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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一直是教学方面的头等问题。如何从教师“一言堂”式教学模式走向多元化，

如何有效确立课堂主人公地位，都是教育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本文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古希

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的观点对教师“一言堂”的课堂模式做出一些启发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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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in teaching. How 
to change the teaching mode from “teacher center” to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and how to estab-
lish the leading role in class effectively are the problems that education reform is committed to 
solve.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some enlightening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room model of “teacher center” by using the view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Plato’s theory 
of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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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容柏拉图“灵魂回忆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利用宙斯率领诸神去赴宴这一神话故事对“灵魂既是理念，为什么会与身体结

合在一起呢？”这一问题做出了形象的解释。 
次等的神和灵魂跟在宙斯身后，由一些顽劣的马拉着，马车夫不具备高超的驭马技术，在经过陡峭

的天路时，马车失去控制被顽劣的马匹拽到地上，灵魂也因此被折断翅膀，无力返回天上的理念领域，

只能附着于肉体暂居。他以此暗示灵魂是一些不纯粹的理念，包含着向往身体的因素(“顽劣的马”)，灵

魂和身体的结合虽然是一种堕落，但却是符合灵魂状况的堕落，具有必然性[1]。对于柏拉图而言，他认

为灵魂永恒不朽，学习的过程就是回忆灵魂的原本所知[2]。因为正如神话所暗示的那样，灵魂在堕落之

前对理念领域是有所认知的，包含着天赋的知识，在灵魂和身体结合之后，受到身体干扰或污染，让这

些天赋知识被迫遗忘，只有当经过一些训练，才能回忆起那些曾经见识到的知识，所以学习的过程即是

回忆的过程。 
“灵魂回忆说”顾名思义，有“灵魂”和“回忆”两大主体。灵魂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神秘莫测的

印象存在于我们大众的心里，作为神秘的探索对象，深受大众和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而回忆则是针对

一些原有的却被遗忘的记忆，通过话语、动作或相类似事件等帮助你回想起被遗忘的那些记忆。“回忆

说”的提出是柏拉图分离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一个关键环节[3]，同时“回忆说”在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4]，连接着客观世界和理式世界。“回忆说”旨在解决这样一个难题：“一个人既

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寻；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

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5]”。“回忆说”肯定了人可以学习他所知道的东西，但是对

“知道”进行了分析和限定。“回忆”是对自身的关注，是对已拥有过的知识的再认知和再记忆，而不

是对未拥有过或未见识过的新的知识的习得。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且对其教育思想影响很深[6]，柏拉图更是研究各种学科中不可避免的

人物[7]，因此，在现代教育方面也会有柏拉图的一些哲学思想体现。在此，将利用灵魂回忆说中的学习

就是回忆这一理念对教师“一言堂”的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一些启示和改进方向。 

2. “一言堂”教学模式的问题 

“一言堂”教学模式是我国传统教学模式的一大弊端，这种教学模式是封闭的、僵化的，是迫切需

要被改革的。 
(一) 关于教师“一言堂” 
“一言堂”顾名思义就是一人说了算，不难发现“一言堂”的行事作风涉及各个领域，从而带来的

问题也很常见。例如，政治上的“一言堂”，会破坏民主集中制，阻碍党内民主健康发展[8]；企业上的

“一言堂”，会造成内部竞争机制僵化，妨碍企业内部良性竞争；家庭中的“一言堂”，会破坏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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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良好沟通氛围，加速孩子的逆反心理。 
而教师“一言堂”，其实质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其现象是灌输式教育。一堂四十五分钟的课，

从开始上课到结束上课，学生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不断的在被灌输，却很难有机会自动输

出，很难发挥自己的思考和想象。这里的“灌输”是很浅表的，老师们只是将课本知识和理论像机器一

般一股脑的、简单的、公式化的传送给每个孩子的大脑，却并没有给予学生们自我独立思考和反思的时

间和机会，学生接受到的知识仅仅停留在他们的眼、耳、口，并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大脑和内心。 
每件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形成的依据。教师“一言堂”从古至今存在，并且不管是东方

还是西方都一直存在着“一言堂”的教育模式，其原因可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探究。从教师方面看，

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表演，让学生成为整堂课的看客；教师完美的板书，让学生成为机械的摘抄工

具，长此以往课堂成为教师唱独角戏，学生冷漠应对。从学生方面看，学生不愿意并且不主动参与课堂，

只是享受着机械听讲和摘抄笔记带来的思想上的轻松，也成为教师被迫形成“一言堂”教学的重大原因

之一。 
如此下去教师和学生都形成了一种习惯，一代代的教师从学生中成长起来，带来的教学理念又和自

己当年做学生时一模一样。教师和学生都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便形成了依然可以坚持下去的“一言堂”

教学模式。 
(二) “一言堂”教学模式的不足 
自从班级授课制出现以来，学校教育出现了灌输、自主、对话等三种教育模式，三种教育模式各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9]。“一言堂”的灌输型教学模式并不是错误的代名词，但是也确实存在很多的不足，

这些不足也不光是对学生的危害，对老师，甚至对学校都有影响。 
其一，教师“一言堂”阻碍了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的发展，增加了学生的“惰性”。教师在课堂上

将知识一味地输入到学生的脑海里，刚开始的时候学生还会进行筛选和自我消化，但是久而久之，当学

生们发现只需要将知识死记硬背到脑子里就可以应付考试，并不需要加入自己的思考时，独立学习和思

考则会被抛诸脑后。“惰性”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学生们更不例外，只需要背诵不需要过多思考就

可以应付考试和完成学业那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情，所以教师“一言堂”的存在，也会让学生们的“惰

性”愈发增长。 
其二，教师“一言堂”固化了学生们的思维，将学生禁锢在条条框框内。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有过

类似听课经历的人，不难发现教师自顾自的在讲台上声情并茂的讲着课本理论，学生统一认真听讲的现

象仍旧存在。老师讲的投入且深情，学生听的认真且统一难道不好吗？认真听讲并无过错，而问题则是

出现在“统一”上。相信大家都有见过这样一幅漫画，在一个课堂上，老师拿着一把剪刀正在“修剪”

学生们脑子里迸发的各种奇思妙想，到最后，五个学生端正的坐在那里，他们脑子里的知识也被“修剪”

成了五个大小一致的正方形。 
这幅漫画大家都能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然而学习并不是像园丁们修剪花枝一样，每一颗草、每一

朵花的枝叶都必须规规整整并且不影响别的植物生长。学习知识、自我思考就必须要有自我理解的内容，

每个人思维的不同，必然造就了每个人拥有不同的想法。而教师“一言堂”的课堂，将一模一样的知识

灌输到所有学生的脑子里，学生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跳不出老师限制的条条框框，或者说刚萌芽的

新思想就被所谓的传统课堂给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是很难让学生们拥有创新能力的，只会一味地固化学

生的思维，一味地产生出大小形状一致的“脑子”。 
其三，教师“一言堂”容易出现“专制”，阻碍教师自身的发展。其实，一堂课里，不仅仅是学生

在学习，更是老师发现自己备课中的不足以及课堂设计环节是否合理的一次机会。若在教师“一言堂”

的课堂里，老师会发现，不光是整堂课的流程走的和自己预想的一模一样，并且学生认真程度也很好。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43


刘瑾 
 

 

DOI: 10.12677/ae.2022.124143 905 教育进展 
 

但是细想来，真的和预期一样吗？学生是强迫性的接受知识还是理解性的呢？这个问题有待深思。如果，

这次并不是一节“一言堂”的课，而是大家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思考、在融会贯通；那么这时的老

师肯定能通过课堂随机出现的情况发现备课中的不完美、知识点的遗漏，甚至是学生接受能力的真实反

映。是以，老师定能通过这些突发情况来完善下一次的课堂。 
其四，教师“一言堂”会阻碍学校课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学校里同一个科目的老师不止一个，

如若老师们都以统一的教学方式，即课本知识传送的机器。那么则分不出课堂的好坏，更不会有个性化

的课堂。长此以往，不难发现，这个学校会变成一家类似流水线的工厂，学生们千篇一律的被如出一辙

的老师灌输着一模一样的知识，这也违背了教书育人的初衷。 
总之，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在教育中体现的不足颇多，但也不能将它轻易地与“错误”、“剔

除”完全划等号。所以，对待教师“一言堂”的课堂要取精用弘，利用哲学思想来分析它，使其焕然一

新。 

3. 利用“灵魂回忆说”把握好课堂 

热闹的课堂也不一定是优质的课堂。随着“一言堂”现象的减少，热闹的课堂增多，“热闹”甚至

成为了评课时的一个硬性标准[10]。热闹的课堂和传统的“一言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想要改变“一

言堂”的课堂并不能简单的在安静和热闹这种浅表的形式上做出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课堂并不是完

全不可取代，不然也不会存在如此之久。而优质的课堂更是需要将传统融合现实需要，结合教师、学生

实际情况进行打造。 
(一) 激发学生作为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 
根据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灵魂摔落人间以身体作为它的暂居地，这个是符合灵魂状况的堕落，是

有必然性的。同样的教师在课堂上授课，在讲台上输送课本理论知识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一堂课四十五分钟，每一分每一秒都仅仅是老师在传送知识。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老话想表达的也是老师在学生和知识中间只是起到一个中介的作

用，老师将知识带领给学生，让学生认识知识，接下来就应该是学生和知识的单独沟通磨合时期。在《曼

诺篇》中，苏格拉底曾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对其进行适当的提问之后，童奴居然

知道用两个正方形面积之比等于它们边长平方之比的方法来计算正方形面积。这也是苏格拉底独创的“精

神助产术”的教学方式的体现[11]，通过问答的形式来启发学生，而不是直接告诉学生这个理论，苏格拉

底的助产术中也有隐喻到真正的灵性是灵魂智慧的自我潜能实现[12]。柏拉图也通过这个实验说明了，知

识并不是后天获得的，不是灵魂中自发产生的，而是灵魂它所固有的，它是先于天地存在于灵魂之中的，

只不过因其处在潜在状态，而学习的作用就在于触动它、提示它甚至唤醒它，使之清晰明白的从灵魂中

醒来。教师“一言堂”的课堂在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看来则是没有看到灵魂在附着于身体前对理念的

掌握。即使，在科学的世界，不少人并不相信灵魂存在这一说法，教师“一言堂”的做法，也忽略了将

学生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助产术”有所继承，认为教学的关键在于学生在学习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13]。学生学习知识，犹如开发者自己对产品的信息加工，是产品的主人翁和构建者，不应该由教

师这个第三方来将信息和零件进行组装和加工，这样就完全失去了这件产品和开发者存在的意义。知识

是人的灵魂所固有的，教师需要做的是将学生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充分相信他们有自我思考和学习

的能力，并且通过较理智的手段引导忘记知识的灵魂，让它们重新回忆起天赋知识。作为学生也应当在

课堂上自觉积极配合老师，参与到整个课堂当中去，主动地、积极地回答老师抛出的引导问题，并且自

觉地、深入地对问题进行思考并且对回忆起的知识进行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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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应该被简单地总结为好或不好。孔子是世界上最先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14]，
只不过启发式教学在之后的教育发展中遇到一些困难，演变成了所谓的“一言堂”教育，但是说无论是

孔子还是柏拉图，早期哲学家们注重的都是学生个体，他们不赞同一味地灌输，而是站在学生的角度，

想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主体。 
(二) 从理论说教走向感官运用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并深刻的影响了教育的发展[15]。“一

言堂”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上课方式，在教育发展的路上，它的一些缺陷也逐步展现

出来，所以才会由以“老师为中心”逐步转变成为以“学生为中心”，再到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中

心的双主型[16]。新的课堂教学理念要求打破“一言堂”的单向流动模式[17]，从而走向多元化、个性化。

不光是从教学手段上做出改变，例如多媒体走进课堂，形成全方位的教学空间，提高教学效率[18]。更多

的是切身关注学生这个主体，让教育更加民主化、生活化。 
“一言堂”的课堂，更多的是偏向理论层面的说教，其实质是希望利用教师在讲台上不断的重复着

知识点，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牢牢记住这些知识点，从而在考试或考察中能背答如流。这种做法的出发

点是好的，希望学生能够记住老师所讲的内容，但其方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且不科学的。它忽略了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背诵是机械的、不深刻的。大部分学生能背出答案，却无法真正理解

这个答案的含义。现实课堂中从不缺少这样的例子，教师讲解一个例题后让同学们合上书再做一遍，百

分之九十的学生都能做正确，这时教师再出一个同类型的题目却无法保证班上百分之九十的孩子都能回

答正确。因此，“一言堂”灌输式教育，它只是机械的，是缺乏思考和理解的。 
柏拉图相对肯定了通过感觉所获得的认识，感觉在认识理念的过程中有促进回忆的作用。我们通过

身体回忆起知识，必然要通过眼睛去看、手去触摸或其他的感官来作为媒介传达，所以感觉也是回忆不

可缺少的条件。想要快速且牢固的记忆就应该通过联想记忆，在一些具体事物中，利用五官来感受，从

而达到一些共鸣，引发自我思考，将记忆深刻的留在心中。如同回忆说提到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回忆的

过程，知识是先于天地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的，我们不需要再去学习一遍本就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之中

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些启发和引导将它们回忆起来即可。因此，对于教师“一言堂”这个传

统教学模式，在保留教师这个连接学生和知识的第三方中介的同时更多地注入一些启发性的、实验性的

东西，让学生在生活中，通过听、看、触摸等感官来发现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让作为主体的学生自然而

然地回忆。 

4. 总结 

教师“一言堂”有着许多的不足，却也有着一些可取之处。民主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能在课堂中使

全体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得到较大程度的激发[19]。 
优质的课堂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占据整个课堂的话语权，也并不意味着

学生可以肆无忌惮的忽视老师的引导。在老师和学生之间，需要的是一个平衡和角色认定。教师需要看

到并且认可学生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主体存在的必然性，更需要认可学生有自我回忆起天赋知识的可能

性；学生也需要尊重教师作为自身与灵魂中固有知识沟通的一个引导者，并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的习惯和

主动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如此，才能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从而很好地改良教师“一言堂”

的这种灌输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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