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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中教师主体作用∷的探讨

∷         梁

絮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什么地位,这是

一仑教学认识观的问题。这个问题 不 搞清

楚,就必然导致教学思想的混乱和教学实践

的失误。当前,教育界不少人认为:在教学

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起主体作用。只要

冷静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表述在理论上是矛

盾的。因为就教学活动而言,既然学生居于

主体地位,教师就必然是客体,而客体又为

什么能起主导作用呢?向 时,这种理论颠倒

了教学实践申存在的事实,困为教学活动的

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对教学

过程和教学成败结果负责的也是教师雨不是

学生。另外一些人认为:在教学中,教师是

教的过程中的主体,学生是学的过程申的主

体。这种观点是将
“
教

”
与

“
学

”
完全割裂

开了。试问谁能分出教学活动中哪个过程是

孤立的
“
教

”
,哪个过程是孤立的

“
学

”
P:

倘若熊分清的话,那它就不是 “教学
”

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教学中的教师与学生都是

主体 (即双主体 )。 那么,谁是客体呢?难

道处于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教师与学生能同时

并列为主体吗?笔者认为,∶ 就教学活动中的

地位而言,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学生处于客

体地位;就教学活动中的作用特征而言,教
师谗主体作用,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J这是

教学的客观规律和教学实践的要 求 所 决定

的。为什么这样说,可从以下几方玎认识。

/第△
`.从

人类实践活动膏主休与客休。

超           ∷

'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

始终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是因为活

动申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构成了事物的

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屮,发展变化。溶个孪化

过程始终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客体,

llu握客体诨动变化规律的过程;同 时,也是
主体根据对客体规律的认识并把主体行为作

用于客体,促使客体发生预期发展变化的过
程。人类的任何活动,就其基本关系而言,

无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J教学活动属于人

类实怫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活动的萎本内

容必然反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Ⅱ究竟什么是

主体,什么是客体?简言之,主体是从事改

浩淇界活动的人,客体是进入实践领域并与

丰体发生联系的被改造对象。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是改造与被改造、加工与被加工的关

系。主体在活动中始终是加工者、改造者,

客体在活动申始终是被加工者卜被改造者。

教学活动在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工活动,教
师正:是这个活动的教育加ェ者、实施者,学
生在教学活动中始终是被教育加工、改造的

对象,正是通过教师的教育加工、改造促进

学生的发展。而持
“
学生主体论

”
者-显然

是把教学活动与自学活动误为∵码事,产生

了主客体的概念错误,在理论上缺∷泛 严密

性、层次性。    Ⅱ   ∷ ,-Ⅱ
从主客体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看Ⅱ革体

在沔动中婶终居于主导地位。任何活劲的产

生、变化、发展都是在,±体的有目的△有意



识的调节,控制屮进行的。这种调节、控制

充分体现主体的白觉性和主体的意识性。当

然,这种自觉调节控制又是依据对客体规律

性的认识而产生的。客体总是随着主体对话

活动的调节拄制雨参与活动凼。客体在活动

中的方式、方法、内容必然是由圭体所决定

的。教学活动的调节者、̀控制者无 疑 是教

师。不管是对教学活动的决策,教学过程的

控靓,教学内容的调节,教学方 法 的选择

等,都是由教师所决定。当然,教师也不是

盲目地决策教学活动·的一切,而是根据对教

学活动规律的认识,对客体 (学生 )发展规

律的认识作为选择的。因此|就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的作用看,他必然居于主体地位。但

是,我们并不因肯定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调节

控制的主体作用而认为学生是消极、被动的

对象。华生是一个特殊的窑体,是有思想、

有感情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这种主观

能动性同样需票教师对它有充分 的科 学认

识,并通过教师这个主体的调节控制发挥出

来。因此,我们不应当颠倒教学过程中的主

客体关系。如果按照有些人所说的
“
学生在

教学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
”
口那么就应该曲

学生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控制并决定教学活

动的全部内容,这岂不与事实矛盾吗?:

人类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主体与客体

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丿在同一活动中的

主体与客体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
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并被另 一方 所 规

定。同样道理,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也

是相互依赖、相互规定的。客体 (学生 )的

发展要求,决定了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地位:'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一切行为

和行为影响必然作用于学生:使学生成为活

动中的客体。教学活动过程,一方面是教师
(主体 )不断认识客体 (学生 ),并用科学

的教育内容、方法1手段等作用于客体的过

程:另一方面,又是学生在教师各种方式的

o8

作厅l下获得主动发垠仰的过程
°

玳黑既要肯

定学生发展的主动性,但又必须承认学生在

教学活动中属于客体,他们的发展是在教师

的主体作用下发生的。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
、
的认识实践活动,它突破了时间、空间对学

母跗限制,加大了学生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

加快了认识的速度,是学生认识世界的一种

经济合算、捷径有效的活动,具有其它一般认

识活动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然而,这种优越

性集中体现在教师能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并调动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从而使学生能站

在人类现有认识水平的高度去认识世界。因

此,我们只有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地位,才能充分体现教学活动在人类认

识活动申的价值和地位。如果坚持学生在教

学中起主体作用,就可能贬低教师的价值和

地位,∶ 忽视教师的作用:从而影响教学发展

的方向。
.

￠笫二,从教学的功能与作用汪教师主体

作用。

教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它是人

类特殊的社会现象,自 古以来,就是因为它

有特殊的功能与作用而被人类所重视。教学

不仅能促进个体 (学生 )的发展。我们可以

从教学的功能与作用中认识教师在教学中所

则n自 地位与作用。      、

O教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首先表现在它

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是传递人类精

神财富的纽带和桥梁。没有这种特殊的传播

方式,人类不会有文明,社会不可能发展。

而在教孛这枷传播中,怎样传播、传播什

么|来敢什么方式传播等,都取决于教师:其
次,· 教学的社会功能还表现在教师的教学活

动体现着社会的要求,使学生的身心朝着社

会要求相统一的方向发展。在教学活动的个

体 (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

主体作用。再次,教学的社会功能还表现在

它是解决个体经我与社余经我之间矛盾妁强



i耐 有力的手段。随着社会的不浙发展,人类

的知识积累剧增,社会逐步信息化,而个体

△生附时问和精力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个矛

盾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教学是解决这个

矛盾所必需的捷径有效的办法。怎样科厣和

发挥高速度、高质量的教学来解 决这个 矛

盾,同样取决于教师主体作用的发挥状况。

总之,教学的社会功能决定了教师在教学中

的主体地位,同时教师主体作用的发挥又可

使教学的社会功能锝到加强。

哦们还可以从教学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

功能角:度看教师的地位。教学本身的特点决

定了它是∵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江

程,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既是设计者,又是实

施者,他对学生的知识、智力、.品德和身体

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学生从 不 知 到

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以及技能技巧

的形成等发展变化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

在学生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教师通过选择科

学内容、方法、手段等进行教学,启迪并引

导了学生的科学思维;在学生的优良吊质和

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中,教师通过各种教学影

响 (包括教师本身的情感、冷度 、 世界观

等 ),给学生的品德发展奠定了基础Ⅱ在学

生的身体的发育过程中,学校为体育提供条∷

件,教师通过生理学、物理学等使学生获得

身体发展的科学认识,并通过体育技能技巧j

的训练,增强学生的体质。所有这些,都体

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学的社会功能及促进个体 发展 的 功

能,耽是教学的起点,又是教学的终甫,既

是教学的最高目标,∷ 又是教学所追求的根本

价值。但这工价值的实现,首先必须肯定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并取决于教师在教

学中的作用。∶只有教师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教学的各种功能与作用才 能得 到实

现。不同程度的主体作用9将会有不网程度

的教学效果,这已是被教学实践 所证实 了

的。逑-观点,应当成为每个教学者的教学
信念,-只有每个教学耆坚守这样一个信念才
能·

早大限度地发挥自已在熬学中 的 主 体 作

用。               ∷  丨

茅三,'对
“
学生主体论

”
赖以成立的-

些
=要

观点的剖析。

任何观点的产生、发展都有它的理论根

据,当这种理论依据被歪曲发展时,却往往

仍然给人造成∵种不可怀疑的
“
真理

”
假

象。滇行的
“
学生主体论

”
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得到盛行的。但流行的东西并非都是科学

的,当 我们对它进行严密的理论分析时,会
发现它自身的矛盾。流行的

“
学生主体论

”

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教与学的关系问题上, 
“
学 生 主体

论
”

者认为教是为了学,教是为了不教,从
雨推导出教学就应该以学习为中心,以学生

为中心,并得出学生在教学中居于主体地位

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推论缺乏严密的逻辑

性、辩证性。苜先,我们承认教的目的是为

了学,但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在教学中,`

无教的学与无学的教都是不存在的,而学们^

么,怎样学,则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教什么,怎
样教。一切的学法都必须是通过直接的或间

接的、明显的或暗示的教法而产生。当然,教

师的教不应当是主观臆断,而是通过对教学

过程和学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发挥作用,这
种作用就是教师的主体作用。其次,教与学

的矛盾运动是一个过程,与这个过程所要达

郅的目的是有区别的。正如我们不能把科研

过程就看作是科研的最盾成果一样,当然,

教学就不能简单地等于学生的学。教是为了

将来的
“
不教

”
,不等于教学就 是 现在 的

“
不教

”
,为了将来的

“
不教

”
,现在就是

要发挥教师的主体作Ⅱ用,加速教学过程的科

学化9促进提田谇到 f不教
”
的目的s诤郊果

简单地把教学等于学生的学,教师的教等于

s3



f不教
”,那么课堂、学校就渡有存在的必

要,都可以当作多余的东西统统地抛弃,这
岂不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必须立足子教与学

的统一观,正视教与学矛盾运动 的整 体 发

展。而教与学的统一的整体发展则是由教师

所控制的,需要依赖教师的主体 作 用 的发

挥。         , ∷

主宰、决定教学的手段形式和方式方法

究:竟是教师还是学生∷ “
学生主体论

”
者根

据冖切教法都是依据学生的学法的观点,认
为教师作用的发挥完全是以学生 的认 识 规

律、心理与生理发展规律以及知识、智能发

展现状为转移的:并被它们所决定。因此,·

教师必须从属于学生,学生便成了最终教学

的主体。应当指出,教师在教学中主体作用

的发挥的确是以这些规律为依据,但我们不

能把这种
“
依据

”
完全等同于教师在教学中

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假如一个工人依据

机器的性能开动机器,能说机器就是这种活

动中的主体吗?这显然是荒唐的。首先,学
生认识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并不是显雨

易见的,任何入对它们的把握绝不是会轻而

易泽的,而是ˉ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

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

程中,教师必须发挥他自身的主体作用。没

有
·
这个主体作用的发挥,就不可能取得各种

认识。主体作用发挥的程度决定了对各种规

律把握认识的程度。其次,教师对各种规律

的认识一旦形成后,还必须依据教学目的、

内容的要求;进行课堂结构、形式、方法等

创造性设计,这种设计实质上是教师的ˉ种

主体意识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的多次反复,

教师又将自己已形成的这些主体意识进一步

概括
ˉ
化、系统化:科学化,并在教学实践中逐

步发展成教师自己的教学素质、才能、艺术

等。这些教学素质、才能:艺术等丿就是教
·

师的主体行为。这种教师
’
主体意识、主体行

为正是提高教学效率、效果的关键因素。那

64

种认为学生决定教学活动的说法,实质上是

把教师看作ˉ个简单的 f反射器
”
,这祥的

观点势必降低教师地位,低估教师作用。倘

若没有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那么教学

的效率、效果又从何产生?教学的可控性、·

社会性又从何体现?!

笫四,发挥敬师的主体作用与
“
教师中

心论
”
并非-田 :。

'

我们肯定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是

把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活动,作为一个既

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来看的,在这个

整体活动过程中,教师必然处于活 动 的 主

体,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支配方面 ),对
教学活动的内容、方法、形式等具有主宰地

位,对学生各方面发展具有主导作用。但我

们并未否认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具有主动性的

人 (学生 )。 学生也只有通过自身有目的、

有意识的活动才能获得发展。然而学生的有

目的、有意识的主动过程,正是教师主体活

动的反响,它本身就是教师主导作 用 的 结

果。学生既有主观能动性,叉有受教师支配、

控制的特性,学生主动性发挥的程度△般取

决于教师直接的或间接的、明显的或暗示的

调
′
节作用。教师的主体作用必须是以对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活动规律的认识为前提 ,

这个前
:提

是形成教师主体
:意

识、产生主体行

为和发挥主体作用的先决条件。但有了这个

先决条件,能否发挥主体作用,还得取决于教

师的主体活动。只有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作

用得到最大程度地实现,学生的主动性才能

得到充分地发挥。
’
如果教师只死灌知识:抑

制学生思维、兴趣、特长爱好等的发展,教
师的主体作用实质上没有得到发 挥 , 这

’
与

“
教师中心论

”
有着根本的区别。 “

教师中

心论
”
只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绝对领:导

地位、绝对杈
·
威,而把学生完全置于一种被人

(下转第60页 )



不断对它进行深入的研讨,我们一定能够使这一理论更好地为当今的社会主义教 育事 业 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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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布的被动状态,认为学生的心智成长全仗  动,并且否认了教学是一个由教师与学生相

教师的刻意求工和定式指导,忽视了教师作  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因 而它是片面的、不科

用发挥的前提条件,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  学的。尽有既承认教师的主体作用,又承认

性。∴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不承认学生主观能动  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才是对教学过程的客

性的存在,把教学活动等同于一般的生产活  观分析,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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