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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性学习与新课标视域下课堂教学模态创构实践木

周迎春

【摘 要】发现性学习是注重以发现为目标与路径的一种学习方式，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基于

情境，利用资源，经过研究与探索，自主获取知识，形成并持续发展核心素养。新课标实施背景下，发

现性学习研究有利于改变单边化、静态化教学旧模式、建构学科育人学习支持新样态以及探索学科

核心素养培育新策略。发现性学习视角下的课堂教学模态具有以下特征：基于发现素养提升的目标

预设，以劣构为特征的发现性教学设计，指向直觉思维发展的发现性教学模式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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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语文等16个课程标准，新课标聚焦核心素养，

注重学生终身发展、优化课程内容结构，强调跨学

科主题学习，从知识本位转向影响个体可持续发

展的思维能力培养和提升。语文学科要求在实

践活动中培养语言思维能力，数学学科要会用数

学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英语学科则明确学科核

心素养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

力。这些变化昭示着新课标视域下的课堂教学模

态亟待创构与刷新。

与应对考试的输出准确率作为主要评价指

标不同，发现性学习强调学习者在学习情境中主

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验证规律、内化知识

的自主体验，更多指向问题及解决方式的内隐

化，学习过程的自主化及学习方法的个性化。发

现性学习从根本上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力，为其

今后终身学习奠定了坚实的素养根基。

一、发现性学习内涵及其特征解析

(一)接受性学习与发现性学习差异分析

发现学习是一个教育哲学的概念。发现f生学习

则更多指向一种学习方式、一种学习样态。教育心

理学将学习方式分成接受性学习与发珊I生学习两大

类。接受l生学习获取知识过程中会有同化，但是由

于并非个体主动获取，学生大都在教师意志的推进

下被动接受，所获得知识与个体其他知识颗粒的链

接不够紧密，存在一定空隙，信息容易丢失，整合能

力及可拓展性差。接受性学习总体上目标单一化、

过程线性化、评价标准化。发现性学习则由于个体

反复试错、主动获取、积极内化，因此所获得知识与

其他知识颗粒无缝对接，可迁移度高。由于发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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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往往经历“目标问题的明晰与补充—解决方式

的选择与试错—知识技能的建构与内化”，学生的发

现思维会同步得到培养及提升。期间，学生智慧的

生成是最有价值的。表面上看，都是让学生捕捉到

“知识”，发现|生学习却让学生在过程中掌握了主动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使f也f门的素养得到

更高维度的发展和提升。

发现性学习是一种开放性学习，其特点

是目标整体化、学习过程个性化、学习评价多元

化。也正是由于其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教师需要

给予学生更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间。

(二)发现性学习的内涵及特征界定

发现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对于学习者而言

目前尚未被认知内化的目标知识都是潜在的发

现对象。因此，对于一般学生而言，发现其实都

是人类已知而个体未知的某个知识模块或者知

识颗粒，更广义的理解则包含个体尚未掌握的新

学习策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等。

发现性学习是注重以发现为目标和路径的

一种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基于情

境，利用资源，经过研究与探索，自主获取知识，

形成并持续发展核心素养。发现性学习注重发

展学生的发现素养，将发现素养作为一种特色

素养与核心素养协同发展。发现是儿童认识世

界、认识自我的方法：发现素养是指学生在发现

的过程中学会发现，形成关于发现的正确价值观

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发现素养包含主动探

究意识、直觉思维、学习力、元认知及韧性品质。

其与新课标的核心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发现性学习习得的知识是学生设法提炼的知

识，除知识本身外，学习的方法过程，甚至在“提炼”

过程中的诸多试错都打包其中。由于这些知识技能

颗粒的附属品隐含知识技能点的来龙去脉，这些过

程f生因子往往对学生今后的学习过程顺应迁移起到

激发、促进作用。总体上看，发现性学习具有注重内

在动机、学习过程、直觉思维、信息提取等特征。

二、国内外发现性学习研究现状及价值

(一)已有研究分析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个发

现者、研究者、探索者。”u。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知，关于“发现性学习”

的文章有262篇。发现性学习是一个相对于接受

性学习的概念、学习方式。除了诸多大家对于发现

学习的论述外，国内不少学者在其论文中阐述了他

们的实践研究感悟。任小青认为，发珊陛学习注重

学科知识的结构利于顺应性迁移，能促进学生积极

主动学习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恻：汪子津基于杰

罗姆·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从知识结构的教

学、教材编写活动的参与、直觉思维的培养和辅助

工具的合理运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在以学生为主

体的条件下，教师发挥其能动性的路径b1。

(二)研究价值分析

发现性学习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价值。

一是有利于改变单边化、静态化教学旧模式。

传统的教学实践中单边化、静态化教学倾向突出表

现为，在以教师教授为主的传统课堂中学生参与性

不足，忽视发展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发现性学习能

有效变革传统教与学的方式，注重师生互动及课堂

生成，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支持引导学生自主发

现与内化建构，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力。

二是有利于建构学科育人学习支持新样态。

发现性学习支持体系不以最大化获取知识为目

标，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有效激发学生认知需求，引

领其在学习支架支持下发现新知、寻找规律、解决

问题，注重学生自主参与的学习体验及创造性思

维能力的提升，着重学生整体人格的发展。

三是有利于探索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新策

略。核心素养是将知识与技能用于解决复杂问

题和处理不可预测情境所形成的综合性品质。

发现性学习重视人的自由发展及价值体验，“保

持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激发学习兴趣，培养

发现素养，提升学生学习力”是学生维度的主要

研究目标，与核心素养的要义高度契合，是培养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载体。

“双减”背景下，如何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力，

实现“减负增效”，成为基础教育研究的共同课

题，发现性学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

2022年新课标强调要养其根、立其本，要有效地

触发学生巨大的内在兴趣和高度热情，引领学生

像学科专家一样思考和实践。发现性学习范式

与其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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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现性学习的样态模型及核心特征

一些元概念、学科基础知识颗粒需要运用接受

学习模式快速高效地让学生掌握，为其奠定好探究发

现的基石。同时，教师需要创设真实问题隋境，让学

生置身其中不断发现问题，使学生在自主探究中编码

组织新的信息，同似顷应生成新的认知结构，主动建

构并验证解决问题的新思维方式，不断促进个体智慧

生成。发现性学习在新课标视域下，在从知识本位转

向思维发展的新课标杨心素养导引下，应该成为学生

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下文，笔者结合所在学校的一

些实践案例来剖析发现性学习样态模型及主要特征。

(一)基于发现素养提升的目标预设

体现发现性学习理念的课堂重视发现素养的

培养，学生在发现性学习中最有价值的是学会如何

发现、如何学习，体验问题解决的心路旅程，获得发

现的喜悦，从而进入自我激励、自我发现、自主发展

的螺旋式上升轨道。“江南博物”系列校本教材《莼

鲈之思》的教学目标就定位在厚植家国情怀，引领学

生做一个江南博物的问题发现者，探寻历史真相，探

究生物习性，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让他们尝

试以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张翰的古诗《思吴江歌》及《晋书·张翰传》

本身仅是发现情境的一部分，学生在创设的意境中

发现了诸如“张翰弃官返乡真的是因为家乡莼鲈美

味之故吗”的问题，进而又衍生出以下问题：诗中的

鲈鱼是大口黑鲈、花鲈、松江鲈鱼中的哪一种?《莼

鲈之思》中主角之一到底是莼菜还是菰菜?等等。

在问题的发现中，在质疑与讨论声中，在思维的碰撞

中，学生的历史科学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及言语

智慧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二)以劣构为特征的发现性教学设计

发现性学习的情境创设中往往预先埋伏了

等待学生去探究的问题，而目标域、解决问题路

径的劣构性往往导致课堂教学的非线性运行，这

对发现性课堂的引领者、组织者提出挑战，但是

同时也成为活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激发因子。

目标域的劣构化设计是指目标任务边界不够

清晰，需要不断地扩展目标域使其更为明晰，趋于完

善。例如，S1BI校本课程“金鱼缸智慧管家”要求

学生制作一个免维护的金鱼缸。学生一开始自然想

到喂食、换水这两项子任务，在1．0版完成后的展评

环节有学生提出“夏天水分蒸发及冬日水温过低的

问题需要解决，，o还有学生质疑淘宝上购买的固定

投食器与金鱼的习性匹配需要进一步完善等。要

让学生在发现的学习情境中学会发现，教师需要多

引导而非直接“投食”，要让学生在苦苦寻觅中获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之体验，因为包含反复探究试错的知识结构才是

真正有思维活力的，也是可以顺应性迁移到其他问

题的解决过程中的。

以劣构为特征的发现性教学设计中，解决问题

路径呈多元化预设。有些目标任务是大致确定的，

而由于对方法、工具等不予限制，问题的解决路径呈

现多元化。例如，机器人编程课“走出迷宫”给学

生设置了这样的发现场景：要求机器人能顺利走出

“回”字型的迷宫。如果让机器人小车一遇到障碍

就右转，那么循环走迷宫难度不大，只需要调整超声

波传感器距离及右转角度参数即可。该程序的难点

在于右转3次后要转出迷宫。由于对传感器、场地

等不加限制，学生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有的学生设

置变量Z计算右转次数的方案，即当Z>3时左转出

迷宫；有的学生在需要左转处贴上黑色胶布，当巡线

传感器感知到时即左转出宫；还有学生在机器前方加

装一个超声波传感器，当探测到前方出口时即左转。

当外部的限制解除时，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成了变量。

事实证明，这对于激发学生探索热隋是有效的。

(三)指向直觉思维发展的发现性教学模式
创设

布鲁纳强调儿童多以直觉思维思考。直觉思

维是个体在既有知识经验基础上通过观察对新材

料、新问题作出的思考及选择，具有创造性、跳跃

性。当然，由于越过了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的过

程，在严谨性方面可能存在欠缺，需要后期进行修

补。相对分析思维而言，直觉思维并非处于低维

度，事实上数学天才拉马努金的大量公式就是在

直觉思维猜想基础上进行严谨论证确认的。

在发现性学习过程中，教师要营造宽松、愉悦、

活跃、进取的学习情境，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对学生

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要充分肯定。同时，教师也要

适时进行“示范”引领，让学生内化知识的同时提

升直觉思维力，为今后更多更好的发现奠定方法论

基础。以数学猜想为例，教师可以设计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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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创设及问题发现—解决问题方法及结论猜

想—推理论证猜想一总结回顾反思”。在实际运行

中，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上述过程可能还会存在嵌

套。以小学数学平面图形的面积公式推导为例，学

生理解了面积概念并得出长方形的面积公式后，教

师引导学生猜想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而之后的

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则可以让学生在上述两个图

形的基础上通过猜一猜游戏推断。此时，教师要随

机应变，当学生的直觉思维“跳”不到关键点的时

候，适时示范上述猜想到论证的过程。

四、发现性学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接受性学习的知识建构过程主要有传授、

理解、记忆、同化等，具有趋同性；而基于发现性

学习的知识建构往往带有个体探索的个性化特

征。发现性学习需要大量知识技能的积淀，一些

基本知识技能还需要接受性学习来奠基。另外，

让学生去探索发现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知识规律

从根本上违反“因材施教”要义，注定是浪费时

间的。我们不能走向极端，接受性学习与发现性

学习都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很多课堂

上往往穿插进行。

发现素养的培育需要在不同的目标任务问

题情境中反复打磨历练。自主探究发现过程中，

由于问题的开放性，学生需要面对诸多变量，可

能会经历多次试错甚至策略方向的重新定位。

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要有所预见，准备随时

可以干预的教学支架。

在发现性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运用多元化

评价肯定学生主动探索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及点

滴成功，不断强化学生的内在动机。这需要教师

创设激发学生好奇心的学习情境，当学生遇到困

难时，教师要及时提供预设好的学习支架，以保

证学生的学习热情不会因遇到一些无法跨越的

“拦路虎”而快速冷却。为了顺利推进发现性

学习，需要构建资源、评价、工具等维度及时跟进

的支持体系。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发现

性学习支架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当然，技术对

教育的影响跟其他领域相比通常是缓慢的，我们

期待人工智能赋能发现性学习，为新课标视域下

知识本位到思维发展的转型助力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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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Learn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ZHOU Yingchun

(Luxiang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Suzhou，Jiangsu 2 1 5200，China)

Abstract：Discovery learning iS a learning method that focuses on discovery as the goal and pa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students acquire knowledge independently based on the situation，using

resources，through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and continuously develop core literac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discovery learning research is helpful to change the

old mode of unilateral and static teaching，construct anew mode of learning support for discipline education

and explore new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discipline core literacy．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very learning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The goal presupposition is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discovery literacy．The discovery teaching design is characterized by bad structure，and the

creation of discovery teaching mode is orien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uitive thinking．

Key words：discovery learning；discover literacy；new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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