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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重构
———基于复杂性理论视域

张 雪 冬
(齐鲁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３)

摘　要:简单性思维视域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滑入二元对立、线性决定及他组织关系中,教学走向僵

化和死寂.教学的复杂性使得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得以解构.复杂性理论视域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重构为非

线性、融合性及自组织性,让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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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生成的,教学也是可预设的.简单性思维视域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滑入二元对立、线

性决定及他组织关系,教学走向僵化和死寂.从复杂性理论视域出发,重构教学预设与生成的关

系,为我们理解二者的应然关系带来一个新的视角和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简单性思维视域中教学预设与生成的关系诠释简单化

以法国勒内笛卡尔和英国牛顿为代表的传统经典科学范式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简单的,复

杂只是世界的表面现象,强调世界的确定性和线性因果决定论,主张还原和分离思想.简单性思维

视域中,教学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表现:

(一)教学预设与生成的线性决定关系

教学预设与生成的线性决定关系突出表现在目标预设与结果生成的一一对应上.生成什么及

怎样生成,在教学过程开始前就已经在教师的观念中确定好了.生成是构成或达成预设目标的具

体内容或实现形式,它与预设构成被决定与决定的线性关系.具体地讲,生成的每一步都与实现预

设的每一个子目标相对应.教学只关注最后的生成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设的目标,并以该

目标的达成度作为评价教学的主要依据.当教学结果与教学目标一致时,教学被认为是成功的;当

教学结果与教学目标相背离时,即使在教学过程中取得意外的收获,教学也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

教学只要按照教学目标这样一个“初始条件”设计出思路清晰、步骤有序、结构完整的教案,教学过

程就进入一个封闭“轨道”,成为严格执行预设教案的机械流程.生成只有“流”没有“变”.没有了

教师的倾听,师生间缺少真正的对话和思维的碰撞及情感的交流,师生的创造性被泯灭,人沦为控

制与被控制的工具.

(二)教学预设与生成的二元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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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预设就意味着将生成推向教学的边缘,生成少有自己的时空,生成被忽视,甚至被压制;强

调生成就意味着课堂教学要摆脱教学目标的预先设定,排斥教学的计划性,认为课堂教学不可能也

无法预设,课堂教学中一切都处于动荡和不确定之中.换言之,预设的内容多,生成的内容就少;预

设的时间多,生成的时间就少;预设的空间大,生成的空间就小.生成与预设在内容、性质及时间、

空间上的反向性认识会使二者深陷两极对立.预设与生成的两极对立将导致要么“褒”预设“贬”生

成、要么“褒”生成“贬”预设的“钟摆现象”.“褒”预设“贬”生成的课堂教学强调教学对教学规律的

严格遵从,强调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和客观性.教师把文本的知识提取出来传递给学生,学生完整地

接受、准确地记住外在于他们的知识,完全按照教师的讲授去做,教学任务就完成了.教学就像上

紧了发条的时钟有规律地、精确地运转着.教学走向教条和僵化.“褒”生成“贬”预设的课堂教学

则完全变成了师生的即兴表演和狂欢,生成成为一种“乱”生成、“伪”生成,从而使教学走向虚化.

(三)教学预设与生成的他组织关系

课程是课程专家遵照国家利益制定的,教师和学生被排斥在课程之外,只是课程的执行者.预

设与生成怎样发生关系,课程已经规定好了.课程成为教学预设与生成发生关系的外在控制力量.

教师和学生背负着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更多的工具性期待,成为一种为他者的存在.怎样预

设,怎样生成,教师和学生已被指向确定的方向,缺少应有的自由度.师生的交往和行动带有明显

的权力控制和功利色彩,课堂成为教师喋喋不休的独白、发号施令的权欲满足与相互利用的场域.

教学预设与生成的他组织关系成为社会控制和功利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形态.教学科目和教学时

间被列为课程表,学生的座位由教师按其优劣进行排布,课堂教学中的各个要素被精确地、严密地

“镶嵌”在特定的时空中,遵守着传统的课堂规则,什么时间、地点预设,什么时间、地点生成,已经确

定好了.预设与生成线性地、机械地、对立地发生关系.预设与生成的他组织关系使得教学缺乏应

有的张力和弹性而变得生硬.

二、复杂性理论对教学预设与生成的简单关系之解构

人类一开始未能设想到不断演化的浩瀚宇宙竟有如此的复杂性,如同人类自身、其他物种与黑

洞,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起源和不确定的演变.也从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一开始就能够想象一个微

观粒子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切莫以为复杂的问题只是今天由于科学的新发展而提出来的.在很多

情况下,人们习惯了简单的惯性思维,错误地认为复杂只是事物的现象,简单才是事物的本质.我

们应当努力在复杂性似乎不存在的地方敏锐地看到它,比如在课堂教学中,简单思维下的课堂教

学,学生只是被作为掌握概念、分析、判断及推理、计算的理性存在,理性异化为压制人性的对立物.

学生被异化为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工具,被物化为可填充知识的容器.复杂性理论

认为: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反对把人只作为简单理性的存在,反对把人物化为理

性的工具,主张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的非理性包括情感、意志、冲动、兴趣、猜想、直觉及

灵感等.在教学中,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共同起着作用,片面强调一方,都会使教学偏离正确的方向,

造成人的畸形发展.人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一种未完善的存在物.人作为社会的存在,

由于遗传素质、独特的生活境遇和社会环境不同,其爱好、动机、兴趣、性格、气质等也各不相同.强

调人的未完成性及人的独特性,从而发展自我潜能,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保持是自己而不是他者.

人的独特性和未完成性进一步显现出人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使我们看到要维持预设与生成的简

单关系是对人之为人的否定.

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的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师生关系是教学系统中最



活跃的要素,教学是在一定的师生关系维系下进行的.教学实践证明,师生关系不是预设好的而是

在互动中动态生成的.由于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境遇、兴趣爱好有很大差异,情境性的情绪表达、即

时性的行为反应也各自不同,这使得师生互动不会表现为固化的、秩序的、线性的、对称的连接,而

是表征为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有时甚至是不和谐的“噪声”、“无序”、“混沌”和非对称的连接.由

于互动的复杂性,师生关系不再是以一种“固设”好的形态被带入到课堂教学中,而是伴随着互动的

随机性“涌现”,带有即时性和不稳定性.师生在相互作用时不仅会产生思维的碰撞,而且还会形成

合力,从而成为教学自组织的内在动力,使课堂教学从无序到有序.从课程与教师的关系来看,教

师不再是“传送带”,课程也不再是“传送带”上的“货物”,二者的关系也不再是在电动机的外力驱动

下通过线性摩擦来维持.课程内容成为“确定”与“不确定”、“有序”与“无序”,教师会自觉、不断地

进行分解、重组与创生,对内容做出非线性的、动态的解释而不再是线性传递.课程实施和学生发

展具有非线性,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具有不确定性,学生知识的生成具有“涌现”性.教学系统中

的各个要素在教学过程中以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紧密与松散的方式交混在一起,使得教学

过程的运行具有非线性与不可还原性,这些都显现出教学的复杂性.如果用预设与生成的简单关

系来对待复杂的教学,不但会看错“病”,而且还会抓错“药”.

三、复杂性理论视域中教学预设与生成的关系之重构

简单思维视域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已经不适应教学这一复杂的活动.教学是一个多因素的

复杂构成,需要用一种新的视角对预设与生成的关系重新建构.复杂性理论的出现,为我们重构预

设与生成的关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域.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复杂性研究在西方兴起.到２０
世纪末叶,形成了三个既相互交叉又各有特色的复杂性理论: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理论、普利高

津的复杂性理论和来自圣菲研究所以盖尔曼为代表的复杂性理论.此外,复杂性理论与哈肯的协

同论也多有交叉.在复杂性理论的影响下,人们的思维从简单范式向复杂范式发生了更为深刻的

转向.

(一)复杂性理论的特征

复杂性不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的事物而分别认识,也不是把简单的事物看作复

杂的事物来认识,而是要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复杂性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的特征:

１ 自组织

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不断地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引入负熵流使自身系统熵减少,系统远离

平衡态(系统各部分的物质、能量等分布不均匀).当系统中的某个量达到一个临界值时,出现对系

统状态平均值的偏离,这种偏离的幅度称为涨落.当系统从低稳态经非平衡态向高稳态跃迁时,微

小的涨落被迅速放大,从而引发系统的突变.系统中各要素通过竞争和协同达成默契重新自动生

成新的结构和秩序,从混沌无序的状态跃迁到有序状态,系统就具有了新的功能.生成不是在外部

指令下,而是在各要素间进行的自我协调.自组织生成的新结构和具有的新功能,有些是可预设

的,有些是不可预设的.一个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越强,产生新结构的能力就越强,系统具有的新功

能就强大.

２ 非线性

非线性是相对于线性而提出的.线性反映的是变量间的一次幂关系,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变化

率保持不变,其图像为一条倾斜的直线.只要初始条件给定,根据线性关系就可准确预测未来的结



果.非线性是指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次幂关系,其图像是非直线.如当弱光与介质相互作用时,

介质的电极化强度P与电场强度 E的关系为正比关系;当激光与介质相互作用时,介质的电极化

强度P不仅与电场强度E的一次幂有关系,而且还与电场强度E的高次幂有关系.二者既有线性

关系,又有非线性关系,表现出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对系统而言,非线性指各要素间存在“耦合”,不

满足叠加原理.水与酒精的混合小于两部分之和,表现出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全息照片即使

破碎为几片,每一片仍能呈现完整的图像,表现出部分可以包含整体.

３ 元系统

任何一个理论系统都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近乎完美,但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原来的理论系统已无

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要回答新问题就必须跳出原来的理论框架.因此,

要考察一个系统,就必须参照另一个适用范围更广和包容性更强的系统,即元系统.元系统包含着

有关认识对象的更为广阔的视界,研究某类对象的理论系统不应当是盲目自大和自我封闭的,而应

该随时打开并接受它的元系统.既在系统的范围内又在元系统的范围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这

样既研究了对象的现状又研究了对象的演变及新的特征,称之为“双视域研究”.系统视界只代表

着元系统范围内的一个特例.如同宏观的低速的物体遵从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而微观的粒子与

高速运动的物体分别遵从更高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显示出系统的开放性和元系统的包容性.

(二)复杂性视域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表征

复杂性不是一个借口,而是一个指导原则,它使我们的视界不脱离我们处于其中的、由各种现

象交织而成的现实,这是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复杂性理论视域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表征为:

１ 预设与生成的非线性

复杂性思想不是认识意外的灵丹妙药,但是它使我们变得小心、谨慎,使我们不在线性决定论

观念造成的表面的、机械性的和稳定性的氛围中懈怠和昏睡.预设与生成的非线性表现为知识作

为被解释的、探究的和体验的东西存在.这意味着任何人在面对知识时都基于自身的经验、图式及

前概念,生成不同的理解,经历不同的探究过程和获得不同的体验.教师的能力之一就是在预设和

生成看似线性时发现非线性藏匿于最不可能之处.教师和学生正是在勇敢地面对这种非线性出现

时,才超越了线性的传递与接收,从而才有真正和富有个性的建构和“涌现”.我们不能拿对自己具

有确定意义的经验来预设对任何其他人也具有那种确定的意义.预设与生成的非线性确实是在线

性化“搁浅”的地方显示出来的,但强调非线性并不拒绝清晰性、有序性、决定论,仅有清晰性、有序

性、决定论是不够的.预设与生成的非线性使人们懂得不能把知识建构编成程序,也不能把行动程

序化,但它能将秩序和精确性放到认识中并整合于复杂性思想之中.预设与生成的非线性本身包

含着一部分不可判定性、一部分不确定性以及承认存在着最终的不可言喻的东西.但这也不意味

着复杂性就可以混同于绝对的相对主义、“费耶阿本式”的怀疑主义.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

学中,每一个人是以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进入教学过程的,各要素本身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复

杂多变,教学系统不是各个要素的线性叠加.预设与生成的非线性显现出教学结果不再成为先期

严格的预期结果的重现,而是伴随教学过程的展开而“涌现”出来[１].这种“涌现”不是依赖于某个

要素,而是依赖于各要素间的“耦合”.教师需要放弃将学生引向自己已经预设好的唯一的正确答

案的想法和做法,转向欣赏和分享学生不同的想法和体验,引导学生生成富有个性特征与多维度的

智慧.此外,教学中偶发性因素的介入会使教学系统产生“扰动”,当“微扰”达到临界时,便出现“分

形”,甚至造成“混沌”,从而使系统偏离原来的演进方向,预设与生成即表现出非线性.偶发性因素

的介入会使教学偏离原来预设好的轨道,产生意想不到的精彩.现实的教学中,不出现偶发事件是



偶然的,出现偶发事件才是必然的.复杂性理论提醒我们:教学中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预

设与生成的非线性使我们保持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２ 预设与生成的融合性

简单化的范式(分离和还原)曾经影响着我们的传统思维,而“今天”我们开始掀起了对它的“控

制”的反抗.复杂性范式使来自相互融合和相互配合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考和新发现得以呈现.

预设的膨胀与独断显示出简单思维范式的傲慢,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教学成为一种确定的灌输,人

成为理性的工具,人的非理性日渐式微.生成的狂妄与傲慢缘于后现代主义的膨胀,它所导致的后

果是:教学成为一种天马行空与狂欢,世界变得荒诞,本能装满躯壳,人走向逍遥,人的理性被抛弃.

“我们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异化的两个概念之间:一个是确定性的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

没有给新奇留有位置;另一个则是由掷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

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２]在教学活动中,预设与生成都是必要的.恰当的预设是教育目的性活

动的诉求和教育智慧的体现,也让被异化了的生成得以恢复并使生成有意义.恰当的生成是人性

的召唤和教学本质的回归,也让被异化了的预设得以恢复并使预设体现应有的价值.预设存在于

生成之中,预设建构着生成,通过生成而呈现自身.因为有了生成,预设才得以在场,教学也才由此

发生,也唯有生成才使预设得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生成存在于预设之中,生成是预设的前提和基

础,建立在生成基础之上的预设才是真正的预设,否则预设只能是外在的控制.生成是预设的生长

和发展,是对预设的呼应.生成实现并超越预设,通过预设表达自己.因为有了预设,生成才有了

依靠,也唯有预设才能使生成变得有意义.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融合性就是预设与生成彼此存在于

对方之中,彼此借对方来呈现和表达自己,彼此通过对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使教学中的任

何一个切面都彼此粘连、渗透在一起,或使教学在每一个时空都呈现出宏观预设与微观生成的“二

象性”,生成着预设的生成,预设着生成的预设.我们“远非尝试一种僵硬的统一,我们保证能够在系

统的开放性和哥德尔式的缺口、经验的不肯定性和理念的不可判定性、物理的/热力学的开放性和认

识的/理论的开放性之间,实行一种柔性的但是不可缺少的综合”[３].当预设与生成融为一体时,它既

彰显了力量,又充满了意义,这意味着我们的教学不再是机械传递,也不再是放任自流.

３ 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性

孤立的教学系统最终将走向死寂.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性要求教学系统必须对外打开,从外

界主动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性表现在:

(１)师生关系不再是一种先入为主、天经地义,在外力驱动下被投放到课堂中,带有明显的控制

性和工具性的关系,而是在师生交往中彼此倾听、对话、理解、尊重和欣赏的一种动态协同与生成的

关系.由于教学系统的对外开放,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有些学生知道的教师有可

能不知道,教师面临着与学生交往时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学生能够选择实现合乎或

接近自身目的的可能性.

(２)课程不再是课程专家将知识组织起来成为对教师和学生的一种规约和外在控制的课程,而

是教师和学生相互协同、主动选择、进行开发和创造的课程.预设好的文本课程只是剧本,如何生

成精彩的演出,取决于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使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共场”的

无序与有序、跌宕与舒缓、“稳态”与“突变”的精彩演出.

(３)预设与生成他组织下的教学秩序被打破.实事求是地说,教学过程的展开需要一定的秩

序,但预设与生成自组织下的教学秩序与他组织下的教学秩序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预设与生成

他组织下的教学秩序是预先设定或靠外在的力量来控制,并把这种秩序作为教学理所当然遵守的



本真范式.而预设与生成自组织下的教学秩序则是在教学系统中通过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动性与

时空的变通性,在各要素相互作用、竞争和协同中从“混沌”无序达到有序,主动生成一种秩序.显

然,这种秩序不是来自外来的控制,而是教学系统内部一种建立在无序基础之上的“自发”与“自为”

的有序.

(４)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不是对教学规律的消解,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求某种协同.预设与

生成的自组织性确实是在他组织性“坍塌”的地方显示出来,但强调自组织性的同时也不拒绝规律

性,仅有规律性是不够的.预设与生成的自组织性使人们懂得不能把复杂的教育问题简单化,不能

简单地去“套”教学规律,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去解决现实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懂得把规律性放到元系统中并整合于复杂性思想之中,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求某种协同.

复杂性理论视域中,教学预设与生成关系的重构是对教学复杂性的应答.面对教学的复杂性,

教师要有多元意识、开放意识和敏感意识,实现教学思维方式由简单到复杂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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