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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 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以协同学的基本原理为其方法论基础 ,按 照最优化的标准 ,着 眼于全体学生的全

面发展 ,根 据语文教学的学科体系和特点,对 课堂教学诸要素进行最佳组合 ,强 调课堂教学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 ,

注重整体结构中的协同运作 ,减 少或消除因不协调产生的内耗 ,从 根本上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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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抛弃或

弱化了实证主义原子论、还原论、机械观 ,转 向整体论系统

观。
“
科学-实证

”
取向的教育研究倾向于对现象进行分解式

研究 ,把研究对象从整体中分离开来加以控制以确定因变量

与自变量的关系 ,它 只能揭示局部的规律而不可能展示事物

发展的全貌 [1](93页 )。 整体论系统观取向的教育研究将

现象作为系统对待 ,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一定结构构成的整

体 ,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功能之和 ,对 系统中各孤立

部分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

整体论系统观并不是来自某一单一学科的方法论原则 ,

而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

当今时代形成的共识 ,并 在上述所有学科领域普遍表现出

来。如 ,自 然科学领域的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主干的
“
非线性

科学
”
,横 断科学领域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在此基础

上兴起的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 ,都

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 ,展 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采

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 zO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生态

学及其方法论 ,以 整体论和系统分析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

势。生态学追求综合、联系、平衡的思想方法 ,把研究对象作

为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各因子在功能上协调一致的

生态系统来研究 ,对教育研究已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体论系

统观是西方各个学科领域普遍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方法论原

则 ,也是西方当代各种取向的教育研究共同寻求的思想方

法。

借助西方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的语文教学改

革 ,既是当前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也是语文教学 自身改革的

需要。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很好地

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这与改革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密

切关系 ,大多数改革旨在对问题现象进行分解式研究 ,而不

是采取整体、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本课题运用系统科学的

新理论——“
协同学

”
对语文课堂教学进行整体优化研究 ,

项旨在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 “
协同

”
和

“
协同学"理论

“
协同

”
一词来自古希腊语 ,或 曰协和、协作、合作现象、

协同作用 ,是协同学 (Synergetics)的 基本范畴 [2]。 关于
“
协

同
”
的思想源远流长 ,无论是古老的东方哲学、西方哲学 ,还

是现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在研究人与 自然、人与人乃

至整个宇宙协调发展问题的时候 ,都必然要涉及到
“
协同

”
。

而
“
协同学

”
恰恰是一门关于

“
协同

”
的科学 ,是一种关于自

组织的理论 ,它研究系统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

与环境之间协调、同步、合作、互补的关系 ,研究新的有序结

构的形成 ,揭示系统进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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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学理论是自组织理论中的一个构成部分 ,主要研究

系统中诸参量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一 [2]。
“
协

同
”
思想是现代系统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它 主要表现为一

种方法论 ,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
“
协同效应

”
和

“
自组织

”
。

“
协同效应

”
是核心概念 ,指在复杂性系统中 ,各 要素之

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当外界控制参量达到一定的

阈值时 ,要素之间互相联系、相互关联代替其相对独立 ,相互

竞争占据主导地位 ,从 而表现出协调、合作 ,其 整体效应增

强 ,系统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 ,即
“
协 同导致有序

”
。

“
非线性

”
是说 ,事 物之间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教师上课

讲得很清楚 ,不一定学生学得也清楚 ,因 为师生之间不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 ,学生学习要受原有知识、已具备的能力和心

理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约束与限制。因此 ,要求教师要依据学

生的实际及学习心理、学习基础施教 ,充分尊重学生学习过

程中要素相互作用的客观性 ,创造学生自身学习系统的整体

效应。
“
控制参量

”
是指一种适合学生发展的环境 ,教 师应

根据学生心理状况创造条件 ,使之有学习兴趣、学习欲望 ,并

形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行为 ,这是产生协同效应的必要条

件。
“
自组织

”
是协同思想的硬核。

“
协同

”
思想揭示了客观

实践从无序到有序的自身规律 ,提 出自组织理论 ,通过 自组

织实现复杂系统的协同效应。系统 自组织的形成要具各 4

个条件:(1)系 统必须是开放的 ,且 能保持与外界环境的物

质、能量、信息的交换 ;(2)系 统的外部作用 (或称外界控制

参量 )通过其内部机制产生效用 ;(3)系 统内部要素之间的

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自组织产生的必要条件 ;(4)涨落催

化着系统自组织有序结构 (或耗散结构 )的 产生及发展。自

组织通过系统内在动力形成。只要 4个条件具备 ,系 统内部

会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形成自组织。

二 协同学对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的意义

协同学所研究的从无序到有序的临界转变 ,深刻地反映

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断发展与演化的机制 ,被公认是跨

学科研究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横断学科 [3](130页 )。 目

前 ,物理学、化学、应用数学、计算技术、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各

个领域 ,都在积极地对它进行研究。借助这种科学方法论来

认识语文教学 ,对深化语文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协同学揭示出的
“
系统联系的协同性

”
的新观点 ,为 我

们展示了一种教育教学新的思想和方法。协同学的基本原

理应用于教学领域非常有意义。它不仅指明了教学系统内

部渚要素、各层次要素和要素之间、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的

联系等方面都是对立统一关系 ,必 须创造条件形成协同效

应 ,推动系统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化 ,才能发挥教学系

统的总体功能 ,而且指出系统诸要素在其运行过程中,具有

不同的功能 ,其 中有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序参量作用 (序参量

的大小标志着系统宏观有序的程度 )的一个或几个要素。当

这种起序参量作用的要素的性能加强 ,备 子系统就会产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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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应 ,使教学系统处于有序状态。当教学系统与环境失去

平衡 ,就会出现某种混乱无序状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学

系统内部关系不协同 ,结构不合理 ,自 组织 (指事物或一组变

量从无联系的状态进人到某些有联系的特定状态的过程 )

水平低 ,整体功能差。教学系统处于无序状态 ,会严重影响

学生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因此 ,提 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

要抓住教学系统的协同作用 ,实 现语文课堂教学最优化。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以协同学的基本原理为其方法

论基础 ,即借鉴协同学的自组织理论 ,强 化教学过程中的协

同效应 ,注重整体结构中的协同运作 ,减 少或消除因不协调

产生的内耗。在教学活动中 ,以培养学生自我发展能力为核

心 ,注 重对学生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使 学生积

极参与教学过程 ,在知情意行和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和谐地发

展。

三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的范围和标准

语文课堂教学的整体优化 ,指 的是构成语文课堂教学的

诸要素要达到优化的标准 ,并且强调各要素必须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 ,必须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以 达到相互协同、相互

促进的最佳组合状态。
“
最优化

”
即最好的 ,来 源于拉丁语 optimus,广 义上说 ,

可理解为选择解决该条件下任何任务的最好方案。按照巴

班斯基的观点 ,最优化指
“
能使教师和学生在花费最少的必

要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获得最好的效果
”
[4](82页 )。 可

见 ,最优化的指标 主要包括效率指标和效度指标 [5](17

页)。

讲求效率是课堂教学的高境界。对于教学的效率 ,巴 班

斯基提出了两个准则 :一 是
“
效果

”
,二 是

“
时间

”
,即 根据具

体的教学和任务 ,考虑教学内容、学生和教师的实际 ,用 不超

过规定限度的时间和精力 ,使学生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效

率指标的核心是节约师生的时间 ,获取最大教学功效。

课堂教学的效度指标 ,指课堂教学所达到的有效性程度

的教学目标。语文课堂教学 目标包括语文知识、学习语文的

方法、语文技能、一般智力以及人文教育等内容。语文课堂

教学的效度指标就是进行这些内容的教学时要取得的最佳

教学效果。表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每一个学生都有最大程

度的收获 ,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应该重点研究直接影响课堂教

学的几个主要因素。课堂教学这个整体 ,涉 及到的因素很

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主要有 :教 师、教材、学生、教

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结构、教学环境、教学反馈等。间接

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主要有 :教学必各的物质条件、整个社

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校风、学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心理素

质、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学生的家庭情况及身体健康状况

等等。从理论上讲 ,课堂教学整体优化应该对影响课堂教学

的一切因素进行认真的研究。但是 ,由 于主观和客观的原

因 ,我们难以面面俱到 ,而 只能结合语文教学的实际 ,针 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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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语文教学中的突出问题 ,就 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几个主要

因素应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怎样优化组合 ,进行重点研究。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要认真研究各个要素间的优化

组合 ,要把涉及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整体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研究课堂教学的整体优化 ,实 际

上是在研究语文教学的规律。语文教学的规律存在于组成

语文教学的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它不是

把有机的语文课堂教学这个整体机械地分成若干部分 ,然 后

把它们机械地相加 ,而 是站在宏观的高度 ,把课堂教学作为

整体来考虑和研究 ,从课堂教学这个整体的各要素的相互联

系和相互影响中来揭示语文教学的规律。因此 ,在重点研究

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几个重要因素时 ,就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与其它因素的配合和联系。这些因素 ,一是本身要优化 ,二

是组合要科学、合理。也就是说 ,优化的课堂教学结构 ,就是

多种因素的协同组合。           ∶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的基本标准有 4条。(1)构 成

语文课堂教学的各个要素都必须达到或基本达到最优化的

标准。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 (主要因素)不 符合优化的要

求 ,那么 ,语文课堂教学就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2)构 成

语文课堂教学的各个因素 ,必 须做到优化组合 ,互相促进 ,最

大限度地发挥整体功能。课堂教学的整体优化 ,既要注重各

单个因素自身的整体优化 ,又要重视整体的协同配合。要做

到人尽其力 ,物尽其用。只有这样 ,才会获得 1+1>2的效

果;反之 ,如果各因素相互干扰 ,就 会出现 1+1<2,甚 至会

产生负效应 [6]。 (3)师 生为达到学习目标只耗费最少的必

要时间和花费最少的精力。现在我们的语文教学 ,往 往是事

倍功半 ,花 的时间和精力很多 ,但效果不佳 ,教师加班加点 ,

白天黑夜拼命地干 ,学 生更是废寝忘食 ,整天沉浸于题海之

中,老师和学生都十分劳累 ,十 分辛苦。这种靠时间加汗水

的办法 ,是违背教学规律的笨办法 ,不是我们强调的高效率。
(4)学生在获得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和受到思想教育等各个

方面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或 者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最大

可能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 ,在考虑优化的标准时 ,必须从本校本班

现有的学情、师资和条件出发。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碰到一

个特别差的班 ,即使没有完成大纲上规定的目标 ,但通过整

体优化组合之后 ,在 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最大可能的进步 ,也

可以说是达到了课堂整体优化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 ,

ˉ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协同优化

”
这一研究 ,不 选择教师、学生

和条件。

四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的途径和措施

语文教学作为一种自组织开放系统 ,有 着 自己的结构 ,

这种结构由语文教学内部各要素和要素间的协同配合以及

教学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整合而成。因此 ,实现语文课堂教

孛整体协同优化 ,教 师必须要有全局观 ,要着眼全体学生的

全面发展 ,根据语文教学的学科体系和特点 ,探讨课堂教学

诸要素的最佳组合 、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调控的机制 ,保证

语文教学系统和子系统始终处于大量平衡状态 ,采 取有效措

施强化课堂教学系统从低级有序到高级的有序的临界转变。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中教师起决定性的作用。

语文课堂教学系统有着 自己的组成要素 ,每 一种要素都

有 自己的内容和结构。语文课堂教学的整体优化 ,有 赖于课

堂教学要素的优化。课堂教学诸因素中 ,教 师、学生、教材是

三个基本要素 ,它 们之间的关系称为
“
教学论三角形

”
[7](3

页)。 除了这三要素 ,课 堂教学还包含教学 目的、教学方法 、

教学环境、教学反馈等要素。这七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紧

密联系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要实现语文课堂教学的整体

优化 ,必 须处理好这些关 系 ,使 之形成诸要素 的最佳组合。

这种组合关系的处理应该 以最佳 的语文教学的 目标和内容

为基点 ,以科学 、高效的语文教学方法来运转 ,以 师生双边能

动认识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支点 ,并在 民主和谐 、有利于学生

创造潜能充分释放的环境中进行。

语文课堂教学协同优化的主导者是教师 ,语 文课堂教学

能否得到协同优化 ,教师起决定性的作用。要使语文课堂教

学得到优化 ,教师必须首先考虑以下全局性的问题。

1.转变教学思想 ,树 立科学的语文教学观
“
课程设计最优化 的核心思想是把人 的个性发展置于

课程设计的中心 ,是胃积极发展和展现人的真实价值 ,昃要

促进学生成为有价值 的人
”
[8](13s页 )。 语文教师应该 以

当代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 ,继 承和发扬传统语文教学中科

学的有用的成分 ,突 破陈腐落后 的教育思想 的束缚 ,构 建科

学的语文教学观。

这些教学观包括 :在 教学 目标上 ,语文教学应致力于让

学生学会语文、会学语文、学好语文 ,同 时充分利用语文丰富

的思想文化内涵 ,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品质 ;在 教学内容上 ,

语文教学应坚持
“
语言训练和人文教育相统一

”
的原则 ,高

度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 的教养 ,并 在严格 的语 言训练过程

中 ,全 面实现育人的目标 ;在 教法上 ,语文教学应坚持
“
以教

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
的原则 ,从 发展学生

的非智力因素着手 ,注 重学习过程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让他们语文学习的个性在过程

的学习中得到最好的发展。

2.掌 握汉语文教学的特点 ,建 立科学的语文教学体系

近百年来 ,我 国语文教学学 习印欧语系 ,外 国语文教学

对我国影响很大。学 习外 国 ,首 先应该立足于汉语文 的特

征 ,吸 取外国民族语文教学 中于我们有用的东西 ,杜 绝盲 目

搬用别人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语文课堂教学要得到优化 ,必

须认真研究和明确作为母语 的汉语言的特点及其与外语学

习的差异 ,掌握汉语言作为母语 的言语 习得规律 ,并 以此为

依据 ,建立包括教学 目的、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结构和

教学反馈等在内的语文教学完整的体系。

3.实施语文创新教育 ,努ヵ培养学生的语文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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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是最高水平的综合能力 ,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心

理因素的最高水平的综合反映 ,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

和潜能充分释放的表现。语文学习与创造的关系最为密切 ,

不管是理解语言还是运用语言 ,都需要创造。缺乏创造性 ,

语文学习不可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应该实施创新教育 ,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的读写

听说能力作为追求的目标 ,并 帮助学生打好创造力发展的学

习基础 ,努力营造创造性的学习环境 ,采 用有利于学生创造

力发展的教法 ,尽力去达到创造性的教学目标。

4.加 强自身文化修养 ,全面提高教师素质

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 ,关键在于教师素质的提高。语文

是包容百科知识的综合性人文学科 ,而 语文教学既是科学 ,

又极富有创造性、艺术性。语文教师首先应打好语文专业的

功底 ,提高人文素质 ,同 时还应努力吸取融会生态学、教育

学、心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不断纳人学科发展中

的新知识。这样 ,语文教师便可建构充实、完善的优化心理

结构 ,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实现也就有保证了。

语文课堂教学系统要从 目前的低级有序状态向更高层

次的有序状态发展 ,关键在调控语文教学系统内部各子系统

之间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 ,保证语文课堂教学系统始终处于

大量平衡状态 ,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系统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

序的临界转变。语文课堂教学系统优化的具体措施有 3条 。

1.分析和量化语文知识结构和语文能力结构系统中的

各变量 ,提高学生知识的能力结构的有序性

语文课堂教学优化主要依据学生的语文水平来评定。

学生语文水平的高低是由其所具备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

决定的 ,而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又分别是由字、词、句、篇、

语、修、逻、文和听、说、读、写结构而成 ,并 由此形成语文知识

系统和语文能力系统。依据协同学原理 ,学生具各的语文知

识系统和语文能力系统所呈现出来的有序状态如何 ,则 标明

其语文水平的高低。因此 ,要提高学生语文水平 ,就很有必

要对构成语文知识系统和语文能力系统的诸多因素作比较 ,

弄清楚各子系统的性质及相互关系 ,使其序参量达到临界状

态的有效控制值。这样 ,才 可以保证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自

组织出现期待的有序状态 ,引 起语文水平的根本变化。由

此 ,对 以下问题应该加以研究与解决 :

(1)分 析和控制语文知识系统和语文能力系统中的诸

变量 ,提高系统的有序度。近年来 ,随着语文教改的发展 ,语

文教学界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构成有不少新认识 ,但是对于

构成语文知识系统和语文能力系统的诸子系统应该呈现一

种怎么样的分布状态 ,各种变量按怎样的量度结构才能产生

较高的有序度等问题 ,却 没有向纵深展开研究 ,或者仍无科

学的参数。例如 ,语文能力系统由听、说、读、写四项子系统

结构而成 ,四者显出集合性、相关性 ,其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

之和。但系统的层次性又使每项子系统在各 自的范围内自

成系统 ,整个能力系统存在着诸个变量。那么 ,对 于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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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能力起作用的子系统、子子系统中 ,哪些是快变量 ,哪些

是慢变量 ,各种变量孰重孰轻 ,孰先孰后 ,各 种变量的临界值

应该控制在哪个范围,学 习过程中应该按何种程序进行才能

获得高层次的有序性 ,等等 ,这些问题都应该作深层次的探

讨。否则 ,势必造成学习上的混乱无序 ,有 碍于形成高层次

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新稳定结构和自组织。

(2)构 建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结构的各类优化目标模

型。目前 ,语 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构成因素缺乏具体的量化分

析 ,各 因素结构未形成明晰的序列 ,也缺乏科学的质量检测

标准 ,对学生形成怎样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新结构和自组

织没有各类优化目标模型。因此 ,尽 管语文教改追求语文教

学的高质量 ,实 际上何为高质量却没有定论 ,大多仍是以语

文中考、高考的分数作为效标 ,各 种各类的语文教改实验多

数提供不出显示实验特色的准确参数。这种状况反映出教

学改革系统的无序性 ,也必然抑制语文教改向高层次发展。

语文教改应该克服滞留于表面浅层次研究的状况 ,以 缜密取

代粗疏 ,注意从微观深人研究语文教学系统的内部机制 ,通

过各类实验 ,依据时空发展 ,分 析计算出高层次自组织中各

种变量产生协同效应过程达到临界状态的控制量值 ,建立各

类质量层次的优化目标模型。   '
2.重 视学法的研究 ,为学生提供构建高层次语文知识和

语文能力自组织的学习途径

协同理论认为 ,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和自组织化是由系

统内部原因引起的、骤然的、飞跃的过程 ,强调物质自己运动

的基本原则。这种新思想的哲学意义给予我们的启迪在于 ,

对语文教学方法研究的重心 ,应该从教法的研究转移到注重

对学法的研究上来。

学法是教学方法中为达到语文学习目的 ,学生在教师指

导下的主体认识活动过程 ,是学生赖以获得真知 ,形 成语文

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学法研究的目标是探求如何帮助学

生认识语文学习的过程和规律 ,掌握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和

学习方法 ,自 主地寻找和发现真理 ,独 立地进行创造性学匀。

学法的实质合乎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物质运动和发展是以其

内在源泉为基础的理解。从协同理论揭示的自组织过程规

律分析 ,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 ,实 际上也是一种 自己运动的

过程 ,是一种学习的自主运动和自生运动。学生通过学习所

产生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 自组织 ,完全是由于内部原因 ,

这种原因受相互作用着的学习系统各组成要素内在联系的

制约 ,并取决于本人以往的学习状况 ,其 自主性表现在产生

新的语文知识和能力稳定结构 ,以及开始自组织过程的飞跃

形式中。如在同样的教学条件下 ,有 的学生改进了学习方法

后 ,语文水平明显获得提高。其语文水平提高的轨迹 ,乃 是

他所遵循的学习系统各组成要素 ,在参与协调性合作运动的

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 ,渐进的量变序参量在达到某个临界值

时发生了飞跃的、根本的质变。因此 ,注重学法研究 ,帮学生

提高控制学习系统内部无序和有序矛盾的转化能力 ,提 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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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有序性 ,这是语文教学获得事半功倍效果的途径。语

文教改应深人探讨学生学习语文过程的规律 ,对学法系统各

组要素如何才能构建成高层次的有序状态 ,如何控制程序参

量 ,研制出各类优化策略。同时还必须探究在语文教学过程

中,如何合理地摆正师生的主导和主体关系 ,如 何从学生的

学习出发 ,构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网

络与反馈渠道 ,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信息状态转化为富于强

烈的参与意识的主动、灵活的接收和及时处理信息的积极状

态 ,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保 持语文教学系统始终处于非平衡状态 ,使有序状态

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协同理论关于自组织能力的三个条件强调 ,系统必须远

离平衡 ,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有序结构 ,引 起根本的变化。这

对语文教改要突破 目前的滞留状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系统远离平衡态 ,就是指系统要处于非平衡态 ,也 即指

系统是一种活的、运动着的、不断同外界进行能量物质和信

息交换的有序结构 [9](m页 )。 语文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

的开放系统 ,它 由诸多子系统构成 ,并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发

展变化 ,不 断产生新的时空结构 ,出 现新的平衡态和非平衡

态。语文教改要从现有的初级有序态向高层次的有序状态

发展 ,必须保持系统始终处于非平衡态 ,使 之充满活力。因

此 ,语文教改必须注意两点。

(1)教材内容要根据时代需要和社会科技发展状况进

行合理调整。各项语文知识和能力训练点 ,布局要符合学生

的认知心理规律 ,依 据一定的量度 ,呈 现高层次有序状态。

目前使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 ,在语文知识和能力训练方

面具有一定的有序性和合理性 ,但 仍然缺乏严格的量化处

理 ,其有序度亦尚待检验。新的课程标准把教材分成三级 ,

国家统编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 ,使教材多元化。各地

的教改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培养 目标建立目标模型 ,依据模型

制定各类知识和能力训练点的量度 ,从高层次的知识和能力

结构有序性基点出发 ,进行教材优化处理和运用。

(2)语 文教学系统要扩大开放程度。根据现代科技发

展趋势对学生素质的要求 ,既要注意分析学生获取知识和能

力的内部机制 ,又要重视研究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协

同和反馈作用。随着语文教改的发展 ,人们已经注意从语文

教育的高度评价语文教学 ,提出衡量学生语文水平需综合考

察学生的知识、能力、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整体发展和谐调

活动。语文教改研究有必要从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出

发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对 以上诸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

作用作出鉴别 ,以 免无关因素参与或排斥有关因素而导致语

文教学内部机制从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产生逆向运动。同

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日益频繁 ,

其他学科的发展必然对语文学科产生影响和作用 ,语文教改

研究应注意分析和利用它们之间的相干效应 ,积极地向其他

学科吸收负熵 ,或输出熵 ,保持语文教学系统始终处于活动、

发展的生气勃勃状态 ,以促进语文学科本身的发展。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 ,课堂是学生和教师共同活动的最

基本的生态环境 ,是 由教室物质因素(教学设施等 )和 教室

精神因素 (班级组织形式等 )以及主体因素(教师和学生 )共

同构成的整体环境。从学生的语文能力发展来看 ,语文课堂

是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基本环境。如果说课堂教学是影响

学生语文能力形成的最直接的环境 ,那 么课外教学环境则是

影响课堂教学最直接的环境 [10](9页 )。 因此 ,要 实现语文

课堂教学整体优化 ,必须整合课内和课外教学环境资源。从

生态学的视角来看 ,语文课堂教学整体优化就是实现生态平

衡 ,其核心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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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Ⅱnese C1assroom InstFuc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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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gral op‘Ⅱlisauon of chinese classroom instruction, based upon the pri【 nary synergetics

principles, in the light of opti:nisation criterions, aizning 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ac-

c0rdance with the su丬ect system and features of Chnese teaching,constitutes a11factors of dassroom in-

struCtion, stresses Coordinato efect among classroon△ instruction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coordinate oper-

ation among the integral stmcture, lessens or e⒒ Ⅱ1in庄 tes the internal friction from being inhar1monious,

and enhances teaching eⅡ iciency of Chinese c1assroom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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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姚定一教授《西方哲学理性的光辉》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教授姚定一所著《西方哲学理性的光辉》,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编

人
“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
第一辑。

《西方哲学理性的光辉》收集了作者近 zO年来对西方哲学研究的 18篇论文 ,这些论文既有对某一哲学

家的理论具体论述 ,如《实体即主体 :黑格尔哲学生长点辨析》、《一个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神话——评
“
马克

思颠覆了形而上学
”
》、《黑格尔哲学与〈红楼梦)》 、《理性人生哲学的宏伟大厦——论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

伦理学〉》等,也有对西方哲学的整体论述 ,如《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论哲学基本问题的

历史性》、《西方哲学
“
人性本质

”
的历史演变》。这些论文均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大部

分先后或被《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摘要 ,或被《人大复印书报资料》全文转载。这些论文以其较高学术水

平 ,在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大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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