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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的历程源远流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经历了多

次变革。西汉时期《淮南子》中就提出“鱼”和“渔”的

区别，强调教学过程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

念，这为后期的教育提供前提条件。

2019 年通过的《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中表明扩大

招生计划为主要任务之一，扩招人数达100 万。这给高职教育

带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普遍而言，一个老师需要在一节课的

时间里将知识传递给四五十甚至更多的学生，这对教与学双方都

是一个考验。而转换双方位置，将课堂的主导权交由学生，变

被动的接受知识到主动探索未知领域，提高课堂积极性，变单

向输出为双向交流，提升课堂效率，实现双赢。

1  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学习能力的意义

①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切实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学

生为主体的课堂更注重学生自觉主动的获取知识，并逐步提升学

习能力，再对知识进行拓展和领悟，自觉适应专业要求和社会

需要。

②有利于学生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及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现

代信息社会知识日新月异，这对大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需要高职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为其可持续发展学习能力的

培养奠定基础，以便于从学校毕业后仍能不断扩充知识库。

③提高学生利用资源的能力，改善学生表达能力。学生需要

学会利用学校内资源进行学习。同时，万方数据库、知网等能够

提供更专业准确的解答。少教多学的授课模式，促进学生多方面

的探索资源，以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2  教学方法改革措施

2.1有向开放

教师根据既定的教学大纲，设定多种类型的教学任务，提升

教学互动中学生自主学习所占比例。比如，在课堂上划分出学生

展示时间，让学生在多种可能空间里运用自身能力，全方位提高

素质。开放性的教学可以激活学生的初始经验，能够更快的将学

生的新经验转化成已有经验，从而成为学生生命成长的力量。相

应的，开放性教学给老师提供了新的路径了解学生的真实状态。

同时，学习的组织形式也有多种选择：个体独立学习、两两结对

学习、小组学习等，而且可以交替进行，既培养学生独立作业能

力，同时提高与人沟通、协同作业的效率。

2.2互动反馈

教师在学生的互动积极性和互动能力培养方面也需要进行针

对性地指导和培育。这就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学生学习态

度的关注，另一个则是学习方法的指引。前者需要教师注意独立

学习时，每个同学的投入程度，以及合作型学习中每位参与度的

平均，避免个别同学完全充当组内“老师”的角色。后者更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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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着学习效果。学习其实就是模仿的高阶，这在高职课程的

实训课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在理论的基础上，教师进行操作讲

解与演示，学生观摩并在之后进行演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记

录的方法是否得当，需要教师做个别指导与经验总结。也就是说，

学生互动质量的保障和初始经验的生成是基于教师的有效反馈。

2.3回收转化

互动反馈的教学之后，则是学生所拥有的初始经验，而这些

经验就是教师教学的起点，如何将其“回收转化”才是教师能力

的一大考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教学经验“重组者”、动态生

成“推进者”的重要角色。“回收”指将学生反馈的经验分类并进

行展示、组织讨论，用以加强其对学习任务或学习目标的理解。而

“转化”则指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知识和内容的拓展，多种经验

的展示讨论可帮助学生突破自身经验的局限，实现由点到面，更

为宏观的理解学习目标，提升思维的灵活性，拓宽视野。二是对

新的教学任务或未知领域搭建衔接点。学习能力即是人能通过自

身经验在已知与未知、已能与未能之间的进行连接、重组或转换

的效率。而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在课程单元中间及学科之间

搭建连接点来培养学生发掘知识之间内在关联的能力。如此，学

生的可持续学习能力才能得以培养、提升。

3  结语

教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

展，在知识更新速度飞快发展的今天，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

养显得尤为重要，他更多地关注经验式的发展、自主学习、差异

化教学和终身技能的培养[6]。过去的高职生对于此种能力的需求

并未得到重视，而当今社会对于高职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

让教师们更加重视学生思维的培养，让学生脱离课堂后仍具备不

断学习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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