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给传统教学模式带来了哪些变革 

在当今追求“主体回归”的时代，学生的信息来源渠道多元化，教师已不

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学生的角色不再是被动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

是教学活动的主角。教学活动的各要素应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教育界学

者们致力于研究如何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有效应用于教学实际，作为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的一个突破口。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第一，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

定的学习情境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

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第二，“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

素，“情境”，就是基于问题创设的学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

建构（学习）；“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是师生、生生之间学习过程中

共同学习的过程；“会话”是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会话商讨如何完成规定

的学习任务；“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就是学生对当前学习内

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

刻的理解。 

第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需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搜

集和分析有关的资料，在与同学和老师的协作与交流中，根据已有的知识经

验，进行知识的学习即意义建构。并且要求学生比传统教学模式下更有效的自

我管理。 

第四，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活动的高级伙伴或合作

者；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帮助者与引导者。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

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教师面

临着主导地位和教学活动组织能力的挑战。教师需根据教学内容，恰当地设

定问题的学习情境，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工具、科学地进行教学内容与活

动的设计、有效地引导与组织学习过程，科学地进行认知评价，最终促进学生

的意义建构或学习，真正实现“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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