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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教学与学生的主体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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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往教学是以对话为其精神实质的教学。在交往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

向灌输关系，而是一种主—客一主关系。这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师生双方的主体性得以彰

显。而且，在交往教学中超越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注重师生交往过程中的民主、平等、合作关系的建立，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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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教学是相对于灌输式教学而言的，是以对话为其精

神实质的教学。以对话作为教学意识或教学精神的交往教

学，是指师生在真正民主、平等、宽容的氛同中，以言语、理

解、体验、反思等对话方式实现经验共享、情感共鸣、思想碰

撞，提升人生质量的教学形态。交往教学不仪有着独特的功

能，而且，在交往教学中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同时交

往教学过程也是师生意义生成的过程。因此，无论是从教学

的功能，还是从师生关系，或者教学过程来看，交往教学都有

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交往教学是以对话为其精神实质的。对话，不仅是指人

与人之问通过语言所进行的交流和会谈，而且是指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了民主、平等、理解和宽容的精

神。伽达默尔认为：“对话就是对话双方在一起相互参与着以

获得真理。”『-如鲫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一种“在各种价值平等、

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m埘对话主要

是一种“对话意识”，“如果没有一种‘对话意识’，即使使用了

纯熟而优美的语言，即使在谈话中有问有答，即使这种问答

花样百出，那也只是机械的问答，⋯⋯绝非真正的对话。”对

话意识“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懈、相互合

作、相互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

意识。”131t．tst’据此，可以说，对话是言说者与倾听者在相互尊

重、信任、平等的基础上，以语言和非语言为中介而进行的话

语、情感、思想等方面的一种交往行为和生活方式。

在交往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

单向灌输关系，也不仅仅是一种主主关系，而是一种交往关

系，即主一客一主关系，即建立在客体基础之上的“我—你”

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师生双

方的主体性得以彰显。

交往教学是师生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它作为生存方式根

源于人不仪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社会存在物”。正如巴

赫金所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一切都是手

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

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141a”)独自教学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昭示着一种主客对立的

支配性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下，学生是被动的，而在对

话教学中，师生都是主动的。显然，交往教学拓展、深化了传

统的教学内涵，也必将带来教学实践的根本性变革。

除此之外，交往教学有着多种独特的功能。如社会性功

能，即社会关系的构筑与维系。这是牵涉课堂教学中“人际关

系”的构成与修复的功能。在具体的课堂的社会情境之中，说

话者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说话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处于难分

难解的状态之中的。在课堂中有谁发言的时候，这种发言就

在传递某种内容，同时，通过这种过程进而表明发言者自身

的个性与态度，修复同谁的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所提及的四大支柱中，交往与沟通能力的培养贯穿其中。学

会认知是培养学生如何与符号化的“文本”交流与沟通。学会

做事重在锻炼学生与他人、集体、社会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因

为学会做事“不仅包括实际动手技能，而且包括处理人际关

作者简介：扬鲜兰(1965一)，女。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太平(1963一)，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JA710009

·164·

 

万方数据



系的能力、社会行为、集体合作态度、主观能动性、交际能力、

管理和解决矛盾的能力，以及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等综合而

成的能力。”151嶂)学会与人相处和学会生存是培养学生与他人

和世界及周围环境相互沟通的能力。具备交往与沟通能力是

享受对话人生的重要前提。交往教学由于倍加注意师生主体

交往意识、交往精神的培植、交往与沟通能力的培养，显然有

利于课堂教学中良好“人际关系”的构成与修复。

交往教学也有表达性功能，即说话者的个性、态度的表

现。这是牵涉教师和学生的个性表现的功能。无论教师还是

学生。不仅展开着实现教育内容之课题、形成班级集体的活

动，而且展开形成自身的活动。所谓“表达性功能”是指体验

若干矛盾、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表述自己的要求这样一种

功能。这种功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对师

生体验的关注。

在交往教学中，由于注重了感官审美，生动、直接、孤立

和充满激情的体验本身就成为了知识、经验及生活价值意义

的表达的主要范式。体验不仅是一种内心的生成物，更重要

的是一种生命历程和生命过程。在交往教学中师生如何感知

生命历程呢?其实，感知生命历程主要体现在师生双方作为

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精神实体，通过彼此在价值取向、人格

向度、知识授受等诸方面矛盾的生成与解决(暂时性的解

决)。进而生成知识、完善人格、张扬个性、表达需求、确认生

命价值、获得生命体验与成长智慧，完成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人与生命的关系瞬间性的深层觉察，从而弥合人

与世界的分离。

●一

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发展是在交往活动中实现的。教

育主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教育过程的关系主要是人与人的关

系，此种关系主要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非主体与客

体的关系，这种关系难以用单纯的“主体一客体”模式来处

理。主客关系与主主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就单纯的主体

与客体的关系而言，主体所面对的是客体，他人也被视为客

体；主体间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在多主体的

关系中，他们所面对的既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主体与客

体间的关系，是在认识和处理主客关系的过程中结成的主主

关系。这种主主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

是众多主体一起认识和改造客体对象的交往关系。在处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强凋与主客体关系不同的主体间或主体

际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思路。以这种态度来认识和处

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把人看作是纯粹的客体，就会

把每个人看作是主体，就会把彼此间关系看作是合作、创生

的关系，就会加强对话、理解和沟通。

在传统教学中，由于受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师

生关系呈现以下明显特征：要么以“教师为中心”，要么以“学

生为中心”。前者基于教师在年龄、知识上的优势而处于主体

地位，学生则处于被教师塑造的客体地位；后者则致力于对

前者的革命而使师生关系走向另—个极端。所有的教学措施

都围绕学生转，学生是教学的中心，是主体。这两种师生观都

日益暴露出其严重弊端，遭到了不少非议。20世纪80年代

以来。在我国教学理论界，一种新的师生观逐渐浮出水面。这

就是“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说。该学说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体，要坚持教师的

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一致。表面看来，该学说似乎

解决了两种极端式师生观所遗留的问题，而且面面俱到，既

考虑了教师，又照顾了学生。但仔细分析后发现，该学说仍然

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窠臼，教师主导，相应学生

就是被主导。学生主体，相应教师就是非主体(或客体)。而且

人为地将教学整体一分为二。毫无疑问，这种解决问题的方

式不会令人满意。

在交往教学中超出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观，确立了一种

“主一客一主”的师生关系。交往教学就是师生一起认识客体

(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改造客体)的活动。在此过程中结成的关

系主要是主主关系，即交往关系，当然也包括师生一起认识

和改造客体的关系，即主客关系。教学过程中的主主交往关

系可分为三种类型：教师与教师间的交往、教师与学生间的

交往、学生与学生问的交往。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交往指教师

与其他教师或教育工作者的交往。通过这种交往，教师可以

相互交流教学经验、体会、心得，了解教育教学的新进展。没

有这种交往关系，—个教师的素质很难得到发展。这种交往

还是建构师师关系和教师与教学内容之间主客关系的前提，

它促进教师集体备课、集体授课、集体检查效果、集体提高教

学水平，避免教师个体经验狭隘性和教学的随意性，使教学

整体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教师之间的交往还是凝聚教师集

体力量、保证教师集体团结、发挥教师群体作用的重要途径。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往主要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同学之

间的交流、谈心，讨论、辩论、合作，相互介绍学习体会、心得、

兴趣、爱好等。学生问的良性交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促进其主体性的培养

和发展。

教师和学生的交往活动是教学交往的主要形式，是教学

过程中全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交往教学中

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主体间关系，是一种相互认同和相互尊重

的关系，是一种民主、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关系不再是“我——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的关

系，是一种“我们”的共在。在“我—你”关系中，师生双方都作

为整体的、独特的个体而交往，在相互对话与理解中接纳对

方，双方相互敞开内心世界和互相接纳，相互投入、共同在

场、互相包容。在对话关系中，师生都不是作为依附性和被动

性的对象，而是作为与“我”围绕共同话题充分交流意见的

“你”。两者共同参与、真诚合作、相互分享。正如弗莱雷所说：

“通过对话，教师的学生(students—of_tIle—teacher)及学生的教

师(teacher—of-the—students)等字眼不复存在，新的术语随之

出现：教师学生(teacher—student)及学生教师(students—teach—

e同。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教师本身

也得到教益，学生在被教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教育教师，他们

合作起来共同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

论点不再有效；为了起作用，权威必须支持自由，而不是反对

自由。”哪t’显然，这是一种双向的、平等的、和谐的和富有成
效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是“我”同化

“你”，“你”同化“我”，而是“我”以“你”的存在而彰显。两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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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独立个性和完整人格的主体共同步入“我—你”之

间。

在交往教学中非常强调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只有发挥了

学生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即更好地认

识和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教学中，“教师必须与学生一

起努力。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追求双方的人性化。教师的努力

必须充满着对人及人的创造力的深信不疑。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必须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161

㈣而灌输式教育由于没有认识到知识的探究性特征，没有

认识到人的本性，所以就不容许师生的合作伙伴关系存在。

事实上，离开了交往，—个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一个人

要生存就必须与其他人和衷共济”，“和衷共济需要真正的交

流。”“只有通过交流，人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只有通过学生思

考的真实性。才能证实教师思考的真实性。教师不能替学生

思考，也不能把自己的思考强加给学生。真正的思考，即是对

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而只能通过交流

才能产生。如果思想果真只有当作用于世界之时才产生意

义，那么学生便不可能屈从教师。”哺篮捌

三

教学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人工开放系统，一般而言，它

是指在教师指导下，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学生通过教学

资g-I-N进行的学习过程。交往教学过程是师生精神相遇的过

程。

交往教学中，教学过程将呈现出新的特点。教学将不再

意味着教师以独白的方式向学生单向传递、教授和灌输知

识，也不再意味着学生只从教师那里被动地接纳、领受和贮

存知识，而是两者都以活动主体的身份共同进行探讨的活

动。在那里，师生双方精神相遇，在经验共享中创生着教学的

意义，提升着生命的价值，享受着诗意的人生。

教学过程是师生在对话中的精神相遇过程。德国文化教

育学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

教育。正在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

在。”教育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创造力

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

动的根。”刚瑚可见，人的创造力量的诱导及上述一切价值因

素的“唤醒”，并不在于单纯的文化传递，也不在于传授已有

的东西，关键在于师生交往中的精神相遇。在教学对话中，师

生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前提下，共同步

人教学的“之间”领域，并在其中相互理解、平等交流。在理解

中，学生深深地迸入了教师的精神世界，教师也在学生的开

放的接纳中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在两者精神相遇的境

域里，教学的意义悄悄创生。同时。不断创生的教学意义又进

一步影响和陶冶着师生的精神，不断地提升着双方的精神境

界、品位、意义和价值。

以往的教学，课堂是演出“教案剧”的“舞台”，教师是“主

角”，学习好的学生是主要的“配角”，大多数学生只是不起眼

的“群众演员”，很多情况下只是“观众”与“听众”。然而，交往

教学过程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课堂是丰富的、风云变幻的，教

学丰富复杂、变动不已，充满了生机。

美国教育哲学家费尼克斯说：“如果人性的本质在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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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生活，那么教育的恰当目的就是促进意义的成长。”嘲

每曲交往教学关注教学与学生的关系问题，它强调教学过程

是学生生命意义不断显现的真实生活过程而非单纯的知识

灌输，教学意义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学生的精神世界不断丰盈

与拓展的过程。教学意义不在于让学生获得僵死的知识而在

于让学生获得智慧的提升、审美的体验以及生命的助长等。

教学意义是在交往中生成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交往的

目的是制造意义。交往是一种追求意义、创造并拓展人的意

义世界的过程。美国后现代课程论专家小威廉姆·多尔说：

“意义是个人与公共对话性交互作用所创造的：与自己、同

事、文本和历史的对话。”m㈣实际上，师生与课程的关系是

一种通过交往与之发生的意义关系而非对象性关系。没有交

往，课程对师生就难以构成意义。唯有通过对话，课程的意义

才能向我们显现出来，并通过自我建构成为我们自己的知

识，师生与课程文本之间才能真正实现“视域融合”，从而获

得精神的交流、意义的分享与人生经验的增长。“对话性沟通

超越了单纯意义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生成意义的功能。来

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所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

唤起了，这样就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

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的创造。”

嗽样，在交往教学中，教学不再受外在目的(比如分数、谋
生等)的束缚与羁绊，知识技能的简单传授为完整的人的生

成所替代，学生也不再为教材、知识以及未知的将来而生活，

因而他们能对学习生活保持长久的兴趣。这不仅使课堂因此

而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与无限的活力，而且会因学生在课堂中

充分地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教学意义得

到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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