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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教学过程的共融共生
佟　彤

辽宁省沈阳市　沈河区育鹏小学　110015

摘　要：“基于结构的教与学”是一种高效的教学过程、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它不仅关注教会学生主动学习与思维，同时引

导教师构建适合的授课方式，以确保课堂教学目标完全落地。它是建立在学科知识系统和学生已有认知的基础上，着眼于知

识的整体关联性，遵循动态建构规律，以学生心智发展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结构化”思维为目标，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并

最终实现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共融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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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中强调了在呈现学科知识与能力结果的

同时，重视学生已有经验，使学生体验从实际背景中抽象出

学科问题、构建学科模式、寻求结果、解决问题的过程。

一、基于结构的学习流程与学习方法

（一）教学理念。确立“认知结构”和“建构主义”理论

的核心思想，用“结构化”思想融入课堂教学，确定“结构

建模，先学后导”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应积极参与知识的建

构，把握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最终掌握整体知识。

（二）教学流程。常规的教学流程强调的是知识呈现的时

机和方式，更多偏向学会的过程。基于结构的教学流程强调

的是探索与发现的过程，尊重学生的认知体验，以问题为靶

向，通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归纳总结解决问题的办法，主

打的是学生会学的过程。

（三）学习方法。用“结构化”将师生“教与学”在课堂

教学中实现同步匹配，研发了三种结构化学习方法，使教学

过程更具实效性。

方法 1：心智图学习法 。是一种利用心智图的结构化学

习方法，结构的图状设计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观念，在头脑

中创造全景图，建立完整的知识框架与经验框架体系。学生

不同的心智学习结构使其形成多元的发散思维，有效提升思

维品质。

方法 2：导学卡学习法。是一种利用递进式、表格化的

结构化

学习方法。教师根据课标、教材、学生特点制定合适的

一课学习目标（核心问题），并引导学生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佳

途径与策略，指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具有“导读、导思、

导行”的功能。

方法 3：三读五构批注学习法。是一种利用批注式的结

构化阅读方法。三读即：读通、读懂、读透；五构：释、析、

评、议、写。学生在读的过程中运用符号批、文字批等方式

对文本进行自主分析、理解感悟，提升阅读效率，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

基于结构的教与学从不同的角度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的操作蓝本，使学生的学习经验、学习思想、学习

方法、学习情感、持续学习力均得到提升与发展。

二、基于结构的教与学操作体系

搭建五维一体的“基于结构的教与学”操作体系，即：

目标结构体系——知识结构体系——基本导学体系—年段导

学体系—课堂评价体系的创建。

1. 目标结构体系。根据学生的培养目标、学科目标、学

年目标、单元目标建构“目标结构体系”。教师明晰了不同学

科与知识、不同年段与认知的教学目标结构，使具有内在逻

辑结构的材料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教学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目标相同，教与学路径一致，新与旧发生相互作

用，新知识、新能力、新思维在学生身上获得新的意义。

2. 知识结构体系。根据全学科知识纵向衔接与横向延展

的特点建构“知识结构体系”，将学科脉络打通，消除不同年

段教师的知识断层，使原本身在其中的教师变为站在高处俯

瞰，在结构化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建构学生完整的学科思维。

师生“自下而上”通过树状知识体系层层拆解知识，在实践

的过程中将知识与问题之间进行关联，实现快速回顾、深层

思考、创新发展、高效学习的教学目标。

3. 基本导学体系。我们不仅关注了课堂教学，也将视线

投向了课前以及课后：根据以问题解决、策略学习为中心建

构“自主学习结构”；根据教学的流程与方式建构“互动探究

结构”；根据培养学习者学习素养的内化与提升建构“系统整

理结构”框架。

4. 年段导学体系。按学生心智发展规律呈阶梯式迭代进

化，以适应小学阶段学生个性化学习与成长需求。一级阶梯

为初级合作导学，从合作的方式方法入手，着眼于人的社会

品格的培养，应用于低年段初步建立“结构”的课堂教学模

型。二级阶梯为中级信息加工，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信息加工

能力，应用于中年段使用“结构”的课堂教学模型。三级阶

梯为高级个性导学，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思维

有方式，操作有方法，是高年段丰富创新“结构”的课堂教

学模型。

5. 课堂评价体系。基于结构的课堂评价体系侧重于在

“结果期”观察分析学生“量变”到“质变”的思维结构，前

置为在教学过程中构建起好的思维结构，具体地从微观上将

教学目标的层级清晰指向学生对某个问题的学习结果层次中

第四层次——关联结构，评价的标准是学生是否将所学知识

用于创造、创新和创生，课堂是否成为知识创新的实验室。

基于结构的教与学让学生借助“结构”自主发现，自主

探索，自主获取知识。通过教学的流程路径：结构引导—结

构交流—结构链接—结构呈现，引导学生具体实践；通过教

学的思维路径：调动思维—内化思维—思维成网—思维可视，

引导学生形成思维习惯。教师与学生学习过程成为闭环，不

断迭代地往复循环，实践磨炼，既让学生收获了知识，又在

应用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了衍射和创生，促进了他们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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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维不断发展。

三、基于结构的教与学资源体系。

通过对学生普遍认知规律的掌握，根据每个学科的特点，

结合长期教学实践，完善全学科基于结构的教与学资源体系。

（一）语文学科。

（1）单元结构。以单元为整体进行统筹思考，围绕单元

人文要素与语文要素建立模式，以结构化方式具体呈现。

（2）体裁结构。加强对学生文体意识的关注，不同文体

的文章必须采用不同的教法和学法。从小学阶段学生接触的

文体出发，建立了记叙文等八种体裁教学结构，帮助学生建

立文体意识。

（3）常规结构化。 根据教学任务建立常规结构，通过多

课习得一法、巩固一法的学习，关注识字、阅读、写作方法

的学习，充分体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凸显教与学的连续性。

案例分析：语文学科的学习是从阅读到写作的过程。部

编版语文教材的单元组文模式是人文要素与语文要素双组文

体系相结合。教学时，教师依据单元学习结构整体着眼本组

文章，教学时不仅要突出人文要素，更为重要是强调其蕴含

的语文要素。以六年级上册第八单元中《少年闰土》一文为

例，这是一篇小说节选。师生以小说的体裁结构的知识体系

与目标结构为前提进行学与导。运用课前自主学习结构，在

确定问题 - 分解问题—自主学习 - 协作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心

智图（导学卡），运用“三读五构”批注法批注文本。结合课

上互动探究结构的“方法检索 - 找纽带 - 互动分享 - 意义建

构 - 反思”的过程重点理解感悟文章的同时总结与提炼小说

刻画人物的写作方法，完成课后系统整理结构中“知识、学

习、思维”建构的全过程。学生通过阅读本单元课文，在积

累了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走进习作练习。在习作中师生依托

“找抓手 - 明依据 - 巧应用”写作结构，落实阅读中所学写作

方法与技巧，最终实现学生从读到写的思维发展。

（二）数学学科。

（1）内容结构。根据小学数学 1 至 6 年教材的知识内容，

建构了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实践与操作四

种教学模式。随着知识结构的发展逐步升级学生的认知结构；

在教学互动的过程中完善策略结构；学生自主学习有了路径，

思维发展有了方向。

（2）常规结构。 根据教学任务的特点，从学生认知结构

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出发，对教材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进行

提炼和组织。建立了概念、计算、应用题、公式推导、数学

实践等模式。

案例分析：小学数学北师版六年级下《圆柱体的表面

积》，学习这部分知识时，师生选用内容结构化模式中的“空

间与几何”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通过知识体系与目

标结构检索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方法经验，在课前自主学习结

构中确定问题 - 分解问题 - 自主学习 - 协作学习，并填写导

学卡，完成“先学”的过程；课上互动探究中运用常规结构

化中的公式推导“初感知 - 探本质 - 证规律 - 巧应用”，在

教师“后导”的过程中最终推导出圆柱体表面积的公式，在

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应用中完成课后系统结构“知识、学习、

思维”建构的全过程。

基于结构的教学过程共融共生明确了课堂教学的方式，

师生遵循学习的基本流程、借助学习的方法工具，基于共性

原理开展个性化学习 ，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

生自主发现、探索、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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