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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你是刚刚触及讨论法的新手，你会从作者幽默诙谐、通俗易懂的笔调中，寻味出讨论法既是一种
教学方法、教学思想，同时又是一种学习方法。
　　如果你是一名在施展讨论法时觉得有些难以适从的教师，你会发现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根拐杖、
一盏明灯乃至成功的源泉，众多的案例、练习、列举，会让你茅塞顿开、心有所悟。
　　如果你是一位从事理论探究的教育者，你会从作者探讨有关讨论民主、批判的思想，如何专注地
倾听与发言，如何实现竞争、合作与平等，如何定位教师的角色以及性别差异等具体的问题中激发出
你思想的火花。
　　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看待“讨论式教学法”的窗户，令人耳目一新，它必将有助于广大基
层教师找到“讨论式教学法”的真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真正使课堂“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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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章 通过创造性分组使讨论持续进行　　⋯⋯　　旋转舞台　　这是在一系列连续总结中使报
告形式免于流俗的另一个方法。
让每一个小组选定一个地点进行讨论，小组用10分钟的时间对一个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展开讨论，并且
把他们的观点写在稿纸或黑板上。
时间一到，小组立即转移到教室中的另一个地点，继续进行他们的讨论。
前一个小组在这个讨论点上将写在稿纸或黑板上的答案与原先的问题放在一起，成为他们继续讨论的
主题。
每10分钟转换一次位置，连续进行，直到每一个小组都转遍了所有的位置，都有机会考虑其他每一个
小组的意见为止。
下面是在这个练习中我们给予学生的一些指导：　　我们将进行另外一项小组活动。
这一次你们不必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
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5人小组，在教室里选择一个讨论的地点。
每个小组必须回答一些问题，并且把你们的答案直接写到放在你们组前面的稿纸上，时间是10分钟。
时间一到，整组转移到下一个讨论点继续讨论，同时必须对刚刚在这里讨论的小组留下的意见做出评
价。
在这个讨论点上，你们讨论和记录你们观点的时间也是10分钟。
等时间到了，移向下一个地点继续讨论，在这里，前两个小组的观点都需要你们思考和讨论。
　　再花10分钟时间回答问题，时间到了，继续移动。
等每个小组在每个地点都讨论过，写下自己的评论之后，解散小组，阅读所有写在稿纸上的意见。
无论何时，只要你灵感来了，都可以把你的问题、意见或批评列入其中。
需要铭记在心的就是每一个讨论点都将记录所有小组的意见，保持稿纸的整洁是一个挑战。
请写得尽可能短小，尽可能明了，通俗易懂。
　　除使问题更具有迷惑性之外，轮换位置还鼓励学生去检验那些来自小组之外的批评意见。
当小组把整个班级讨论中产生的各种观点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小组的安全感和亲密感便保留了下来。
当小组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时，参与者在小组活动中感到非常愉快，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
连贯性，讨论的动力和兴奋程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学生们感到他们倾听和回应了教室里的多种声音，与大组讨论相比，这种方式减少了威胁。
但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对于深入讨论来讲，每个地点10分钟的时间不是特别充足。
但是，更长一点时间，如50～60分钟，我们发现是不切实际的。
增加小组成员的人数、减少小组数是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选择方案，但是，小组人数的增加会使害羞
、缺乏自信和性格内向的学生感到参与的困难。
　　滚雪球　　使讨论实现内涵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一个办法就是运行一种被称之为“滚雪球”或“叠
罗汉”的程序。
活动开始时，学生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回答问题，然后每隔几分钟就把小组人数加倍，不断累进，创建
更大的小组，直到最后重新形成一个大组为止。
下面是指导学生练习的实例：　　今天要进行的活动与以前的有所不同。
它叫做“滚雪球”。
你有机会以不同的形式来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
注意在作业纸的底部有一些问题，刚开始，你必须以你自己的方式给出你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你愿意，可以简要记下你自己的反应。
独立思考5分钟之后，你和另外一个人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交流。
再过5分钟，你和你的搭档加入另一对伙伴形成一个4人小组，你们继续讨论10分钟，然后与另一个4人
小组合并形成一个8人小组。
这次讨论20分钟。
然后两个小组再合并，⋯⋯每隔20分钟合并一次，直到整个班级最后又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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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重新集合时，讨论或者结束，或者继续讨论20分钟，或者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继续讨论。
　　一方面，这种练习保留了小组讨论的大部分优点，使许多人之间互相交流，它使整个班级处于节
日的气氛之中。
当学生在不同的形式下见面时，他们兴奋而又热烈的互相致意。
另一方面，“滚雪球”有时会给人狂热而杂乱的感觉。
但是有时候，定期地变换小组成员正可以给学生一点震动。
　　鸡尾酒会　　“鸡尾酒会”由“滚雪球”演变而来。
在这种活动中，教师除了发给学生需要讨论的作品之外，还为学生准备了不含酒精的饮料。
基本规则不可能是单一的。
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教师为学生准备了一个盘子，盘子在教室里传来传去，并不时地补充一些食品
和饮料。
就像聚会一样，学生们尽可能多地聚在一起，推杯换盏。
唯一的期望就是学生在与不同的对象聊天时，能够发现有趣而恰当的适合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
正如“滚雪球”一样，这种练习也创造了一种节日的气氛，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讨论氛围。
这种独特的讨论程序有时会产生新奇而精彩的结果。
尽管我们没有承诺一定有奇迹出现，但我们确实认为这种偶然的活动会自然地产生出乎人们意料的结
果。
　　智力拼图*　　另一种既能保留小组讨论的优点，又能避免观点过于多元化的办法就是：运用一
种被称之为“智力拼图”的合作性分组技术。
开始时，教师和学生列出他们愿意研究的问题清单。
每个学生选择其中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变成这一问题的“专家”。
学生先单个研究，然后再与其他“专家”一起讨论。
最后，赋予这些学生“专家”责任，让他们通过对话，帮助那些外行同学同他们一样成为研究这一问
题的行家里手。
下面是运行这一程序的主要步骤：　　1. 一个25人的班级选择5个他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题目（需要选
择的题目数量应该严格等于班级人数的平方根--16人的班级选4个题目，25人的班级选5个题目，36人
的班级选6个题目）。
　　2. 每个学生选择一个需要精通的题目（教师要检查所有的题目是否合理地分布于学生之中），并
开始进行研究，在集合之前按照要求提出自己的“专家”意见。
　　3. 在班上，选择了同一题目的学生集合成一个小组，提出问题，互相理解，冰释误会，并且交流
心得。
　　4. 当学生们把在变为“专家”的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真知灼见融会贯通、集于一身的时候，开始组
建新的小组，每个小组至少要有一名关于每一个最初题目的“专家”代表。
　　5. 每个学生“专家”轮流领导小组成员讨论关于自己独特问题的“专家”意见。
　　6. 当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表示已经理解并掌握了所有题目的知识时，小组讨论结束。
整个活动可以就此结束，也可以继续进行，全班总结对所有问题的讨论。
　　下面是在讲授一门叫做“领导艺术与传记”的本科生课程时运用智力拼图技术的一个案例：　　
今天的课上，我给出6个人物传记，供你们阅读。
鉴于班上有36个学生，所以6个学生读一个人物传记。
你要仔细阅读你所选择的传记，对这个人的生平充分了解，在我们下面讨论这个人时，你就是专家。
当我们回到课堂上来的时候，你要和与你选同一传记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组，例如所有阅读《苏珊？
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的同学组成一组，所有阅读《弗莱德里克？
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同学组成一组，等等。
在小组讨论中，要尽可能涉及这个人一生的各个不同方面。
要重点讨论这个人的主要造诣、错过的机会、性格的缺陷、个人历史等方面以及个人没有回答的问题
。
　　一旦每个小组成员都精通了他所选择的题目，我们就按照第二种方式即从每个专家小组中抽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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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表，组建一个新小组。
这样，每个小组里都有一个读过《苏珊？
安东尼》的同学，一个读过《弗莱德里克？
道格拉斯》的同学⋯⋯在第二次讨论中，每个专家都要把专家小组的思想与大家分享，并且领导该小
组讨论这个人的生平。
在讨论中，每个专家都有机会领导小组讨论，直到每个学生对所讨论的人物的事迹、生平都相当熟悉
的时候，讨论才宣告结束。
最后，全班进行简要总结，活动结束。
　　在这个活动中，学生从与一般小组成员的两次讨论中获益匪浅。
智力拼图技术甚至给了那些最沉默寡言的学生发言的机会，因此强化了他们的自信心。
两次讨论尽管讨论的方式不同，但内容却同样丰富。
在第一次专家讨论中，每个人的基础都是平等的，他们有共同关注的话题，有丰富的思想与大家分享
。
在第二次讨论中，每个人都有了为小组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参与。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讨论中的亮点。
智力拼图技术的主要缺点是：在第二次讨论中，需要吸收消化大量信息，可能会给人造成眼花缭乱、
头晕目眩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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