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7上海教育科研 SHANGHAI JIAOYU KEYAN

卷首语JUANSHOUYU

2018.7 SHANGHAI JIAOYU KEYAN上海教育科研

核心素养与学习方式变革

从学科知识技能的掌握到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培养，改变的不仅是基础教育的育人目标，在更深层次上

蕴含了认识论和知识观的变革。具体而言，这一变革是从笛卡尔理性主义认识论向杜威经验主义认识论范

式的转型。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在于他对人类认识能否有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的寻求。在这一观

念下，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得以分离。基于这一点，建立在个体的认知和理性基础上，人类构建有关认识对

象或世界的知识。对应于这种认识论的是各学科长期积累起来的、去情境化的知识。这种知识观下的学习

范式关注个体认知和理性，主张学生主要通过一种“动脑”来开展学习。它在大工业时代得以流行，在认识

论和知识观上支持了讲授法的教学模式。与之相反，杜威认为寻求认识的最初起点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用

“探究（inquiry）”这一提法超越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的二元对立，强调了一种更为生态化的、实践性的知识

观和学习范式。
这种经验主义的、生态化的学习方式主张将学习者置于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学习环境，在与生活相关、

彼此连结的各种经验活动中进行意义建构、主动学习和团队互动。它关注学习的社会性，强调学习是基于

学习者共同体而发生的。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实现了从教师中心、强调讲授和操练的教学模

式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反思性实践和探究的教学模式改变。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情境认知、具身认知、
合作学习、社会协商和建构、元认知学习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这种学习范式基础上的教学模式，如

项目式学习、抛锚式教学法、认知学徒、问题式学习、设计学习、有益性失败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新的学习范式主张，学习不应该与学校之外的真实世界实践相分离，不应与解决真实问题的活动相分

离。在这些活动中，学习者通过合作解决复杂的、结构不良的真实问题，模仿或直接参与现实生活中实际工

作者在专业共同体中的实践。在解决真实性问题时，学习者参与各种实践，学习运用在文化中形成的概念、
规则、工具和资源。现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解决发展了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如何合作构建知识、自主学习

和自我调节能力，并由此生成可以迁移的知识和技能。
创客运动同样衍生于这一学习范式的转型，体现了一种具身式的反思性实践探究活动。通过创客空

间、工具和 3D 打印等技术，学习者设计和改进自己作品，使用和学习实践技能，在创作、反思、同伴反馈、修

改完善作品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培养技能、启迪智力、形成审辩和创造的学习倾向。创客活动凸显了传统意

义上的知识学习的“动脑”活动和手工制作的“动手”活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不足，生动地展现了两者的

辩证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失败”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学习和改进的机会，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和
“失败”的社会性评价在此有了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型。不断创造和革新作品的过程，可以让学习者意识到他

们不仅是在完成一种有现实意义的任务，更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或环境，获取具有个人意义的学习经

验。另一方面，创客体现了一种社会协商的参与式学习文化。通过在兴趣小组，甚至是直接加入现实的专业

共同体中，学习者的设计和创造，接受社会性他者的支持和评判，经历知识或理解的社会建构过程，体验自

我是与社会性他者关联的社会性存在。这一过程既是学习者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真实性问题或真实性社会

实践的过程，同时也让学习者在这一社会协商过程中不断重塑自我，完成对社会现实的适应。
〔杨向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系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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