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教师教学思维的概念
教师教学思维是教学理论转化为教学实践的思想前提，也是

教师对教学活动等问题的专业思考，教学思维来源于教师对教学
活动的元认知，每个教师对教学都有不同观点和认知，他们将
这些观点和认知以教学思维的方式呈现，运用于教学过程中，
影响着教学计划的实施和教学行为的效果，推动着教学过程各个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逻辑展开。教师教学思维起源于教学观，
并以教师知识体系为内容支撑，以教学思维范式为输出，并以
教学风格为个性特征，同时以教学智慧为指引。

2　教师教学思维的现状
（一）“二元对立”的教学思维。长期以来，我国基础

教育受本质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使培养人才的思维固化在知识掌
握是唯一目标的牢笼里，以认识本质、规律等“确定性知识”
为宗旨，从而导致“偏于智、疏于德、弱于体、抑于美、缺
于劳”的结果。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视角审视，知识具有有机
性和整体性，不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传统思维
方式来看待五育融合，哈尔滨师范大学杨丽教授认为：“宇宙
是个有机体，体现在知识上就是知识具有有机性和整体性，各
类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全体和局部融会贯
通，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过去的五育并举之所
以存在不够融合的顽疾，根源在于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二元对立以
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而导致各种教育力量相互抵消、相互
排斥，无法形成教育合力。

（二）“教与被教”的对象性教学思维。教师是知识的主要输
出者，拥有知识的最高解释权和教学领导权，学生作为从属的认
识主体,只能被动地获得接受这些知识，学生成为单纯的接收知识
的容器,教师在课堂上成为知识输出的指挥家,学生成为“听众”。
这种“知识教授”内涵思维自然而然地固化了下来，久而久之教
师认为课堂就是教师讲知识、学生学知识的过程。

（三）“拿来主义”的惰性教学思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在
中青年的教师队伍中可能会产生职业倦怠的心理，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没有发挥自己思维的能动性，没有主观创造，而是借用和
剽窃别人现成的教学设计，这种思维的固化和惰性成为教师革新
思维方式的阻碍。

3　教师教学思维滞顿的原因
（一）实体思维与五育融合理念格格不入。教师教学思维

方式的转换是五育融合实现的基本前提，“实体”即指不依赖他物
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实体思维”即指把存在预设为实体，把宇宙
万物理解为实体的集合，并以此为前提诠释一切的思维。基于实
体思维，事物是孤绝自足的，可以不依赖于他物而存在，主体与
客体被看成是二元分离的，因此无法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
相互作用。五育融合讲求关系性，即每一存在物都在关系中得以
规定，并通过其他事物得以显现。因此在五育融合教育理念的背
景下，教师这种实体思维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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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8年国家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后，“五育融合”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随着文件的相继出台，我
国教育界正式进入了五育融合的时代。教师的教学思维主导着教师的思想方向，即使无形，但其影响却无处不在，贯彻并且支配着
整个教学活动。但在本质主义知识观、实体思维的背景下，教师思维方式难以更新。因此，本文在现实问题的反思上，以怀特海过
程哲学作为理论思考视角，提出教师应建立有机教学思维以回应“五育融合”的时代呼声。笔者认为在五育融合的教育大背景下，教
师要建立有机教学思维，使其代替传统的片面的、实体教学思维，从而使五育融合的课堂教学具有流动、生成等特性，探索超越实
体思维的有机教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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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在技术理性的生存方式中迷失。受技术理性影
响，教师的教学工作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强调达成教学目的的方法
和手段，认为存在客观的教学规律，强调教学过程的程序性和可控
性。诚然，对教学有效性的考量本身无可厚非，但对程序性、可控
性和高效性的追求，使教师变成熟练应用标准操作程式的“技术
员”，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自主能力、反思能力、创造能力和思考能力。

4　教师有机教学思维的建构
（一）教学以关系性作为原则。五育融合就是强调五育之

间的关系性，五育各自对应的知识内容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
彼此相连，紧密相关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其实就是认识事物之
间的联系。例如，在语文教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把握文本各部
分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将字、词、句子、文章割裂开，应在
整体关系中学习与感受。

（二）教学以过程性为导向。没有所谓完美的五育融合课
堂，怀特海在其著作《思维方式》中提到：“过程是现实事
物的基本的东西。”五育融合课堂是师生在“并不完美”的基
础上的不断创造生成的。怀特海认为世界是由事件和过程构成
的，过程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现在是不断转变
且生生不息的。它的“生成”构成它的“存在”，这就是过
程原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摒弃过去以追求终极的目标为导向，
以现实与目标的符合一致程度判定教学的好与坏，而应该清楚一
切事物均处于过程之中。

（三）教学以创造性为基准点。教学过程的本质应该是生生不
息的，不断创生的，而不是全部都是预设好的。作为一名教师，应
该既有一定的预设，也留有一定的空间来感受和理解文本，更多
考虑到学生的自主性，而不是被教学设计所禁锢，打破固有的教
学轨迹，变幻原有的思维视角，以一种生成的、创造的眼光来看
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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