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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和回顾课堂师生话语研究主题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对师生对话这一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度审视。研

究表明,传统的“我讲你听”式的教学方式在理论预设上存在固有的逻辑缺陷,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兴起

及其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征发生深刻变化等原因,这一理论缺陷日益显现并被不断放

大,导致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困境凸显。师生对话超越了片面强调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走出了单纯强

调赋予学生话语权的视野局限,涵养了基于师生对话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新理念的生成与稳固。在

新时代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努力在微观层面打造高含金量的一流课程、一流课堂愈发重要,这
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对话的具体实际,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课堂师生对话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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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对话是当前关于高校师生话语权研究领域

的前沿问题。梳理和分析2000年以来理论界关于师

生话语权主题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文献大

致先后形成了教师话语权、学生话语权、师生对话三

个研究热点,相应地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形成了以聚焦

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赋予学生话语权、促进师

生协商对话等三大板块内容。虽然理论界在师生话

语权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主题聚类,但是所形

成的三个研究热点及其主要内容并不是相互割裂的,
而是具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研究历史脉络。正是由于

要解构和消解教师的课堂话语霸权,才强调要赋予学

生更多的话语权,进而发展为提倡教师主导与学生主

体并重,通过课堂师生对话实现课堂教学的和谐之

美。从消解教师话语霸权到强调赋予学生话语权、提
倡师生对话,是教育界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理论

自觉和实践必然。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以促进师生

对话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进一流课程和一流课堂建

设,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一、课堂师生对话的出场逻辑

无论是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还是苏格拉底的“助
产术”,师生对话在中西方文化之中都是有深厚历史

渊源的。然而,整体上而言,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呈

现教师话语占据支配地位,学生话语权相对式微,未
能普遍形成真正的师生对话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而

言,我国关于课堂师生对话的理论研究、实践发展与

对“我讲你听”传统教学方式的反思和批判有着密切

关系。通过对“我讲你听”传统教学方式的反思,可以

帮助理解师生对话何以从“幕后”到“出场”和走向“前
沿”。

(一)“我讲你听”的理论预设具有缺陷

长期以来,“我讲你听”的传统教学方式在我国课

堂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在培养人才、传承

知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客观而言,
单纯强调教师对课堂的主导而忽视学生课堂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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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讲你听”的教学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及历史合

理性,比如教师在连贯状态下能够讲授更多的知识,
以往社会信息的不发达和知识生产的有限性使得教

师与学生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上具有清晰的

时差性等。然而,反思“我讲你听”教学方式的理论预

设前提,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固有的逻辑缺陷,其中

最大的悬疑就在于“我讲”能否必然实现“你听”。传

统的“我讲你听”教学方式,是建立在教师讲(教),学
生自然就听(学)的理论假设之上的,但如果在“我讲”
时“你没有听”或者“听不懂”,而“我”仍然只顾着“我
讲”,那么就不能达到理想的育人效果,也就意味着

“我讲你听”教学方式在实践中的失效。学生在课堂

上的专注力是有限的,在单纯满堂灌式的讲授法教学

中尤其如此,因此在现代教育理念中十分强调尊重学

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赋予学生应有的课堂话语权,通
过课堂对话营造民主活泼的课堂氛围。反之,“没有

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

教育”[1]。
(二)“我讲你听”的实践逻辑陷入现实困境

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有余、而学生的主体地位不

足的“我讲你听”式的教学方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

其正当性,并在教学实践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群体特征的改变等原因,
其理论预设上的固有缺陷在教学实践中逐渐显现。
“我讲你听”教学方式在传统“师道尊严”文化的影响

下极易直接导致教师话语霸权现象。教师独占课堂

话语权,学生的话语权被剥夺和被压制,课堂变成了

教师的“独白”,使得课堂教学缺乏互动和信息交流,
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内容和形式单调乏味。如果说教

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方式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

话,那么教师在时间维度上绝对先于学生掌握知识信

息就是其必要条件之一。然而,随着人类知识生产的

积累和丰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使得这种历史条件被彻底消解,教师日甚一

日地发现在教学中就某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与学

生进行对话的,甚至在某些新知识或时政话题上教

师都难以跟上学生的脚步。学生拥有的知识量和

信息量的增多,必然在扭转师生话语权问题上有所

反映和诉求,而当学生发现教师讲授的旧知识无法

解决时代产生的新问题时,这种话语诉求就会变得

尤为突出。

(三)师生对话的历史出场与演变

师生对话的历史出场基本上是与我讲你听教学

方式的逐步消解相伴而生的,但是从国内相关研究文

献形成的热点迁移来看,在“我讲你听”实现向师生对

话转向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你讲我听”的阶段。
也即,由于“我讲你听”的教学方式形成了教师话语霸

权现象,理论界从关注如何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

引申出应该要更加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赋予学

生话语权,进而才发展为主张通过开展师生对话重塑

和创新现代课堂教学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师生

对话是“我讲你听”和“你讲我听”的合题,实现了教师

课堂主导地位与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协同性发展。
师生对话教学方式实现了对“我讲你听”传统教学方

式的超越。首先,它虽然消解了教师话语霸权,但同

时也充分肯定教师的课堂教学主导作用,对课堂教师

话语权只是调适而非剥夺。其次,它解决了学生的课

堂主体地位被遮蔽的样态,主张充分尊重学生的课堂

教学主体地位,赋予学生民主平等的课堂话语权,但同

时这种平等的师生话语并非是量上的绝对平等,而是

一种合理的均衡。最后,它是一种对话式的教学方式,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具有话语上的互动和信息上的反

馈,而非一种各说各话或单向度的自我独白。
二、师生对话式教学对传统教学模式的超越

(一)超越了片面强调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

讲授法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虽然近

年来讲授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但作为一种基本

的,甚至是主要的教学方式,讲授法本身并没有原罪,
问题的症结其实只是在于一些教师对讲授法的过度

依赖,使得课堂呈现出气氛沉闷的满堂灌样态。由于

在满堂灌式的“独白式”课堂中教师基本上独享课堂

话语权,从而造成了所谓的教师话语霸权现象。打破

类似于师道尊严附魅于其上的教师话语霸权是必要

的,但是如果在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的同时,简
单地强调将课堂话语权归还于学生,似乎并未明确究

竟要归还多少、要还原到何种程度,乃至会出现过度

解构的不良现象。师生对话式的教学方式指明了课

堂师生话语的目标样态,既主张摈弃教师僭越的话语

霸权,又充分尊重教师的课堂主导者地位,从而有利

于克服和预防陷入片面强调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权

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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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出了单 纯 强 调 赋 予 学 生 话 语 权 的 视 野

局限

要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一方面必须回收教

师那部分僭越的权利,另一方面必须同时赋予学生正

当的课堂话语权。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下,学生更多地

被视为是一个被动的受教育者,是一个知识传播和信

息传递的接受者,类似于“我讲你听”教学方式下的听

众。但是,在消解和解构教师话语霸权的呼声日益高

涨的情况下,解除对课堂学生话语的禁锢和压制,赋
予学生以民主平等的课堂话语权,让学生具有在课堂

充分表达观点的权利被提上日程。尊重学生的课堂

主体地位,赋予学生应有的课堂话语权,引导和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可厚非,然而如若把讲课的

主角让位于学生、教师反而成为课堂的配角,未免又

有些矫枉过正。尤其是学生在课堂上的话语量较多,
而话语质量又不高的情况下,就难以实现通过赋予学

生话语权的方式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因此,把握好

师生话语分配的适度性至关重要,而师生对话式教学

方式恰恰为此指明了解决路径。
(三)涵养了基于师生对话的“主导—主体”教学

理念

师生对话式教学方式弥合了教师话语权与学生

话语权之间的权利诉求,消弭了以往两者之间较为激

烈的矛盾冲突,契合和涵养了“主导—主体”教学模式

新理念的构建和稳固。师生对话式教学方式并非是

指简单意义上的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对话,也不仅仅

囿于通过外显的对话形式进行课堂教学,而是意指一

种兼顾教师主导地位和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式。它不仅包含师生之间的对话,也包括生生

之间的对话,以及师生与文本之间、与自我之间的对

话等形式。相应地,它不仅包括外显的对话形式,也
包括内隐于精神世界中的自我对话,以及由此引发的

自我追问和启发性思维。师生对话式教学方式追求

教师话语权与学生话语权之间的均衡之美,但这种均

衡之美并非是话语的平均分配,而是一种视具体的教

学实际而言的一种“适度”,教育者必须结合课堂教学

的具体情境权变性地进行调适才能接近实现。
三、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课堂师生对话

的提升策略

(一)转变原有路径依赖,树立师生对话的教学理念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内含于新时

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

个组成内容。但是,“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

和令人羡慕的职业”[2]的生成和实现并非来源于传统

师道尊严式的身份权威或行政权威,而是愈来愈依赖

于“四有”好老师的人格魅力及其在社会的综合影响

力。“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

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3],必须要改变

剥夺学生话语权和压制学生主动性的教师“独白式”
课堂,树立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现代教育理念,
构建师生共享课堂话语权的对话式课堂。在新时代

深入推进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在微观层面重

视打造高含金量的一流课程、一流课堂愈发重要。从

一流课堂建设的特质来看,“专业度、学术度、互动度、
生动度和启发度”[4]是其五个核心的评价维度,而后

三者无疑都与课堂对话紧密相关,有赖于基于师生对

话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的构建与运行。然而,当
前我国大中小学课堂教学中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5]现象,过分依赖于传统讲授

法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亟需得到改变。但是,相对

于如何推动课堂师生对话的具体实践,或许更为困难

的是如何在思想观念上转变一些教师业已形成的教

师话语霸权路径依赖。通过师生的换位思考方式,或
采用简便快捷的匿名方式经常性调查和了解听课学

生群体对课堂教学的看法和期望,及时了解学生关于

课程和课堂教学的看法和诉求,是推动教师打破原有

教学方式的路径依赖,树立基于师生对话的“主导—
主体”教学模式理念,并准确把握课堂教学中的问题

导向,从而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改善课堂教学质量的必

要途径。
(二)增强议题设置能力,提升话语议题的质量

立基于师生对话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之上,
“师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与对话的关系,并非控

制与被控制的关系”[6]。但是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并

不排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者地位和作用,因为

它是一种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并行不悖的协同互动

关系。教师在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

发挥引导、组织课堂教学的主导功能。从当前高校课

堂教学的实践来看,对话主题不确定、对话形式表面

化等问题仍旧存在[5]151-158,由此使得课堂师生对话的

质量不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性及其蕴含的思想

交流。为此,必须增强教师关于课堂教学的议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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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通过课前精心备课设置相关议题,从而为课堂

师生进行高质量的对话互动奠定基本的话题准备。
在课堂师生对话的议题设置问题上,需要遵循三个基

本原则:一是对话议题的专业性。课堂师生对话的议

题必须紧扣课程教学内容,应富有专业性、知识性和

学术性,通过师生的对话交流和互动能够有助于达成

课程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在对话中深化对特定知识的

把握和理解。二是对话议题的可讨论性。能够轻易

给出唯一答案的问题是不适宜作为对话议题的,它只

是一个适用于教师提问学生的简单问题,而可供从不

同学术观点或问题视角进行多维审视的话题才是较

为理想的对话议题。如此,才能引起教师与学生之

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思维碰撞,在不同

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中不断受到新的启发、深化认

识和拓宽视野。三是对话议题的时代性。课堂师生

对话的议题选取应注重时代性,要紧扣时代脉搏,关
注学术前沿和时代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对话议

题对学生的吸引力、感染力,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参与

课堂师生对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科学设计对话规则,推动课堂师生深度对话

课堂教学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实践活

动,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良好的对话推进离不开规

则的推动”[7]。在当前高校课堂教学实践中,仍然存

在着诸如“主要囿于师生之间的对话、生生之间的对

话缺乏”“对话形式多表现为浅层次的提问方式,深度

的互动性对话欠缺”“对话蜕变成各自的言说,呈现出

虚假的对话样态”等问题,课堂教学师生对话的整体

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为此,在精心设置对话议题

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设计对话规则对于提高课堂师生

对话质量十分重要且必要。首先,要明确课堂师生对

话的目的和要求。“有的”才能“放矢”,否则就是漫无

目的各说各话,无法实现课堂师生对话的预期目标,
“对话的随意性增加会导致学生在课堂教学对话中迷

失方向、无所适从”[8]。在对话伊始,教师应明确说明

针对某一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达成的目标,并对进

行对话的相关要求予以说明。其次,要合理设置对话

过程中的环节设计,切实增强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和参

与度。处于言说状态的学生固然正置身于对话的情

境之中,但是其他暂时没有发言的学生必须注意倾

听,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除了强调课堂纪律和学生的主

体自觉之外,也应有意识地在对话规则中予以设计。

比如,可以在兼顾教学时间安排的同时,多给予一些

学生表达观点的机会,在一位学生表达完观点之后,
其他同学可以进行追问、评议或阐明不同观点等。再

次,要建立课堂师生对话的评价规则。一方面,应在

课堂教学的评价维度赋予对话互动以必要的指标权

重,从而为教师构建互动式、对话式课堂提供政策导

向和方向指引。另一方面,需要更为科学合理地将学

生的课堂表现纳入平时成绩考核,多手段协同推动课

堂师生的深度对话。规则可以促使课堂师生对话向

预期目标不断靠近,但是拥有规则并不意味着师生对

话就会自然实现。在科学设计课堂对话规则的同时,
教师要善于运用发问、追问等手段发挥好课堂引导作

用,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实现课堂师生的深度

对话。
(四)丰富师生对话方式,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

氛围

从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对话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话

方式比较单一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从对话主体来

看,课堂师生对话主要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

话,而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缺乏。
从对话形式来看,主要表现为教师发问、学生回答的

单向度的提问式对话,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式对话比

较缺乏。课堂师生对话并非是一种囿于师生二者之

间的主体对话,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我问你答式的问答

式对话,然而正是由于对课堂师生对话的认识和理解

出现偏差,导致了“课堂教学又由‘满堂灌’陷入了‘满
堂问’的泥淖,致使当前的对话教学呈现出一种低效

率的实践样态”[9]。因此,走出课堂师生对话的理解

误区,首先要将其与仅限于教师和学生两者之间的师

生对话区别开来,前者所表述的是一种课堂话语样

态,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之间,还包括学生与学生之

间、师生与文本之间以及与自我之间的对话,而后者

只限于作为教师与学生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
二是要改变过分依赖于教师问学生答的对话形式。
一方面应当允许和鼓励学生提问教师,通过切换问答

主体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切实增强学生对

自身作为课堂主体的深切体验,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

课堂师生对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可以更

多采用反思对话、综合对话等手段丰富课堂教学的对

话形式,通过不断追问自我、与自身对话,通过多元主

体共同对话形成交互对话的氛围,让多种类型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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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各种不同的思想火花相互碰撞、交织共生,从而在

对话之中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推动课堂对话高

潮迭起[4]99-105,在和谐融洽的课堂对话生态中推动一

流课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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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thebasisofsummarizingandreviewingthehistoricalcontextoftheresearchtopicof
teacher-studentdialogueintheclassroom,anin-depthexaminationofthefrontierissueofteacher-student
dialogueiscarriedout.Studieshaveshownthatthe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hasinherentlogicaldefectsin
theoreticalassumptions.WiththeriseofmodernInternettechnologyanditsapplicationinthefieldof
education,andthecharacteristicsofstudentgroupshaveundergoneprofoundchanges,etc.Thereasonis
thatthistheoreticaldefectisincreasinglymanifestedandcontinuouslyenlarged,whichleadstotheprominent
practicaldilemmainclassroomteaching.Teacher-studentdialoguegoesbeyondtheone-sidedemphasison
dissolvinganddeconstructingthehegemonyofteachers’discourseright,andgoesbeyondthelimitationof
visionthatsimplyemphasizesgivingstudentstherighttospeak.Underthebackgroundofin-depth
promotionof“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inthenewera,itismoreandmoreimportanttostrivetocreate
high-qualityfirst-classcoursesandfirst-classclassroomsatthemicrolevel.Effectivemeasureshavebeen
takentocontinuouslyimprovetheoverallqualityofclassroomteacher-studentdialogue.

Keywords:teacher-studentdialogue;teachers’discourseright;students’discourseright;classroom
teachingmode;first-class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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