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认知冲突，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 

——以《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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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初中语文八下游记单元《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一课为载体，进行课例研

究。通过对课堂学习效果的评估，经分析发现：基于学生认知冲突而设计课堂学

习活动，更能促进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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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确定课例研究主题 

（一）缘起 

《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这篇课文为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游记单元的课文，

笔者在试教时设计的学习目标及学习活动如下： 

表 1 《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学习目标及学习活动 

单元学习目标 课时学习目标 学习活动 

欣赏优秀游记

的创意性。 

理解作者何以

在观“此景”

时有“此感” 

【思考】作者写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所见之景有

什么关系？ 

活动一：学生独立分析分析所见之景的特点。 

活动二：学生小组讨论比较分析作者说这句话

时心态一样吗？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样？ 

①“我要死了。”我少气无力地说，声音空空

荡荡，随即散失在冰原上。（第一天初入冰塔

林时） 

②而我似乎已经衰竭，心想碰巧哪一口气上不

来，就长眠于此吧。（第二天重游冰塔林时） 

在活动一中学生的积极性较弱，学生只是简单的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活动

二学生的积极性比较强，学生产生了不同观点。在分析文中的一句话时，对于作

者在此句所暗含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分歧，第十二段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而我似

乎已经衰竭，心想碰巧哪一口气上不来，就长眠于此吧。”有的学生觉得这是体

现作者绝望的心情，有的学生认为这表现的是作者看到美景后的一种释然的心态。

细究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缘于学生在理解文本时所寻找的信息时代入的自己的感

受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学生的认知冲突。有的学生寻找到了作者描写的美景，结

合自己的感受觉得这还是很美好的，所以觉得作者此时一定是满足的、释然的，

而有的学生找到的是作者糟糕的身体状况，代入自己也觉得难以忍受，所以觉得

作者此时一定是绝望的。 

对于学生出现的认知冲突，笔者在课堂上的处理仅是通过改变句式品读语气

和结合美景体会，这样的处理过于简单，未能充分发挥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深入

探究问题的能力。笔者对自己的引导方式进行了反思，发现学生在活动二产生这

个分歧的原因恰恰是可以做为一个学习支架，引领学生理解作者在写这篇游记时

所传递的观景主体独特的“自我意识”。 

 



（二）理论基础 

认知冲突是个体意识到个人认知结构与环境不一致或个人认知结构内部成

分之间不一致所形成的状态。[1]认知冲突理论源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生

同伴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有助激发认知冲突，而生生的协商互动有利于认知冲突

的解决。在张鼎立和沈晓敏的《基于认知冲突理论的课堂分析：框架与案例》一

文中提出了基于认知冲突理论的课堂分析框架[2]： 

表 2 基于认知冲突理论的课堂分析框架 

 
调节认知冲突的要素 

思维能力 
情境 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水平

一 
无认知冲突 

教师独白式讲述，无

师生互动 
无互动 无论证 

水平

二 

使学生认识到异

常 

教师提出封闭性问

题，学生只简单回应 

学生简单陈

述个人观点 

单一视角（只

包括赞成立场

的积极因素） 

水平

三 
使学生感到迷茫 

教师提出真实性问

题，但没有有效反馈 

学生交流不

同观点，认知

冲突深化 

双重视角（包

括双方立场的

积极因素但摇

摆不定） 

水平

四 

使学生产生解决

冲突的兴趣 

教师提出真实性问

题，并提供支架和反

馈 

学生交流后，

整合出新的

观点，认知冲

突得以解决 

整 合 型 视 角

（综合权衡双

方立场并形成

结论） 

 

（三） 学情分析 

《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与这个单元其他游记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

游历过程中穿插了很多对于自身糟糕的身体状况的描述，以及对于自己心理状态

的描述。如此多的着墨使其与所写的雪山奇景几乎“分庭抗礼”，这使其糟糕的

身体状况和后面的冰塔林美景形成了一种张力。对于初二的学生，现阶段阅读游

记可以做到赏析美景，但是难在能从赏析的美景中感悟作者独特的观感，学生还

常常停留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而不善于勾联、整合文本信息来体会作者的主体

意识。所以学生在学习这篇文章时可能会“一叶障目”——只看到作者所描述的

糟糕的身体状况这种信息，但学生却没有深入文本，发现作者在付出身体的代价

和收获美景的心灵体验的抉择中，选择了收获，这是她想要向读者展示的她的价

值取向，也就是她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主体意识。这个难点是学生需要在学

习活动中克服的。 

 

（四） 确定研究主题 

考虑学生在学习这篇文章的学情，笔者把学生这个认知冲突作为契机，以基

于认知冲突设计学生活动为课例研究的主题，重新设计了一个教学活动——辩论

赛。辩题为：如果你是作者，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你是否会继续选择前行。以

这样一个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让他们自己发现矛盾并在文中寻找支持自己

观点的依据。学生走入其中，去为分歧而辩论，再走出来，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

产生这样的分歧，然后感悟作者想表达什么。经历了这样的一整个学习过程，学

生就可以再从元认知上思考，总结阅读游记，体会作者独特情思的阅读路径。 



 

二 、课堂实践及评估 

（一） 课堂观察 

    笔者首先对比了改进前的课堂和改进后课堂的时间分配。 

表 3 改进前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时间占比 

 教师讲授 互动交流 独立学习 总时间 

时间 23分 5 秒 14分 7 秒 3分 25 秒 40分 37 秒 

时间占比 57% 35% 8% 100% 

表 4 改进后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时间占比 

 教师讲授 互动交流 独立学习 总时间 

时间 5分 5 秒 31 分 35 秒 3分 25 秒 40分 5 秒 

时间占比 12% 79% 9% 100% 

 

从课堂时间占比来看，改进前的课堂主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时

间较少。改进后的课堂主要以学生为主导，教师则以引导为主，学生有充裕的时

间抒发自己的观点。 

 

（二）学习成效评估 

这堂课随着这个辩题的展开，课堂在学生的发言中不断推进，笔者根据学生

的发言的进展截选了三个比较具有评估意义的课堂片段，根据认知冲突理论的课

堂分析框架对学生的学习成效加以评估。 

1. 情况一：学生可以交流不同观点，但是双方立场摇摆不定 

表 5 课堂片段 1 

正方 反方 

正方 2：作者在第 12 段提到“就长眠

于此吧”体现的是作者已经游览到这里

感到释然的心理，可见她是想不顾身体

危险继续前行的，再结合第 1段说：“先

后有十多位探险者壮烈献身于这项人

类事业”，说明作者也早已有心理准备，

不怕牺牲在这里。 

反方 2：作者在第 1段提到“我随电影

摄制组走向各拉丹东”，说明她来这里

是工作的，没有必要因为工作献出自己

的生命。（师：她的第一个观点你同意

吗？）后面她说的释然我觉得说得有点

道理。 

反方 3：她还有其他健康的同伴帮她完

成任务，没必要就为此而牺牲 

师：我们反方同学主要集中在正方所说的牺牲在这里也可以进行反驳，还有没

有其他要反驳的 

在这个课堂片段中，学生比较好的学习表现是能够在同伴的回答中发现不同

的观点，并因为这种观点的不同感到一定的迷惑和焦虑，从而激起他们的表达欲，

想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能够自发地去文中寻找信息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在辩论第一阶段仅仅是交流不同的观点，还没有形成学生个体内在的认知冲

突，他们在思维能力上属于“双重视角”，双方立场摇摆不定，没有形成深度的

交锋。 

2. 情况二：学生之间形成认知冲突，双方立场坚定 

表 6 课堂片段 2 

正方 反方 



正方 1：我关注到的是第四段的第一句

话：“这样的身体状况真是大煞风景，

但愿不要影响我的心态，各拉丹冬值得

你历尽艰辛去走上一遭。”这里我们可

以看出来，作者他内心的意愿其实是想

去看一看各拉丹冬的。还有第十四段我

找到的是第二句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这时候的作者是有条件可以休息

的，但是她并不愿意就干坐着，她内心

还是想去看一看这个各拉丹冬的美景

的。 

反方 1：正方 1 同学找到的这句话前半

句是：“这样的身体状况真是大煞风

景”。这么说来作者当时的内心应该是

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她

不是很想去。然后第十四段她说的是她

不甘心到车里，这是因为环境太闷了

嘛！想出去透个气而已，并不代表她就

很想去观景。 

正方 1：我要反驳反方同学。在第四段，

反方同学忽略了后面半句话“但愿”这

个词，“但愿他不要影响我的心态”，这

里面有一个转折的意思，即使我的身体

是这样，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值得我历

尽艰辛走上一遭。 

 

师：反方 1 同学觉得作者说身体状况大煞风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不想继续

观景，但是前面正方两位同学发现，作者的表达的重点在后面一句，因为有一个

转折词“但是”，她觉得这样的收获是值得的。老师这里悄悄提醒一下正方同学，

你们好像还有个武器没有使用，作者所观之景是不是她的收获？你们好像还没提

到呢！ 

    在这个课堂片段中，学生形成了比较有深度的思维交锋，双方互相制造了困

境，给对方造成了认知冲突，这几位学生能够快速地从文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信

息并加以解释。这也就达成了学生的学习目标——能够勾联文本的多处信息，理

解作者何以在观“此景”时有“此感”。同时在这个环节，教师也做了比较恰当

的引导，提供的支架保留了学生发言中有价值的部分，并进一步地引导学生寻找

其他信息，促进学生进一步整合自己的观点。 

当然，这个片段中，学生停留在整合观点的初步阶段，没有进一步地思考如

何站在不同立场上分析造成大家产生认知冲突的来源在哪里。 

3. 情况三：学生认知冲突深化，能权衡双方立场 

课堂片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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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学片段中反方同学整合了正反双方的观点，对辩题所指向的正反双方



立场进行了剖析，对辩题进行了解读，发现了两方同学产生认知冲突的根源是源

于对辩题的解读不一样，从而找到有利于己方的一种解读。 

这个辩题“如果你是作者”本身就有几种解读，一种是如果你处于作者这样

的身体状况和客观环境下，你会做怎样的选择？一种解读是因为作者做了这样的

选择，所以我也做这种选择，或者是我和作者做出的选择一样。而无论是哪种解

读，都会让学生在阅读时不经意地代入自己去思考作者的选择，这就是这篇文章

的独特之处，学生能够产生这种分歧，并且能发现自己和作者产生的认知冲突，

这就说明学生已经在进行深度思考了，并且学生整合同伴之间的观点，综合权衡

双方立场并形成结论，已经到达了水平四的思维能力。 

综上，在学习《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这篇课文时，以辩论赛的活动展开，

让学生代入作者，去思考在身体到达极限的程度下要不要继续观景，学生在发表

自己观点的同时与同伴之间发生了分歧，在经历几轮思维交锋后，学生形成了认

知冲突，为了解决认知冲突，学生产生了极强的学习内驱力，来尝试从文中寻找

更懂的信息和更充分的认知角度，对知识进行同化或顺应，使认知冲突转化为认

知平衡。同时，这一过程受到知识情境、同伴互动和支架设计的影响。 

 

（三）评课反馈 

通过面向观课者的问卷调查，《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研讨课的学习活动也

具有一定的改进成效。在学习活动能否达成学习目标，是否有利于提升学生主动

发现问题的素养，是否能调动学习积极性上，观课者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反馈。 

图 1 调查问卷反馈 

 
 

三、总结与反思 

（一）激发认知内驱力，提高学习效率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笔者通过辩论的形式，引发学生对作者价值取向的思考，

形成自己已有的认知和作者的认知之间的冲突，激发学生想解决这种冲突的认知

内驱力。学生在思维冲突和碰撞中，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学习的效果越来越好。

学生的认知冲突，是在互相“碰撞”中进行的，每个同学提出的观点，要经过辩

论、修正等过程，而且反馈矫正的时间非常短，速度非常快。学生从文章中主动

地搜寻更多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信息，然后进行重新加工。通过学生们掀起的辩论

热潮，达成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即体会作者在这篇游记中独特的自我意识，这

也就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二）突出学生主体，实现课堂转型 

学习者往往会在主动学习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因此，教师要营造生动活跃

的教学氛围，重视学生的内心感受与主动性。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初中阶段语文的课程理念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积极

倡导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3]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所授篇目的文本

特点和学生的学情，来为学生创设以基于认知冲突的深度学习活动。这样的课堂

会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意识了，才能更有效地

拓展语文视野，并保持学习兴致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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