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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天 才学 生 设 置 适 宜的课程要 具 有 “ 区

别 于 普 通学 生 教 学 程 序 的差 异
” 。

这 意 昧着
,

要 考察全 部基 础课 程
,

做 一 定 的 变 更 和修

改
。

修 改 和 变 更 不 仅仅是 量的变 化
,

也 必 须

是 质的 变化
。

要 研究 掌握 天 才学 生 现 在 和 将

来 的特点
,

使其 健康 顺 利地发展
。

所谓 “ 教 一学 ” 模型 是一 个 结 构 性 体

制
,

它 是 发展 特 殊教 育 活 动和 教 育环 境 的指

南
。

一 个模型 可 以是 高度 理 论 和抽象的
,

也

可以 具 有较 高 的实践性
。

但 无论怎 样
,

一 个
“教 一 学

”

模 型 总 有一 些 明显 的共 同特 点
。

包 括 1
.

有明 确 的 口的或 集 中的领域 ; 2
.

有 关

于 学 生 和教 学过 程 特点 的明了 或 含 蓄 的 假

说 ; 3
.

发 展 日常学 习 经 验 的方针 ; 4
.

对于 学

习 活 动 明 确的形 式 和 要 求 , 5
.

围绕教 学过程

的研 究实 体或对其 有效 性 的评 估
。

关国学 者乔 塞和魏 尔鉴 别 了 八 十 多个
“教 一学 ” 模型

,

并按 照 它们 对 于 教 和 学 的

观 点分成 四 组
: 1

.

社会 相 互 作用模 型 ; 2
.

信

息加 工 模型 ; 3
.

个性 品质模型 , 理
.

行为 调 节

和控 制模型
。

有人认 为
,

若 编制 适 合天 才 学 生 的基 础

课
,

必 须对 正 常学 生 的课 程做 出 内容 ( 学 习

什么 )
、

过 程 ( 采 用 的 教学方法和 期望 学生

运 用 的思 维 过程 ) 和 学 习环 境 ( 学 习 发生 时

的心 理 和物 理环 境 ) 方 面的 修改
。

后 来
,

伦

祖力 又 加 上 了产 物 (作 为所采 用过 程 结果的
、

对学 生所 期望的 最终产 物 ) 这 样一 个 必 须考

虑 的方面
。

一
、

内容上 的修改
、

课程 的 内容包 括教

学 的指导 思 想
、

概 念
、

描述 的素材
、

提供 给

学 生 的事 实
。

任 何一 门课程 可 以 有多 种形 式

它们在 抽象程度
,

复杂 性
、

组织方 式和 涉及

令6

科 目的范 围上 有所不 同
。

1
.

抽象 天 才 学生课 程 内容在 演讲
、

陈

述
、

讨 论和 阅读 材料 方面 的焦点 要 更抽象 和

概 括
。

抽象
,

使得 一 个观点 具 有大 范围 的适

用性 ; 概括
,

使一 个观点在 学科 范 围 内或 范

围之 间进行 迁移
。

而对 于 天 才 学生 来讲
,

具

体 信息 和 实际 材 料是 准备说 明抽 象观 点或 作

为抽象 观点 的范例
,

而 不 是讲述 内容的主 要

焦点
。

2
.

复 杂 一 般 地 说
,

抽 象 的观 点是 比 较

复杂 的
。

但 抽象的观 点在复 杂程度 上有 差 异
。

呈现给 天 才 学生 的抽象观 点 需 尽 可 能 地复

杂
。

3
.

多样 多 样性不 仅仅是 丰富 学 习 的定

义
,

也 是对天 才 学生 的课程 内容 作 出 修 改

的主 要方 面
。

即在 正 规 课程 中没 有讲授 的观

点和 内容范围
,

在 天 才 学生 课程 中要讲 授
。

4
.

组织 和节 约 由于 许 多学科 的知识 比

以往 任何 时候 更 迅速 地增 长和变 化
,

所 以 学

生 获得 的每一 个 学 习 经验 都应该 是最 有价值

的部 分
。

教 学 内容必 须 组织 得 易 于 学 习 迁

移
、

记 忆和 对抽 象概念 的理 解
,

达 到课程 的

经济 和 节约
。

5
.

研究 人物 天才 学 生有 可能 成为未来

的学 者
、

领 导者
、

发 明者
、

生产 者
。

他 们 中

很多 人乐 于 阅读 传 记和 自传
。

因此
,

他们 不

仅仅 要学 到知 识
,

还需 要研 究创造 性人 物
。

让他 们 了解创造 性人 物如何 把握 问题
,

具有

怎 样的个 性 品质 以及职 业特 点 和社会作 用等

等
。

6
.

方 法的研 究 天 才学 生应 尽可 能 研究

不 同学科学者 们 采用 的研 究 方法一 一调 查 技

术
,

并使他 们有 实践的机会运用这 些方法
。



这样的学 习 可 以 增 强 学生 的独立性
。

二
、

过程 的修 改 课程 的过程方 面 包

括 教材 呈现 方式
、

学生 参 与 的活动和学 生提

出的 问题
。

天 才学 生课 程的过 程上 着 重 以下

几 点
。

1
.

更 高水 平 的思 维 运 用于 天 才 学 生

的讲课 过程 应 强调 信 息的应 用而不是 信息 的

获得
。

因为天 才学 生能 够很快 地掌握 知识
,

要让 他们 把知识应 用 到新的情 景 中
,

并 从 中

发展 新 的思 想
。

2
.

推 理的 证 据 另 一 个 重要 的过 程 修改

是 要求 天 才学 生不 仅 仅表达 他们 的结论
,

还

要 学会 表达导致 结论 的推理 过程
。

特别是 用

发 现式教 学
、

发展更 高一级 的思 维问题 时
,

学会 表达 推论 的证据在 教 的方面 就显得 特别

重 要
。

3
.

自由选 择 只 要 条件 允许
,

就应 该给

天 才
通

学生 选择研 究什 么和如 何去 研 究 的 自

由
。

他们 的学 习兴 趣 和热枕 会 由此 增长
。

但

是
,

并 非所 有 的学生 都可独立 地 学 习
,

所 以
,

他 们还需 要在 做出选 择和执 行选 择时 得到帮

助
。

4
.

进 度 与多 样化 进度 是指 新的教材 如

何 迅速地 提供 给学生
。

快 的进度在 学生取 得

兴 趣和提 出要 求方 面很重 要
。

多样化 意指教

师运用 各种方 法保 持天 才学 生 的兴 趣
,

并 提

供 学生 不 同的学 习 风 格
。

三
、

结果 的 修改 结 果 是 教 学 的 “终

结” ,

结果 可 以是 有形 的
,

也 可 是无形 的
。

它可 以 以 各种形式 出现
:

报告
、

演说
、

照 片
、

图表 等等
。

而天 才学 生的课程教 学结 果应 具

备下 列特 点
。

1
.

改 革 天才 学 生 的结果应 不 仅仅是再

现他 人总结 的结论
,

而 应 再现 现有信 息的改

革
。

如果学 生 运 用更 高一 级 的思 维水平
,

他

们产 生 的 结果 是真 正 的改革
。

2
.

估 价 通 常情 况 下
,

学 生 的结果 只 接

受教 师的 指寻和 评 价
。

但天 才 学生 的结果不

能仅 限于 此
。

可 以要 求 参与活 动的人员 来评

价
、

可以让同伴之 同互相评 价
、

更要 鼓励学

生对 自己结果 的 自我 估价
。

四
、

学 习 环境的 修改 学习 环 境是发 生

学 习 的场 景
。

广义 地 讲它 包括学 校
、

教室 这

样一 些 物理 场 景
,

还 包括 学生学 习 过程 的心

理 气氛
。

这 里 主 要 讲 的 是 后 者
,

即天 才学生

学 习 环境 的心 理气 氛
。

i
。

学 生 为 中心 与教 师为 中心 天 才学生

的环 境应 集 中子学 生 而不是教 师 的观 点和 兴

趣
。

要在 更 高 一 级程 度上 强 调 学 生 参 加 讨
’

论
,

而不 是 教 师的讲 授
。

2
.

独 立与 依赖 在 天 才学生 教 学 中强调

和鼓 励独立 解 决 问题和 首 创精神
。

也包括对

班级 的管理
。

3
.

开 放与 闭 守 环 境 的这 一 方面 是指 学

生 的学习 范 围越过 限 定程度
。

物 理 环 境需要

开放
,

允许 新 的人 物
、

新 的素材
、

新的事物

参 与进 来
。

心 理环境 也是 一 样
,

必 须允 许新

思 想和 开 拓性的讨 论 以适 应 天 才 学 生 的特

点
。

4
.

接受与 判定 教 师在 判定和估价 学生

的 观点之 前
,

必 须接受和 理解 这些 观 点
。

教

师要 主 动地 参与和 听 取 以接 受某一 观 点
,

并

在 做 出 回 答前 能够 清楚
、

详 尽地 了解 观点 的

内涵和 外延
。

判定 意味着 观 点的对或 错
,

而

估价意 味着 评 价 它 的 好与 坏
。

5
.

复杂 与简单 课 堂 气氛 的复 杂 与简单

涉及物 理环 境 和心 理环境
。

在 物 理 环 境 方

面
,

对 天 才 学生 必 要 的复杂 环 境 包括 各样的

材 料 设备
、

参 考 资料和书籍
。

心 理 环 境则是

指提 出挑 战性任务
,

讲授 复杂 的观点 和采取

奥妙 的方法
。

以上 提倡 的关于 天 才 学生 课 程 内容
、

过

程
、

学 习 环 境及 产物 四 个方 面 的修改 原 则是

基于 集 体的天 才学生 特点 而提 出来 的
。

教 师

在 采取 某一 种教学 模型 之 前要 了 解每一 位学

生的特 点
,

并 在 考虑学 生 特点之 后对 课程进

行剪裁
,

以 适 应 每一 位学生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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