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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共同体及其生成

. 郑 茂 李 芒

摘 要
:

学习共 同体是一种多元
、

民主
、

平等而安全的开放式学习环境
,

不仅能促进学习者认知

的发展
,

同时也催生了学习者的主体性
,

从 而提高学校
、

课堂教学实践的质童
。

通过创造开放合作的

学校和课堂文化
、

斌 予学生和教师参与和创造 自己学习和教学实践的权利
,

以及促进共同体 内部及

其与外部环境的对话协商等一 系列的过程
,

学习共 同体将得以逐渐生成
。

关钻词
:
学习共同体 ;学习环境 ;生成

20 世纪初学校采用了曾经使制造业发生革命的
`

大批量生产的组织结构
,

从而满足了工业化对人才的

质量要求
。

而今
,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

工商业界正以

团队
、

以共同体为基础的高绩效的系统来应对社会的

挑战
。

那么
,

今天的学校和课堂是否能从中获得一些

启示呢 ? 或许
,

变革在所难免
。

为因应时代变革
.

本文提出应将学校和课堂打造

成学习的共同体
,

强调在共同愿景的感召下
,

通过成

员个体的参与和集体的合作
,

从内部推进学校的变

革
,

从而提升学生认知和主体性的发展
。

一
、 “

学习共同体
”
的界定

在人类学
、

社会学的有关研究中发现
,

无论是生

产实践还是日常生活
,

人们更多的是以一种共同体的

方式进行的
。

对某一共同体的成员而言
,

其周围的成

员及其共同的实践活动
、

共同的话语 (
“

行话
”

)
、

共同

的工具资源等
,

就构成了一个学习的环境
。

在这样的

环境中
,

个体成员的学习得到了支持和滋养
。

(一 )共 同体的洒义
“

共同体
”

c(
。

~
iyt )一词最初源于德国学者滕

尼斯 ( .F .J oT
n 垃es )采用的德文

“

ge len in sc h硫
” ,

原义指

共同的生活
。

滕尼斯认为用忠诚的关系和稳定的社会

结构来界定
“

共同体
”

是曦拾当的
,

因为他发现个人在

共同体中会形成更强有力的
、

结合更紧密的关系
。

当

代意义上的共同体
,

是指由有限数 t 的人组成的社会

群体
,

其中的成员
“

在同一种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的

信念和价值观
,

以某种群体的活动显示其存在
’

,llI
。

即

当一群人相互交往
,

相处时间长得足以形成一套共有

的习惯和习俗
,

互相依赖共同完成某些目的时
,

就形

成了共同体
。

尽管在文献中
“

共同体
”

一词有着不同的使用方

式
、

不同的界定
,

但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含有
“

归属
”

的意味
。

即除非成员都体验到一种归属感
、

对他人的

信赖和安全感
,

否则共同体不会出现
`
共同体之生成

和存在的合法性在于
, “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

各

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

由
。 ’ ,
夕
唤言之

,

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
,

个人才能获得

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

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即

主体性
。

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感到他们之于其他成

员
、

之于整个共同体是多么的重要
,

反之亦然
。

(二 )何谓
“

学习共同体
”

?

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群体关系
、

社

会组织的角度切人
,

认为凡是以社会协商的方法建构

知识的团体都可称为
“

学习共同体
” 。

既如此
,

就不如

使用
“

学习者共同体
”

更加贴切
,

更能精确地表达有着

共同的目标并相互支持对方学习的群体学习者的含

义
。

在我们看来
,

学习共同体与其说是学习者群体
,

毋宁说是一个系统的学习环境
。

对于一个学习共同体

的成员而言
,

其周围的成员尽其共同的实践活动
、

共

同的话语
、

共同的工具资源等
,

就构成了一个学习的

环境
。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
,

学生面对一个真实或虚

拟真实的
、

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

有机会获得来自环境

的给予
,

包括教师
、

同伴
、

甚至校外专家的帮助和支

持
,

有机会通过适应性的学习方式 (包括模仿
、

接受
、

自主探究等 )达成重要的学习 目标
,

也有机会通过支

持他人的学习而逐步形成自异主体的身份
,

从而促进

个人智慧和自我的健康成长
。

二
、

学习共同体生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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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余年见证了人们对学习共同体这一观

念日益增长的兴趣
,

并将其作为促进学校进步的首选

策略
。

这是因为
,

首先
,

学习共同体意味着学校负载着

促进所有人的学习的重任 ;其次
,

它还意味着学校教

育场景中的人们才是自身文化的创造者
,

学习是学习

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事业
。

在教育领域中掀起的这一波
“

共同体
”

浪潮
,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oo 年代初
,

其标志是塞吉欧维尼

(hT
o m a s J

.

eS igr
o v a n n i )于 1993 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

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

塞吉欧维尼倡议将学校

的隐喻从
“

组织
”

转换为合作的
“

学习共同体
” ,

认为这

样的转向将激发教师
、

学生
、

领导层的动机
,

为学校的

运营管理带来重要的变化
。

在其影响甚广的著作《建

立学校共同体》中
,

塞吉欧维尼谈到了共同体的重要

性
: “

尽管大部分校长
、

教育官员和教师都渴望做得更

好并尽其所能为他们所服务于的每一个学生提供高

质量的教育
,

然而这条道路却充满荆棘
,

进程极为缓

慢
。

这一令人沮丧的局面的祸首就是在我们学校和社

会中共同体的遗失… … 共同体的建立必须成为任何

改进学校的努力的核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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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对学习共同体的兴趣主要还是源自研究

人员对校外成功的非正规的学习环境的分析
。

在这类

学习环境 (如学徒关系 )中
,

教学都是非正规的
,

但学

习的效果却非常显著
。

因此
, “

共同体
”

成为近年教育

研究中的一个日渐火热的主题
,

尤其在二十世纪的最

后十年
,

很多人尝试着将共同体的概念引人教育实践

中
。

例如
,

李普曼 ( .M u p m an
,

19 88 )提出的
“

探究共同

体
”

(
c o

unn
u n i桩e 。 Of i n q u i汀 )

、

布朗 ( A
.

Bor w n
)和坎培

恩仕 C
a

mP ion
e ,

19 90 )设计的
“

学习者和思想者的共同

体
, ,

(
。

ouunnn
i it es of 】

eam
e sr an d t h i

n
k

e sr )
、

斯坎德玛

利亚和伯瑞特 ( .M cS 耐am ial &a .C B e er iit e r ,

1993 )研究

的
“

知识建构共同体
”

( know
lde 邵 b u i ld i n g c o m m u n i

-

iet
。
)

、 “

温德贝尔特认知与技术小组
”

(CGT V
,

199 5) 的
“

学习共同体
”

以及莱芙等人提出的
“

实践共同体
”

扣加曲呢址U
e o of p ar ot ic e

)等等
。

尽管这些术语有些差

异
,

但研究人员们普遍认为实践共同体在学校中
,

就

是具体学科或具体主题的
“

学习共同体
” 。

学习共同体

的成员共享着认识的方法
、

实践的惯例以及由这些惯

例
、

程序等所生成的共同的知识价值
。

他们围绕共同

的主题
,

使用相互都认可的规则和工具
,

根据各自的

具体分工
,

在
“

做
”

中学
。

也就是说
,

学校和课堂是可以成为学习共同体

的
,

只要它们能够引发其成员之间经由协商互动而建

构知识
。

教室中的学习共同体使每个人
,

包括教师都

处于一种学习的方式中
,

其特点是具有凝聚力和共同

理论纵橄

的目的
。

事实上
,

学习共同体也只有在其所有成员拥

有共同的兴趣
、

共同努力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时
,

才能得以形成
。

学习共同体的信念不是要强迫学生削

足适履地适应已设计好的教学序列
,

而是强调具有不

同背景文化的学习者
,

利用各自的专长
,

相互合作
,

互

相支持
,

共同完成其共同协商确定的学习目标
。

因此
,

这里强调的是社会性和认知对于完整的人的发展具

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

三
、

学习共同体生成的过程

学习共同体作为始生之物
,

其成长的萌芽阶段需

要更多的还是宽容和关爱的环境
,

因此本文在探讨学

习共同体生成过程时并没有着力去描述操作的细节
,

而是更多地强调观念的变革
、

一种民主
、

开放与合作

的学校文化的创生
。

(一 )文化创生
:

学习共 同体的培养基

学校是什么 ? 是建筑物
、

是课程
、

还是机器 ? 尽管

这些硬件对学校的存在而言非常重要
,

但学校的本质

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

学校效能取决于人际

互动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

在目前的学校中
,

学校的管

理者
、

教师
、

学生都被视为可被操纵和控制的客体
,

而

不是一种民主
、

平等的学习文化的创造者
。

学习共同

体的理念对此提出了挑战
,

认为学校应促进所有人的

学习
,

每个人都应对发现和解决学习实践中的问题负

有责任
,

每个人都应当培养自己的能力以构建共同的

学习环境
,

促进自身及整个共同体的学习与发展
。

为

此
,

在将学校转变为一个强调民主
、

合作的学习共同

体的努力中
,

首要的工作就是挑战传统的教育观念
,

创生一种新型的学习文化
,

为学习共同体的萌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培养基和发展的空间
。

这样的学习文化相信学生能够主动建构自己的

知识
,

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尊重
、

信任每一个学生
,

并为

其创造一个良好的
、

适应性的学习环境
,

激发其学习

的动力
,

培养他们的能力
。

这里
,

教学的哲学观不再是
“

选择和淘汰
” ,

而是
“

培育和发展
” 。

最好的学习是在

一个民主
、

合作的共同学习环境中生成的
, “

师生之间

和学生之间越是相互关心
、

相互负责
,

越富于支持性
,

学习的潜力就越大
。

只有基于积极的关系
,

学校才能

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学习者们的学习共同体
。 ” 阅

具体而言
,

要创生这样一种新型的学习文化
,

首

先从校长
、

教师到学生都要认识到旧的教学范式过时

而低效
,

我们只有冒着短期可能失败的危险
,

去尝试

变革
,

将现有的教学环境转变成一个适应新形势
、

使

所有人都能得到发展的学习环境— 学习共同体
,

才

有可能取得长期的成功
,

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

因此
,

为学校的全体成员描绘一个美好的
、

令人憧憬的教育

,

内川自 门J 山 口 璐` 侣月目、 户口矛` . 汉 呼
.

脸 习峨 ` J 勺`一 户 . 口J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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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

鼓励包括学校行政人员
、

教师
、

学生等学习活动

的所有参与者的合作性伙伴关系
,

努力形成一种具有

合作气息的学校
、

课堂文化
,

当是变革的首要工作
。

经

验证明
,

若没有成功地促使学校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

变
,

任何好的教育思想
、

理念在实施中都只不过是
“

邦

迪
”

式的补救
,

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
,

只能产生一些孤

立的效果
,

无法真正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
。

愿景是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
、

理想
。 “

在人类组织

中
,

愿景是唯一最有力的
、

最具激励性的因素
。

它可以

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
。 ’

,qt 一个有效的学校或班级愿

景
,

应该清楚而明确
,

并充满激情
。

因为当你充满激情

地向人们描绘学习共同体的美好图景时
,

你就点燃了

所有成员的激情
,

成为他们变革和创造的不竭动力
。

为了在学校原有组织系统中促进学习共同体的

萌生
,

学校领导应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
,

激发大家去

想象
:
如果在学校和课堂上

,

每个人都愿意帮助
、

鼓励

并支持其他人的学习
,

并使之成功
,

学校会出现什么

样的愿景?当一个愿景为学校或班级的所有成员所接

受而成为共同的愿景
、

共同的目标时
,

在全体成员中

就建立起一种荣辱与共的强烈感情
,

也就是共同体的

意识
。

麦克米兰和查维斯 (M
c M ill an & Ch via

。 )从心理

学的角度将共同体意识界定为
“

一种成员所拥有的归

属感
,

一种成员彼此间及与整个群体休戚相关的感

情
,

以及对成员的需求将通过他们对共同生活的认同

而得到满足的共同信念
。 ’

,qI, 自理学研究表明
,

对归属

的需求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动机
,

对人的成长和发展

有着极为重要的涵义
。

只有在共同体环境中
,

人才会

感到能够与他人安全地交往并受到爱与尊重
。

因此
,

学生在学校场景中对于归属感的体验也应被视作关

涉其学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

体验到自己是学

校
、

班级学习共同体的一员的学生
,

会更加相信自己

的能力
,

更具自主性
,

也更愿意接受社会准则
、

价值观

和规范
,

并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他们对成功有着

更高的期盼
,

具有更高水平的内部动机以及更强烈的

认同感
、

自尊和自我效能感
。

反过来
,

学生的这些
“

内

部资源
”

又促使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共同体的实践
。

总之
,

在学校和班级中
,

新型学习文化的养成是

非常必要的
,

因为它是学习共同体得以构建的基石
。

一种开放的
、

合作的学校
、

课堂文化
,

是学习共同体生

成的土壤
。

因此
,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学校文化
,

力图将学校
、

将课堂培养成一个共同体的学习环境
。

当开始有人点燃了学习共同体这一理想的火种
,

并信

奉这一愿景
、

热情地传播它
,

使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都

接受它时
,

那么现状与构建学习共同体的愿望之间的

2以刀 年策 5一翔

冲突便会凸显出来
。

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做些什么来

解决这一冲突
。

(二 )斌予权利
:

学习共同体的动力源

当一所学校
、

一个班级的全体成员开始共享学习

共同体的愿景
、

学习共同体之梦时
,

学习共同体的构

建工作就开始起步了
。

由于在成功的学习共同体中
,

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学习状态中
,

都致力于学

习
,

因此所有成员的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
,

是学习共

同体建立的前提
。

学生和教师若想成为学习活动的主

体
,

首先要拥有成为主体的权利
。

换言之
,

创建学习共

同体的动机产生之后
,

就要付出行动
。

行动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

就是向共同体中的成员授权
。

1
.

赋权学生
,

建立学生共同体

通过创建学生学习共同体赋权于学生
。

学生共同

体是这样一个群体
,

即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对自己的学

习
、

其他成员的学习和整个共同体的学习承担责任
。

许多学生总是感到自己缺乏能力
,

面对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时总是感到很无助
。

这就需要教师将其组织

成一个个合作小组
,

为其提供支持
、

帮助和关爱
,

从而

使其获得一种安全感
。

创建学生共同体
,

首先要确定

共同的学习目标和任务
,

因为只有这样的任务才能使

共同体成员产生
“

沉浮与共
”

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
,

形

成
“

人人为我
,

我为人人
”

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

其次
,

共同体成员要进行适当的角色分配
。

学习

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是拥有自己的专长并能够为他

人提供适当帮助的
“

专家
” ,

因此应尊重其专家身份
,

鼓励其通过对话协商
,

通过建设性的讨论
、

提问和批

判质疑来形成知识的意义
。

在共同体成员形成并相互

分享着各自的专长时
,

小组建构了新的理解
,

形成了

共同的智慧和声音
,

以应对单凭个人所无法解决的学

习任务
。

与此同时
,

每个个体成员通过积极地参与共

同体中的活动而占有了这种集体的知识
,

从而又增强

了个人的知识与专长
。

学习就在这种个体与共同体的

持续对话中不断演进
。

根据共同体中学习任务和活动的不同
,

成员们的

角色分配状况也有所不同
。

例如
,

如果共同体的任务

是就某一问题进行研究调查
,

那么全体成员可以共同

来制定如何调查研究的计划
,

然后自己分工
,

由每个

成员来执行自己的调查工作
。

最后
,

共同体综合并概

括其成员的工作
,

向班级汇报调查结果
。

如果共同体

要研究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

如环境污染或者一位历

史人物及其思想
,

那么可由教师将学生组成若干个合

作小组
,

然后把将要学习的主题分解成各个子课题并

分配给每个小组
。

小组成员们在分别对各子课题进行

钻研后又汇聚在一起
,

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全组的同

一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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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汇报交流
,

然后小组综合各个成员的汇报后就形成

了一个关于该子课题的全景图
,

这时的研究小组便成

了该子课题方面的
“

专家组
” 。

在随后进行的专题讨论

会上
,

来自各个子课题组的
“

专家
”

们重新组成一个小

组
,

分享各自的专长
,

由此这一小组中的全体成员便

可掌握整个主题
。

第三
,

个人的责任要与共同分享相结合
。

主体意

味着不仅享受权利还要承担责任
,

每个学生都不仅仅

是从共同体中获益的人
,

同时也是能对共同体的知识

做出贡献的人
。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
:
每个人只是拥

有专长的某种形式
、

某一部分
,

却不会拥有它的全部
。

负贵任的共同体成员应协商分工
,

主动去寻求解决问

题所需的知识
,

并与他人共享着这些知识和各自的专

长
。

通过各种互动形式
,

共同体揭示
、

生成依靠单个人

所无法拥有的知识
。

为了使个人能够承担其责任
,

教

师要经常观察每个成员的参与模式
,

以了解和评价其

任务的完成情况
。

比如他是在提建议还是在表达对某

种观念的接受和支持
,

是在倾听他人的建议或问题
,

还是在组织协调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
。

此外
,

教师还需要随机选择成员来回答问题并加以解释
、

让

成员之间互相传授所学到的知识
、

互相批改作业等
。

最后
,

在学习共同体中还需要建立一种参与
、

分

工与共享的机制
,

即惯例
。

惯例或规则的结构
、

方式要

简约
,

而且要重复练习
,

这样才能使学生操作起来清

楚而便捷
,

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

知道当出

现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时
,

将会求助于谁
。

.2 赋权教师
,

建立教师共同体

如果教师没有权利因而没有努力践行学习共同

体哲学的话
,

学校和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也只能是

纸上谈兵
。

因此
,

为了使学习共同体的养成顺利且高

效地进行
,

需要教师具有相应的教育理念和专业技

能
。

这里的措施就是组织
“

教师共同体
” 。

教师共同体是指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

提升教师

个人的专业技能为目的的同事合作小组
。

同事
,

不仅

仅意味着在同一个组织内共同工作的人
,

而是指
“

对

你的教学也对他们自己的教学承担义务的那种人
’ ,
阴

,

是为了促进各自的专业成长而荣辱与共
、

休戚相关的

教学伙伴
。

因此
,

建立一个教师专业共同体的任务远

不止把几个人安排在一间房间里
,

告诉他们在一起工

作
,

也不是让几个教师就教学问题进行几次讨论
。

教

师共同体的建立首先要求教师们信奉学校学习共同

体的愿景
,

为此
,

学校领导者应大力倡导教师同事合

作小组的建立
。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表明
,

通过参与合

作教师共同体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

在教师共同

体中
,

成员之间会相互鼓励
:
为了获得教学专长

、

促进

理论纵横

学生的发展
,

要敢于冒暂时失败的风险
。

我们曾在一

次教师访谈中了解到
,

这位教师曾尝试过在他的课堂

上使用合作学习的方法
,

然而一段时间过后
,

学生在

区级联考中
,

成绩不进反退
,

现实使得他不得不放弃

教学改革
,

又重归一言堂
、

题海战术的老路
。

而如果在

学校校本教研制度的保障下
,

建立起同事间的合作伙

伴关系
,

就不仅会帮助这位教师克服其在践行改革时

所遇到的困难
,

从而将暂时的失败当作进一步努力的

基础和资源
,

而且还有助于解除教师之间的隔离和疏

远
,

使教师在面对复杂的教学问题时不再感觉孤独
,

并激发其改进自己教学实践的热情和潜力
。

总之
,

教

师专业技能的提高不是一嗽而就的
,

它是一项长期而

艰苦的工程
。

教师个体如果独自经历这一过程
,

很快

就会变得疲惫
、

迷惑和绝望
,

而共同体的相互关心
、

鼓

励和相互认同
,

将会给予其成员帮助
、

勇气和信心
。

教师共同体的建立要借助校本研修机制
。

经常性

的例会制度能够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相互交流
、

互相

促进的机会
,

使全体成员围绕共同的专业问题进行讨

论
。

例如
,

为了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践

行新的课程教材
,

具体的方法是组织教师同事小组
,

并邀请教育专家和学科专家坐在一起学习
、

讨论有关

理论
,

交流分享各自体会
,

从而在观念上厘清课程新

标准以及在课堂上应如何操作等问题
。

然后共同规

划
、

设计教学方案
,

并据此分别执教
。

请全体成员观摩

其中一位成员的公开课或者是课堂的教学录像
,

并对

其进行共同评估和分析处理
,

包括共同寻找课程实施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彼此提出建议和反馈
,

对同事在

教学实践中所取得的点滴成功表示 由衷的赞赏和祝

贺
。

共同评价的目的不在于评价教师课上得好坏
,

而

是使所有成员共同感受教学探索的
“

欢乐
”

和
“

困惑
” ,

揭示课堂事件背后的复杂性
。

总之
,

只有借重共同体

的力量
,

通过教师改变自身实践的这种草根性的努

力
,

学校的变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

(三 )时话协商
:
学习共同体的 自生成

由于共同体的潜在成员
,

包括教师
、

学生
、

学校管

理者等
,

都有着传统教育的背景
,

所以不能期盼他们

会自动转向去构建学习共同体这样一种全新的学习

环境
,

也无法想象一开始就通过系统外部的力t 强制

推行这样一种更多的是依靠民主
、

平等的教育理念支

撑的学习环境
,

否则的话
,

很有可能会造成整个系统

的瘫痪
。

为此
,

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学校内部渐进地推

动改革
,

通过系统内与外
、

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张力促

进学习共同体的自生成
。

首先
,

作为生态学习环境的学习共同体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
,

它通过
“

情境
”

与系统外部进行着对话与协

一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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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传统的学校是封闭的环境
,

课堂拒绝
“

情境
” 。

当

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实践闯进课堂时
,

得到的往往是驱

逐
,

是压制
,

因为它将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精心设计

好的课程中转移开来
。

情境的缺失是造成知识惰性

化
、

学生主体性受到压抑的主要原因之一
。

相反
,

学习

共同体是情境导向的
,

共同体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活

动
,

都将根据不同的文化
、

不同的任务情境加以调整
。

在设计学习共同体时
,

不仅要对影响学习的各要素进

行细致地分析
,

尽可能详尽
、

深人地了解学习者的特

征
、

学习的任务
、

目标
、

具体学习环境的给予和限定条

件
,

包括它的社会组织结构
,

从而有的放矢地设计并

及时地调适学习环境
。

而且
,

由于知识总是生成和应

用于某一真实的实践场遇
,

因此
,

有效的学习环境应

是对校外实践工作者所处环境的模拟和再现
。

教师可

以模仿数学家
、

作家
、

医生
、

售货员等专业人员思考问

题的方式
,

为学习者进行示范
、

指导
、

帮肪
,

使其逐渐

适应该专业共同体的文化
,

从而掌握该领域的知识与

技能
。

学习共同体由此实现了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

流
。

其次
,

学习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学习系统
,

能够自我意识地组织自己来促进其所有成员的学习
,

在系统内部通过协商对话而完成着自身的构建任务
。

共同体的形成
,

最初是由共同拥有的目标和兴趣

(不能是外部强加的 )决定的
。

共同体的目标激发了成

员去参与
、

去贡献
,

引导着他们的学习
,

并赋予其行动

以意义
。

在学习共同体中
,

教师为学生示范解决问题

的思维与方式
,

然后要求学生模拟这种
“
专家

”

的思维

过程
,

并用事实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
,

鼓励思考关于

所学原理的反例等
。

成员之间分享观念
、

暴露无知
、

提

出问题
、

倾听他人并提出自己的思考
。

于是
,

个人努力

成为合作的前提
,

个人所具有的专长成为其他人可资

利用的资源
。

例如在语文阅读课上
,

学生可以模仿教

师榜样
,

轮流领导小组讨论
,

带领小组同学按照教师

双刃 , 年娜 5~ 6翔
州

巧、 卜
啼 七 工 f

心川生 J布叫口甲货

所展示的策略学习复杂的课文
、

合作并共享每一个人

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和专长
。

在这一过程中
,

教师要

起到监控学生的讨论并在适当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

作用
。

通过交往合作
,

整个共同体的集体智慧和社会

结构就完成了从一代到下一代
、

从经验丰富者到经验

欠缺者之间的转换
。

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

在这一

过程中成员间确立了自己的角色和身份
,

这对于共同

体的发展是极为必要的
。

在学习共同体中
,

学生与教师对于学习活动有着

共同的拥有权和责任
。

学生负责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

学习
,

而教师则负责在这一过程中对学生加以引导
。

显然
,

这种努力是与建基在
“

知识传递
”

的一元教育哲

学所滋养的教师和学生的教育背景相悖的
。

对于在一

元教育哲学传统机构中培养出的人们来说
,

掌握这种

学习共同体的观念和教与学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
,

即

便我们有努力尝试革新传统教学方式的决心和勇气
,

但在遇到实践中的问题和挑战时
,

第一反应还是到传

统实践的宝库中去寻求良方
。

因此
,

对于学习共同体

设计的研究
,

目前仍处于艰难的探索阶段
,

既需要设

计者不断地超越自我
,

更需要各方力 t 的团结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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