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心”是个性化教育的四个关键主题之一。（KEAMY,K. ET AL.，2007）而这一主题与当

前产生于工业时代的批量式的课堂结构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当前课堂中的所有要素——年级

结构、教材、课堂座位安排、讲授制——无不是为了效率，实现知识从“教材”到“学生”

最快捷的批量传递。而未来时代，课堂教学却是要让学生尽最大可能发挥自己潜能，寻求自

己的独特价值，具有独立、创新、自主、批判思考的能力。

前者和后者的不匹配宛如阵痛一般，不停地要求现实中的课堂做出回应，又宛如拉锯一

般，一时将现实中的课堂拉向一边，一时又拉向另一边。总的来说，目前还是前者占据了上

风。不过，从世界改革的潮流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课堂的革新必然是要回应个体的需求，

促进个体主动、深度、富有挑战性的学习。

学生的个体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如生物神经、大脑功能、社会心理等，这些层面产

生相互的影响。体现在课堂学习中，核心表现为对事物理解的差异。每个学生进入学习之前，

都会带有自己的直观知识（INTUITIVE KNOWLEDGE）和朴素观念（NA�VE IDEA），学

生依赖它们进行理解，但它们又可能构成其理解的“智力牢笼”，因为学习不是单纯的添加

信息，而是要整合到已有的思维结构中去，不同学生的思维结构会从不同角度排斥这些新知

识。关于学生认知观点丰富的差异性，在数学、科学、阅读等关键主题上，都有相当多的研

究成果。（LINN，2000; KOEDINGER & NATHAN, 2004 ）这些认知差异又与学生的个性特征、

社会关系、态度倾向上的差异交织在一起的，让课堂教学和学习变得复杂，难以预测。

譬如，有些学生动作学得很快，有些学生却慢吞吞如蜗牛爬；有些概念多数学生很快就

掌握了，有些学生却总是一错再错。这些差异引发了教师的不同反应，导致学生在课堂、学

校教育生活中的巨大差异。一些学生的课堂生活是非常富有成效、充满关爱和回应性的，经

常有反馈，富有挑战性。而另一些学生的典型的课堂生活则是静坐、被批评，枯燥无味的操练。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差异与多样化？在当下的课堂情境中，这些多样化

往往被看作是问题而非正面的力量，教师有时候很难发现、运用学生的多样化，以此产生关

注学生个性差异的课堂。在我们看来，个体差异是一种课堂教学资源。课堂教学的本质并不

在于证明个体的学习存在差异，根据差异筛选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课堂教学的目的在于利用

个体差异，让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获得基本的素养；在我们看来，个体差异在于个体有对世

界和事物的多样化的认知方式，课堂教学只有在了解这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改善个体

差异的教育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田中耕治，2011）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发现个体学



习的差异，考试是一种发现个体差异的方式，课堂观察也是一种发现个体差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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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组的学习资源和材料是共享的

6. 不存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不说话，公开讨论的时候滔滔不绝的现象

基于各部分的理论、要素、判断标准，我们研制了相应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半结构性

的，提供了相应的框架、记录要点、分析要点，但要观察者根据不同的学科、内容主题进行

二度开发。在此列出所有的工具单：

观察维度 观察要素 观察工具

一、知识与技能类

的目标达成

观察前的目标处理
观察单 1-1  目标处理 - 表层分析单

观察单 1-2  目标处理 - 深层分析单

目标 -环节的一致性
观察单 1-3  目标 - 教案环节一致性的观察简案

观察单 1-4  目标 - 上课环节一致性的观察简案

个体（群体）学生目标

达成的量化分析

观察单 1-5  学生学习进步度的分层观测单

观察单 1-6  基于观察纲要的量化观察

观察单 1-7  关键学习点的量规观察单

个体（群体）学生的知

识达成的质性分析
观察单 1-8  关键学习点的白描（深描）单

二、个体认知学习

过程

学习中的“迷思”（错误）

概念
观察单 2-1  迷思概念的白描和分析单

新手与专家认知水平的

差异
观察单 2-2  观察学生认知水平的 SOLO单

学生个体学习活动

观察单 2-3  学生学习活动的观察编码清单

观察单 2-4  课堂自主学习活动分类观察单

观察单 2-5  学生作业观察单

深度学习的等级评价



三、合作学习过程
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

观察单 2-7  基于合作要素的学生合作质量观察单

观察单 2-8  合作学习的白描单

观察单 2-9  合作学习的话语分析单

教师合作学习的行为 2-10  合作学习中的教师适宜行为

四、积极学科情感
学习活动中的情感水平 观察单 3-1  学习活动中的情感水平行为参照单

观察单 3-2  积极学科情感教师自评表

五、课堂社会关系

师生社会关系 观察单 3-3   师生课堂互动的微观政治分析

生生社会关系
观察单 3-4   社会关系量表

观察单 3-5  不同社会关系的学生学习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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