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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视域下课堂教学改革合理性探寻 
◆程  琳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省南充市  637000） 

 
摘要：如今，创建具有“生态内涵”的课堂教学是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

生态学理论为生态课堂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依据，课堂教学是教育“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微观领域的突破口，应不断推进课堂教学生态涵养发

展。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生态学；课堂教学 

 

 

当下，作为经济学名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教育
界热议的话题之一，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是对教育教学结构性
变革的一次重要突破。教育应是一种“生态”模式，课堂教学改
革的真正突破口在于如何根据课堂实际创建一个多元化的教学
生态空间，从而达到完整的生命体验。 

一、生态学在课堂教学中的理论运用及启示 
“生态学”一词 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是研究有

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一门科学，具有
整体开放性、动态平衡性、可持续发展性等特征。近年来，各个
领域的研究者们力求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看待和解决问题，也为
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使课堂教学从“异
化状态”回归到“应然状态”。 

国外 早用生态学研究课堂教学的是美国教育学家沃勒，提
出了“课堂生态学”的概念。其后，多尔和庞德提出“学习生态
系统”，为研究学生的课堂学习活动提供了一个更为整合和全新
的视角。课堂教学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主阵地和决战场，基于
生态课堂的独特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寻求突破，不断提升课堂
教学内涵与品质。国内教育学家田慧生也在其著作中探讨了各种
环境因子对教学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的概念，但其论
述为国内生态课堂研究奠定了基础。[1]。 

二、课堂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生态课堂认识有失偏颇，致使课程资源与精神自由走

向对立 
在学习过程中，丰富、多样的生活体验是学生成长的有效资

源，教师往往忽略学生周围的生活，割裂课堂与学生生活世界的
有机联系。课程资源与精神自由的对立即知识与生活的对立，而
课程知识与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并不是对立的。割裂课程知识内
容、形式与学生成长的意义关系，就是阻止学生对生活世界的理
解，脱离了教学的真实价值和生命体验价值。 

（二）“教”与“学”的关系失衡，导致课堂生态空间紊乱 
在艾德勒看来，教育不是“操作的艺术”，而是一门“合作

的艺术”，他认为，合作的艺术是帮助完成目的所在的产品。在
教学实际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呼声不断，虽然打破
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传统禁锢，但也存在有失偏颇之处。
针对“教中心”与“学中心”两种教学理念，特别是“教中心”
遭到了众多批评和质疑，自始至终似乎也都没有提出符合教学实
际的平衡师生之间关系的见解，对此，以“学生”为中心以及以
“学”定教的育人观念也成为当前教育教学改革面临的一大挑
战。 

（三）“单一、刻板”的模式化教学，阻碍个体生命质量发
展 

从课堂教学实际来看，教师对学生的“个性、多样性、自主
性”发展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单一、刻板的模式化教学方式并没
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比如一些高效教学模式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固
化、精确教学流程的技术化倾向，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脱离教
学实际并违背教学自然的现象。如今以“洋思”、“杜郎口”等作
为当前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代表已成为中国课改的代名词，但当
下的教育依然受传统教学观念的禁锢，存在诸多对科学育人方式
领会和理解深度不够的现象，且大多数教师难以将新教育观念贯
彻到教学实际当中去。 

三、课堂教学改革问题的策略性思考 
（一）紧抓文本课程特质，建立与生活发展需要相关联的互

动机制 
在教学过程中，要建立与生活经验和发展需要的关联性知识

和互动机制。“生命不仅足于维持自己，而且拥有发展的本能…
它主要表现为向上性、超越性、不间断性。”[2]文本课程不只是一
种静态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有机体。教师要引导
学生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抓住文本课程的特点，把握文本
的重难点和疑点，为学生留出更多的思维空间，增强学生的价值
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把课堂学习转化为日常学习行为，引
领学生健康成长。 

（二）搭建师生共生互动的“生命成长平台”，寻求师生关
系平衡点 

当今课堂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师生双方都会在课堂上体现个
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双方共生互动在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在
彼此的互补观照中结伴发展。[3] 

课堂教学是以问题导向为桥梁而搭建的师生共生互动的“生
命成长平台”，既是一种典型的人际互动活动，更是一个充满意
义生活的共同世界。新的学校育人观念是把课堂教学实践从特殊
的“学习”范畴提升到“生命发展”的范畴来认识，把促进学生
“单发展”扩充到促进教师与学生“双发展”来认识。 

（三）立足“动态生成、活力创新”的生命课堂，建立“个
性化”的教学生态新模式 

课堂是以生命实践为核心，问题为导向。教师要把握问题的
关键点，建立一种开放的课堂生态体系，满足学生个性化与多样
化发展需求。只有遇见，方能预见。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
育的技巧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节，而在于根据具体的教
学实践状况，立足学生生命成长的本质巧妙地作出相应的评判与
调控。教育要以培养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实践旨趣，把品质课堂
的先进理念与现代媒体技术嫁接生成一种“个性化”的教学模式，
实现新技术与课堂生态涵养发展的高度融合，才能真正提高课堂
品质以及实现学生智力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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