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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二重性与中介作用
———探讨促进学生发展的情境教学路径

郭艳芳

  摘要:情境兼有知识语境和主客体交互作用二重含义,其核心价值体现为对学生发展的中介作用。以情境为

中介,学生不仅建构了新知识,而且还完成了思维发展和个人身份的成熟化转变。基于情境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

活动是具有预设与生成辩证统一的过程,也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学生是自身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在教

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学生在教学情境中转化知识并全面提升个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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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创设情境的方式来加强教学内容

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情境教学、项目式学习、STEM/STEAM 课程等基于真实情境的教学模式也日渐盛行。
真实情境的引入使得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学科知识的意义。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以形式化、肤浅化和片面化为特征的“伪情境”。“伪情境”的主要表现如

下:只注重情境创设的外在形式,把情境看作是教学的“装饰物”;为迁就学生而选择他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情

境,把教学内容的难度降低到学生日常经验水平;赋予外部现象世界更多的关注,却忽视学科知识结构也是

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究其根由,“伪情境”是人们对情境性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偏差而导致的。除了可

以联系现实生活、让课堂更贴近学生之外,情境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恢复知识的“生命力”,教师可以通过创

设情境来帮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处理问题的有力工具———即情境可以起到拉近知识与学生的

心理距离、连接学生的未成熟状态与成熟状态之间的中介作用。目前,有关情境的性质与价值尚欠缺深入探

讨和清晰表述,这应当是现阶段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进一步完善情境教学机制、实践

情境教学价值的关键。
一 情境的二重性

在国际教育研究中,情境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context和situation,这两个单词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context一般指知识的语境,situation则侧重于主体建构知识的过程。中文的“情境”兼有这二重含义,
且二重含义辩证统一,所以说,情境具有二重性。

情境的第一重含义是知识的语境、语脉、上下文等,即英文context所含之义。context在词源上的原义

是“编织在一起”①,表达的是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化连接。知识的语境要素包括知识在现实世界中指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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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以哪一类事物为对象建构出来的、知识可以怎样服务人们的生活等内容要素,以及为什么要建构这个

知识、知识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知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等方法要素。此重含义的常见用法

有:基于情境的方法(context-basedapproach),指将情境以及科学知识的应用作为学生科学观念发展起点的

教学方法①;基于情境的学习环境(context-basedlearningenvironment),其核心特征为以真实情境为锚,突
显知识的重要性②;情境化教与学(contextualteachingandlearning),它促使学生在他们所学的学科知识与

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联系③;等等。上述这些用法中,基于情境(context-based)、情境化(contextual)的作用对

象都是知识,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在知识的语境中厘清知识的来龙去脉,建立知识在学科结构内部的以及

与外部的真实事物、现象等之间的结构化联系。
情境的第二重含义指向主客体交互作用(interaction),在教学中表现为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参与

任务、解决问题的过程。这重含义可以追溯至杜威,他说:“二者(客观条件和内部条件)合在一起,或在它们

的交互作用中,它们便形成我们所说的情境(situation)。”④杜威用母亲照料婴儿举例:婴儿需要食物、休息和

活动是婴儿的内部条件;喂奶时间、睡眠时间是外界提供给婴儿的客观条件;内部条件与客观条件之间相互

影响;聪明的母亲可以通过调节客观条件来与婴儿当时的内部条件发生一种特殊的交互作用,促使婴儿逐渐

养成科学的饮食与睡眠习惯⑤。教学也是如此,教师通过调节客观条件,促使客观条件与学生的需要与能力

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这就是情境创设的实质。与杜威的观点相类似,林崇德和罗良在评

述李吉林情境教育思想时也指出,情境的要素既包含有主观的动机系统,又包含有客观的条件⑥。学生的主

观动机系统与客观的外界环境在教学情境中交互作用:客观环境中的一些因素激发了学生主观的学习兴趣,
学生开始分析任务和处理问题,通过这样的过程获得了自身的发展。

情境的二重含义辩证统一,它们可以看作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解读:第一重含义———情境即知识的

语境,是以知识为中心,相对静态地考察知识的语境要素;第二重含义———情境即主客体交互作用,是基于主

体立场描述知识建构的动态过程。二者都在讨论的是,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事物为对象、运用了何种方法

建构了何种知识,或者反过来说,何种知识可以在何种情况中被运用、将产生何种效果、与其它知识有何种关

系。情境的二重含义存在结果与过程的关系:主体建构的知识受到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的制约,这些要素之间

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汇聚成了知识的语境,作为结果的静态语境蕴藏着主体生产知识的动态信息;当主体基

于对知识及其语境的理解,将其运用到复杂的、多维的问题解决过程中,静态的知识语境就再次转变为动态

的情境连接。
二 情境对学生发展的中介作用

情境的二重含义决定了情境具备可显现知识语境以及可改造主体经验的性质,情境是一个融合了知识、
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以及可实现知识综合运用的载体,它对学生发展起到中介

作用。中介的意思是居间、调中,中介的作用体现在拉近两极之间的距离、加强两极联系,从而将对立的两极

连成一个整体。情境的中介作用体现在拉近符号化的知识与学生的心理距离,人们基于情境可搭建一个促

进学生发展之“桥”:学生的知识结构从不完善逐步趋于完善,思维由形象的、低阶的逐渐向抽象的、高阶的水

平发展,他们的个人身份也从稚嫩的儿童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成熟的社会人。
(一)情境作为知识建构的中介

721

郭艳芳 情境的二重性与中介作用———探讨促进学生发展的情境教学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udithBennett FredLubben SylviaHogarth Bringingsciencetolife Asynthesisoftheresearchevidenceontheeffectsofcontext-based
andSTSapproachestoscienceteaching  ScienceEducation91 no 3 May2007  348 
RuurdTaconis PerrydenBrok AlbertPilot Introduction Context-basedlearningenvironmentsinscience  inTeachersCreating
Context-BasedLearningEnvironmentsinScience ed RuurdTaconis PerrydenBrok AlbertPilot Rotterdam SensePublishers 
2016  1 
RobertG Berns PatriciaM Erickson Contextualteachingandlearning Preparingstudentsfortheneweconomy  TheHighlight
Zone Research@work no 5 2001  2 
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61页。
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第260页。
林崇德、罗良《情境教学的心理学诠释--评李吉林教育思想》,《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3页。



符号化的知识与儿童之间存在遥远的心理距离,杜威指出:“学科材料对男孩和女孩讲来都失去了生命

力,变成了相当死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与情境分隔开了。”①倘若直接将符号灌输给学生,他们所能获得的只

是一些不具有实践效用的信息碎片,从而导致知识可迁移度受限、学习过程体验欠佳以及知识学习对个人发

展的价值被忽视等许多问题。用符号记录知识意味着将知识从主体建构知识的情境之中剥离出来,这是一

个“去情境”的过程,符号丢失了知识的语境信息。然而,即便符号没有记录下完整的语境,知识的语境依然

稳定存在。以知识为中心的各要素关联是符号化的知识可以被“再情境”的基础,也是人们可以用意义关联

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知识的基础。通过恰当的材料选择与教学设计,情境可以放大和突显符号化的知识与

学生已有经验之间的弱关联,成为促进主体知识建构的中介。
情境蕴含着学生已知的与未知的、现实世界的与学科知识世界的各种要素。当学生进入情境时,已知要

素是他们建构知识的逻辑起点。比如,在学习有关物质结构和热量的知识时,通过情境创设从“加热使鸡蛋

变硬却能使肉变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学生的已知要素)入手要优于直接把有关物质结构和热量的

符号丢给学生。当看到已知要素,学生内心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暗示———这件事与我有关,由此产生想去了解

的心向,将已知要素作为“固着点”去联系新的要素,通过建立奥苏伯尔所说的“实质的”或者是“非任意的”关
联②,实现有意义地建构知识。

客观地讲,传统教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建立新、旧要素之间的联系。但是,传统教学把知识建构

的路径限定在学科体系内部规定的单一路径里,存在可建立关联程度弱和数量少等不足。相比之下,情境蕴

含着丰富的联系,既包括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又包括知识与真实的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教师的情境设

计使得这些联系被放大和突显。这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固着点”,知识建构的路径也就变得多样。对于不

同学生,已知要素不同,“固着点”就不同,知识建构路径也会有差异;对于同一学生,可能有多个已知要素,存
在多个“固着点”,他就可以多路径地建构知识。

有研究表明,专家知识与学生知识的差别就在于专家的知识是围绕着“核心概念”(coreconcepts)或“大
概念”(bigideas)组织而成,这些“核心概念”和“大概念”引导着他们的思考③。以情境为中介的多路径建构

知识的方法,不仅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差异,而且还有利于他们脱离事实、概念等的简单堆积,形成多重关联,
建立起像专家那样结构化的知识网络。

(二)情境作为思维发展的中介

思维需要情境来承载,情境也能成为主体思维发展的中介。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过程呈现出由形象到

抽象、由低阶思维到高阶思维的特征。皮亚杰的阶段论将儿童的思维划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
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布卢姆和安德森将认知目标分为六个发展层次———识记、理解、运用、分析、评
价、创造,前三者属于低阶思维,后三者则属于高阶思维。一步跨越到抽象的符号运算违背儿童心理发展的

客观规律,仅停留在形象的、低阶层面上的反复训练也无法有效发展思维。
教师在创设情境时,通常从具体事物切入,学生最初的思维对象是形象的。情境既蕴含一些易于理解且

能引起兴趣的形象事物,也带来了一些未知的疑惑,疑惑开启了思维。当思维开启后,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

帮助下,在教学情境中总结经验、提炼原理,从以具体事物为思维对象过渡到基于概念、公式、定理、规则等进

行的符号运算,从简单的识记、理解、运用入手,然后借助于情境的中介作用逐渐上升到分析、评价、创造等高

阶思维的层次。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样的过程伴随着知识建构也发展了基于符号运算的抽象思维以及具

有反思性、批判性、创造性的高阶思维。
学生通过处理情境中问题而实现由形象到抽象、由低阶到高阶的思维发展过程极有意义。班杜拉指出:

“人们通过言语的和想象的符号,在表象形式中加工和保存所获得的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行为。……经过

符号的中介,人们不必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就能预见到不同行动可能带来的不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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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此改变他们的行为。”①人们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符号,有了抽象的符号体系,就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

在头脑中根据假设进行逻辑推演等各种复杂的高阶思维操作,这是知识可以向更远处推广、迁移的基础,也
是人类社会可以大量积累经验和发展文明的基础。因此,学生的思维发展是教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情境作为

思维发展的中介是其价值体现。
(三)情境作为身份转变的中介

情境取材于社会生活或专业活动等场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帮助下尝试着处理真实的问题,从而完成

个人身份的成熟化转变,由儿童逐渐成长为未来社会的主人。情境也充当了主体身份转变的中介。
不同于传统教学中常见的条件适量、答案唯一、拥有模式化解题过程的结构良好问题,现实世界复杂多

变的性质决定了学生在未来生活与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是“结构不良的”(ill-structured)②。情境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经常会遇见结构不良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情境可以提供给学生处理真实问题

的机会,他们被带进了更广袤的经验时空,慢慢地学会“像”专家那样积极地查阅资料、寻找线索、设计方案并

实施。
教学情境是对真实情境的模拟,它是一种非自然状态下的情境,它经过特殊的设计与组织,是教学范畴

下的情境。教学帮助学生不仅承继人类认识成果,而且还感受、体验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思想的、行为的、判断

力的精华。学生在教学情境中简约地、模拟地“参与”社会生活或专业活动等,其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本身,
而在于获得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以情境为中介,学生提升了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逐渐具备

了独立应对和处理复杂问题情境的能力,成长为勇于担当各种责任的家庭成员、社会公民、技术发明者以及

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等。
澄清了情境的二重性及其对学生发展的中介作用之后,再来重新审视开篇提到的“伪情境”问题,更能发

现其问题所在。“伪情境”虽然提供了一些生动的生活实例,但往往仅限于一些浮于表面的现象呈现,它丧失

了情境的核心价值———即没能够促进学生发展。首先,“伪情境”未能改变符号化知识的碎片状态,因此它难

以成为学生知识建构的中介。所谓“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现象被丢在学生面前和塞进学生头脑,却不能够

有利于学生建立起结构化的知识网络,学生充其量只是多知道了一些浅显的现象罢了。而且,这些浅显现象

还带来了更多的碎片信息,它们无意义地损耗更多的大脑机能,加剧认知负担,不仅鲜有益处,而且更有害

处。其次,“伪情境”未能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为了迁就学生,“伪情境”通常选择降低思维的难度,思维对

象以具体事物为主。这样,学生固然不觉得困难,但处理复杂问题和符号运算的思维能力也难以发展。最

后,“伪情境”没有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任务,未能有效引导学生由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实践,在促进学

生个人发展、完成个人身份转变方面也收效甚微。
三 基于情境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活动

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的、主体(即受教师引导和帮助的学生)与客体(包括教学材料、
环境等)交互作用的过程。所有的教学都在情境中发生,区别只在于是怎样的情境。因此,开展情境教学活

动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情境的中介作用以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本研究认为,基于

情境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过程是预设与生成的辩证统一,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了情境创设。在教师的引导

和帮助下,学生在人为优化的教学情境中主动发展自身,他们建构起结构完善的知识网络,获得推理、反思、
批判性思维等认知要素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非认知因素的全面发展。

(一)预设与生成辩证统一

教学既是站在人类总体认识终点往回看的过程,又是学生以典型地、简约地经历人类认识过程的方式去

经历人类原初认识的再认识过程③。可见,教学有预设的目标———即“人类总体认识终点”,它不是放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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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意活动。另一方面,情境具有生成的性质。佐藤学指出:“对于人来说,‘情境’绝不是先于认识给定了

的。对于人而言,‘情境’是意义得以建构的状况,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①按照这一观点,“情境”不可能被

预设,它与活动同时存在。那么,如何理解“教学情境”? 它具有预设性,还是生成性? 本研究认为,教学情境

是具有预设性与生成性的辩证统一体,基于情境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活动也是预设与生成辩证统一的过程。
情境的二重性揭示了“情境”一词既可表示作为静态结果的知识语境,又可表示作为动态过程的主客体

交互作用。知识的语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即便在被符号化之后,知识的语境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但
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客观存在的语境为教学情境的创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和清晰的发展

方向。教师在创设情境时,首先需要对知识的语境有深刻的理解,清晰地知晓核心知识的周围有哪些关联可

以利用、有哪些关联需要帮助学生建立等。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如果教师自己对

所授知识都只是一知半解,不理解其语境,那他就难以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因此,教师的充分准备是必要

条件。
情境的另一重含义是交互作用,这就意味着教学情境是一种发生变化的过程。个体差异以及环境变化

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学生发展的路径多样、不唯一,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情境的各种不确定

因素决定了教师需要具备“教学机智”(teachingtact),所谓“机智”,范梅南指出它是“在复杂而微妙的情境中

迅速地、十分有把握地和恰当地行动的能力”②,反映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它可以“使教育者有可能将一个没

有成效的、没有希望的甚至有危害的情境转换成一个从教育意义上说积极的事件”③。为了应对教学情境的

实时变化,教师在开启正式的教学活动之前需要有预设的目标并且基于目标有设计地创设情境,但他却不可

完全预先知晓每一名学生在教学情境中的确切走向。也就是说,情境虽有预设,但依然是流动的、即时的,必
须根据实际状况即时调整,这就体现了基于情境的教学过程在预设性与生成性上的辩证统一。

(二)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

人们常说教师创设教学情境,但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中,师生共同参与了情境创设

过程。教师利用情境的中介作用,来引导和帮助学生建构知识、发展思维以及转变个人身份,可以用“搭桥”
来比喻这个过程。“搭桥”开始之前通常要给出设计图纸,给出要“搭”一个什么样的“桥”的基本构想,探讨其

基本步骤有哪些以及最可行的方案是哪一个。创设教学情境也是如此,教师有期望的目标以及预设的实施

路径。教师还需要做一些教学准备工作,如准备场景资料、实验器材等,就像“搭桥”之前要准备石料、木材、
泥沙等原材料那样。在“搭桥”时,“搭桥”的动作发出者是教师,“搭桥”是为“过桥”服务,而“过桥”的动作由

学生自己主动完成。因此,具体的“桥”怎么“搭”要综合考虑学生“过桥”的步子大小、学生表现出想“过桥”的
方式以及教师期待学生“过桥”的方式等多方面因素。

教师应当时刻关注教学情境的发展状况,不断地反思这些问题:学生此刻拥有怎样的心理基础? 我想帮

助他们达到什么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我应当创设怎样的教学情境帮助他们发展? 我的学生在完成情境中

的学习任务时,他们会遇到哪些问题? 学生此刻的某种表现说明了怎样的发展状况? ……教师在教学活动

进行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即时的判断与调整,顺应或调整教学情境的变

化趋势。基于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reflectivepractitioner)理论④,教学的交互过程不是“输入-处理-输

出”的技术过程,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教师应当是一个在行动中决策与反思的专业工作者⑤。所以说,教师

在情境中与学生互动来促进学生知识转化的“搭桥”是一个“边走边搭”的反思性实践过程。
(三)目的与活动融为一体

创设情境、开展情境教学活动的目的是学生的发展,这里的发展既表示学生的一种主动行为过程,又是

基于情境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活动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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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以蜜蜂筑巢、产卵、采蜜、喂养幼峰的活动为例,活动中的前件事引出后件事,前件事的成果又为后

件事所用,如此交替进行以致达到终点,由此说明教育的目的存在于活动内部①。传统教学中,学生的行动

大都来自外部的教师指定和命令,他们缺乏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于是教师就采用威逼利诱的方法,或以奖

赏为许诺,或以痛苦作威胁。当前基础教育中常见的片面应试现象就是其后果之一,学生为“应试”而死记硬

背符号化的知识,这些符号变成了他们脑海中僵化的信息碎片,既不能与其它已知事物融会贯通,也很难在

实践情境中发挥效用,成为了杜威所批判的“知识垃圾”②以及怀特海所批判的“呆滞的思想”或者说“惰性知

识”(inertidea)③。
基于情境设计与组织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发展,发展是学生活动的目的,而学生活动也就是发展

着的过程,发展的目的与发展的活动融为一体。教师的身份是引导者、合作者,而不是负责下命令的人,他们

以情境为中介陪同学生一起探索知识,学生凭借内在的力量发展自身。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是发展

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被执行者。情境激发了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教师引导学生在问题情境中自己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并解决问题,学生简约地、模拟地“经历”人类实践过程,通过自己的主体活动“激活”和
“打开”知识,将教学情境中蕴含的要素关联进行个人化的再关联、再建构,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促进自

身的素养提升。
此外,在活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教学集中于大脑内部的认知活动,情境教学除了认知活动之外,通常还

会提供动手操作、实验、观察、讨论与交流等肢体活动和言语活动,后者的活动形式更丰富。第二代认知理

论———情境认知(situatedcognition)指出,肢体、语言、社会环境等颅外因素也会影响人的活动与发展。情

境教学丰富的活动形式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从而更有效地建构知识、发展思维、转变身份。
四 结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末发表了一份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重要报告———《教育———财富

蕴藏其中》,报告题目中的“财富”二字点明了教育在个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人类历史发展

角度看,教育要传承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从个体发展逻辑看,教育要实现个体与人类总体精神财富的接通、
相遇。社会的迅速发展带来知识的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教育既要勾勒出一幅变化着的世界地图,又要提供在

这个世界航行的指南针④。当前,国内外基础教育研究热点的核心素养(keycompetences),其在本质上强调

的是一种个体应对特定情境时调动心理资源满足复杂需求的胜任力,有关核心素养的研究可看作是对先前

研究的延续与发展。通过教育,为儿童塑造丰富多彩的人格和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和建立一个可以演进的

知识体系,这是时代的诉求,也是深度学习、项目学习、合作探究学习等一系列注重真实情境的教学模式兴起

的内在原因。情境实现了对学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接:学生从过去已知的经验出发,在现在的教学情境

中汲取有利于他们个人发展的养料,建立多路径的知识关联,他们不仅收获单纯的知识,还收获了实践的智

慧,发展了高阶思维技能、高级社会性情感、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等,所有这些共同汇聚成了学生宝贵

的精神财富,最终能够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灵活自如地调用。有鉴于此,人们更需要深刻认识情境的内涵与

价值,明确情境的二重性及其对学生发展的中介作用,在教学中基于情境促进学生发展,引导和帮助学生升

华精神财富并且成长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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