

同时切实的指导和改善我们的教学实践，发展了王长纯提

出的“和而不同”的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思想 [29]。

探究教学强调了教师教学过程的启发性以及学生学

习的积极思考性，这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无疑是值

得提倡和推广的。任何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探索式教学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到教师、

学生、以及校方等利益相关者等的多方问题。我们必须

摒弃急于求成之心，需扎扎实实的投入到教学改进的积

极探索中，坚持不懈、共同努力，不断地在教学过程中

循证、调试和检验，以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探究式教学模

型，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卓越创新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周海涛，施悦琪 . 促进共同富裕的高校育人创新

路径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01）：55-61.

[2] 秦一鸣，蔡心心，李军 . 教育改进学的创建与中

国探索：科学内涵与理论溯源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41（03）：15-24.

[3] 黄兴胜，黄少成 .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践行教育

公平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

42（04）：18-27.

[4] 刘远杰 . 迈向教育更加公平：县域教育改革的空

间尺度、问题及其破解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42

（05）：114-125+139.

[5] 吴岩 . 深化“四新”建设　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

路 [J]. 重庆高教研究，2022，10（03）：3-13.

[6] 高树仁，郑佳，曹茂甲 . 课程育人的历史逻辑、

本 质 属 性 与 教 育 进 路 [J]. 中 国 大 学 教 学，2022（Z1）：

107-112.

[7] 刘道玉 . 教育为什么要改革 ?[J]. 高教探索，2022

（01）：5-6.



31

教育发展研究 4卷3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8] 陈武元，李广平 . 大学转型发展与人才培养转型

[J]. 中国高教研究，2021（10）：36-42.

[9] 焦会银 . 教师对学生主体意识觉醒的影响及其实

现——基于教师“平庸之恶”的反思 [J]. 教育研究与实

验，2021（06）：42-48.

[10] 潘浩，皮武 . 场域压迫、主体共谋与大学“水

课”的生成逻辑 [J]. 江苏高教，2020（08）：49-54.

[11] 李蓉荣，程良宏 . 象牙塔中的局外人：大学生学

习参与边缘化现象及其改善 [J]. 教育发展研究，2021，41

（23）：46-53.

[12] 石泽婷，张学敏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教育

资源均衡配置探析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0，42（03）：198-204.

[13] 索亚（Edward W.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

的批判性研究 [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14] 胡潇 . 空间正义的唯物史观叙事——基于马克思

恩格斯的思想 [J]. 中国社会科学，2018（10）：4-23+204.

[15] 任平 . 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

基本走向 [J]. 城市发展研究，2006（05）：1-4.

[16] 王夫艳 . 杜威的社会公正思想及其在当今进步学

校的实践 [J]. 外国教育研究，2021，48（11）：33-47.

[17] 刘国瑞 . 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42（01）：25-32.

[18] 尹建锋 . 城乡教师流动的空间正义及其实现 [J].

教育研究，2020，41（01）：136-147.

[19] 严从根 . 儿童教育空间生产的三重审视 [J]. 南京

社会科学，2018（03）：151-156.

[20] 肖仕卫 . 基于空间正义的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03）：175-179.

[21]Weiner B.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0, 12(01).

[22] 许可峰 . 先秦“致虚守静”学习观及其当代价值

[J]. 现代教育科学，2019（06）：21-27.

[23] 姜新生，杨辉 . 老子“无为之教”境界及达至路

径论 [J]. 大学教育科学，2021（04）：113-119.

[24] 杨旭，李剑萍 . 文化契合性：杜威教育理论在中

国传播流行的深层原因 [J]. 教育科学研究，2019（03）：

82-87.

[25] 张留华 .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个议题：教人论

证，还是教人探究？——罗素、杜威和图尔敏 [J]. 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6）：71-81.

[26] 王荣生 . 略述“问题情境”中的探究学习——基

于相关译著的考察分析 [J]. 中国教育学刊，2021（03）：

71-76+81.

[27] 杨斌 . 谦逊地教学 [J]. 中国大学教学，2021（Z1）：

4-6+16.

[28] 卢彩晨 . 第四次转型：中国高等教育从大到强的

必然选择 [J]. 中国高教研究，2021（10）：21-27.

[29] 王长纯 . 和而不同：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动力

（论纲）——和而不同取向之比较教育补论 [J]. 外国教育

研究，2018，45（03）：3-17.

[30] 陈斌 .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旨趣与逻辑转向 [J].

大学教育科学，2021（04）：62-69.

[31] 王建华 . 教育公平的两种概念 [J]. 教育研究与实

验，2016（06）：2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