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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近发展区的精准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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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常态*%往往只关注%习者已有能M6差异，忽视%习者6stp能，不易实现真正6因材施*。 维果斯

,提出最近st区6概念，正是解决*%:st6关系，并由此衍生出\态能M评估。 然而，评估最近st区需p采集

C量%习者657OF支撑，传统*%"由-缺乏x%习过v"657采集Z89手段，难=x%习者6最近st区

进[有效评估，也就难=支持精准*%。 利fC57mnx%习者01%习57有效采集Z89，F诊断最近st区，

促进精准*%提供lmn支持。 I章提出%习者0%$概念A解过v"6最近st区表征模型；ab\态能M评估A

论，=%$素养—能M表现—QK概念F统一6编码体系，计算%习者0不同能M维度6st区间:能M表现6认知

状态；ab一1*%实践，归纳出,-最近st区6精准*%之op环节,=_F,-C5789:改进*%6实践:

研究提供借.。

[关键词] C57； 精准*%； 最近st区； 智慧%伴； 个性{%习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刘宁（1983—），女，北京人。博’研究生，op从事yzmn:课v整b、*育C57、人B智能*育ef

研究。 E-mail：nini.mail@163.com。

DOI:10.13811/j.cnki.eer.2020.07.011 课 程 与 教 学

,金DE：*育部哲%|}$%研究重C课题“‘互联网+’*育体系研究”（课题编号：16JZD043）；北京N范C%*育%部$研,

金资助DE“C5789视角下自适e%习支架6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712201）

一、引 \

联b#s布《C57促st：挑战:机遇》白K书
4出：“C57时代已经到来，C576出现将}x|
}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响。 ”其“WM”也强烈地%击
着整个*育系统，正0成F推\*育系统创新:变革
6颠覆性M量 [1]。 *育C576出现，必将x*%方
式、%习方式甚至*育研究范式产生深远~响。

*育C57聚焦-每一位%生6微观表现，S录
%习过v"产生6各种57[2]。%生o体可量{，%习
服务可定制，“因材施*”“个性{*育”， 将0C57
时代迎来实质性进t；C57背h下实现新型*:%
方式，构;新型*%模式，将0参:真实6*%实践
"，F改进*%效果，变革课堂*%a构，st%生6
%$能M8到革命性~响。

二、常O教学问题缺失与归因

*育系统包含%校*育、家庭*育、|}*育、终
身*育等@个组成部8，但其最重p、最QK6是%
校*育。 “课堂*%”OF%校*育6od地，成F“%
校*育”最重p、最QK6q容[3]。@]来6*育改革，
使得*%A念、*%方式都产生l一定6改观。 然而，
=班级F单位6传统*育，*N面x人5众@6%生
群体，往往由-缺乏足够6精MZ时间去解答所有%
生6问题，依然不能满足x每个%生进[个性{6%
习4导。 当前*育存06关键问题，即：*%过v往往
忽略%生个性差异，忽视%生“最近st区”6问题依
然没有从根本上得=解决，并最终反映0%习成绩6
缺失上[4]。

%习是如何s生6？ 由索e*+o编6《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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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手册》开D明义地4出：%习是0原有知识背
h下s生，是x原有知识6利f。 同时，%习$%研究
得到6一些具体成果表明，提供有效6*%支持可=
促进%习者更好地%习!"#。 由此可见，0*%过v"，
诊断%生6知识水平，并F之提供有效6*%支持是
促使%习s生6两个关键条件，何其重p。

从课堂*%视角进一步89，3面l解%生6知
识水平，不仅是*%得=t开68点，更是*%E标
制定、*%Y略选择、*%活\设置6重p依7。 随着
课堂*%6逐步深入， %生6知识水平不断变{，提
供适当6支持可=帮助%生填补已知Z未知之间6
空缺。 x-促进深层%习需p提供哪些支持， fR
（$%%&）等引f6支架概念（’()**%+&,-.），描k./如
何0更有知识6人6帮助下8享Z解决问题，有效6
Z手架通过提供提示:1索来帮助%生自己解决问
题。 这一思想借.l维果斯,（/0.%1230）%习s生0
最近st区 （4%-5 %* 67%8,9)+ :5;5+%<95-1， 46=）6
观点。 维果斯,认F最近st区是%习者独立解决问
题6实际st水平，:0*N4导下或:能M更强6
同龄人bO6p0st水平之间6距离!>#。因此，p使
*%有6放矢，g准*%6“hK”，0%生最近st
区q提供满足%生真正需求6*%支持，是实现因材
施*6关键（如图 ? 所示）。

图 ? 教学P持瞄准教学“靶心”

p使*%有6放矢，还需考虑~响*%6若干因
素，比如：已有知识水平、知识遗>、%习风格，认知
:元认知m能、情感态度等。 那么，0一定%$领域，
如何表征、计算%生0A解%$QK概念6过v"，
其能Mst水平6最近st区或*%敏感区？ 如何
把握最佳6*%时机，F%生提供最佳6%习4导？
成F,-%生 最 近st区 开t精 准*%6关 键 问
题。

三、最近发展区的意义及诊断

?@AB ]前后， 维果斯,首次提出最近st区这
一概念，F揭示%生认知st过vw个性差异提供A

论,础，F*%促进%生st提供重p启示。
（一）最近发展区及其f教学的意义

C． 对诊断个体当前及潜在认知:3的差9具有
明确01意义

维果斯,提出最近st区概念时，正值欧洲智M
测量6流[时_。 维果斯,认F静态6智M测量仅仅
显示智Mst已有水平， 忽视智Mp0st过v，没
有 显 示 能 够 表 征 p0st6敏 感45 （’5-2,1,;5
D-&58）。 x-一个处-特定领域6./来讲，最近s
t区可能非常狭窄，这表明./还没有准备好达到更
高6水平。 x-同一领域6另一个./，或者0另一
个领域6同一个./，这个区域可能}更广泛，表明
0适当6输入下，./6表现}比他E前6水平p高
得@。 因此，这一思想x./当前Zp0水平之间差
异6诊断具有明确64导意义!E#。

F． 基于A近发展区开展教学的启示
维果斯,曾说，好6*%是走0st6前面。 *

%E标6制 定e关 注./st区 域6上 界 （G<<57
H%I-&）， 关注%生0外界帮助之下能够达到6水平，
%生才能0S当6引导下取得先前没有预见6成功。
传统6智M测试，没有直接提供测试者所能达到6最
佳水平（J<1,9)+ K5;5+），这正是*%设计者非常感兴
趣6。 *%依赖-%生从“不成熟”到“成熟”6过v，
而这些过v6整个区域都被%生6 46= 所包围，因
此，0每个]龄段，小组Z每个016最佳%习时间
都是由他们6最近st区决定6!L#。M577)7) 等人提出，
设计特定领域6\态%习档i，包括系统8级提示Z
迁移任务控制，}很有效果。 因此，*N0*%敏感区
或最近st区s挥Of，不仅需p提供最佳6%习情
境，还p设置S当6促进%生A解6活\!@#。

N． A近发展区对教学实践的重要意义>到脑t
学证实

0特定领域q，,-认知能M6最近st区进[
w时、w早干预有利-./6认知st!CO#。 0*%过
v"，根7最近st区6思想，*N需p依7%生已
有认知水平Zp0认知水平确定适宜6*%E标，%
生通过适当努M能够得=实现。 E前，这一*%假设
得到F$%6实证研究 !P?#， 该研究提出*%过v6
“预测—传递”模型，0N生互\6过v"，*N如果
能够x%生6知识水平进[\态、实时6预测，=此
形成S当6知识表征，然后N生间再进[有效6知识
传递，当这些过v成功进[时，知识将从*N传递给
%生，否则，传输将}失败。 可见，*Nx%生p0认
知过v6预89更有助-知识6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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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发展区的诊断

1． 由A近发展区诊断衍生动Q|估
自比纳 1905 ]编制世界上^一个标准{智M测

验8，智M测验就一直备受关注并存有争<，它只是
“静态地”反映个体st6a果[12]。\态评估（Dynamic
Assessment）是 由 维 果 斯,6同 事 Luria（1961）,-
“最近st区”A论提出6f=探查./p0st水平
6测验方法 [13]，又称%习p能评估（Learning Potential
Assessment）、交互测试/评估、最近st区域6测量 [14]

等。 该测试方法是0评价过v"通过评价者Z%生6
互\，探索Zs现%生p0st能M6一系列评价方
式6统称[15]。

2． 动Q|估的两+取向
依7x最近st区概念6不同A解，将其归纳F

两种\态评估观[16]：整b*%6评估Z整b评估6*
%（#表 1）。 ^一种观点认F最近st区OF%习者
6个体特征可=测量，并0不同6*%情境保持一定
6稳定性。 ^二种观点认F，评估s生0最近st区
q， %习者:*%情境6相互Of创造l最近st
区。

’ 1 BO评估的两种q点

3． 基于动Q|估分析A近发展区的问题
x上k\态评估6两种取向进[批&性6审视：

^一，\态评估仅仅提供l最近st区6宽度，需p
,-C5789，进一步探究最近st区6表征w其
~响因素。 ^二，区域测量=w方法论上6{难[17]，需
p实证研究6支持，通过汇聚:%习者相关6认知过
vyz，选取57;模方法计算最近st区，x构;
:验证评价6效度更有意义。 ^W，\态评价需p0
评价过v":%习者进[互\、干预，人M成本Z时
间成本相x较高。 如何借助C57将自然%习过v自

\嵌入\态评估过v，将x*%实践产生更C6研究
价值。^四，E前，\态评估C部8ef0认知6特殊
领域，如何ef到真实6*%gh，使其成F评价、改
进*%6重p依7，需p引8*育研究领域6极C关
注。 此外，上k\态评估6两种观点尽管存0着差异，
但0*育实践"，e该将两种观点相互融b。

（三）大数据P持下嵌入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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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学评JK与统一

@、最近发展区的’征与计算

当%习者置身-特定6*%gh:任务"，需p
精准定位其个体能Mst6可能区间才能F其提供
最有效6%习支持。 0%$领域，探讨%习者,-Q
K概念%习6最近st区6表征、 量{w可视{，F
*N选择最佳*%时机提供适宜*%干预提供重p
依7。 北京N范C%未来*育高精k创新"K研s智
能交互公共服务平台智慧%伴，平台构;l%$素养
:能M表征模型，依7%$素养—能M表现—QK概
念6统一编码设计%$能M诊断B具，F刻画个性{
6\态%习过v，量{%习者%$领域最近st区提
供重p6诊断框架Z57支撑。

（一）学科素养与能力’征模型
%$素养:能M表征模型，F开t%$能Mst

6过v性、常态{6追踪研究=wF评估%习者最近
st区提供诊断框架。

1． 基于学t核心素养f建学t知识图谱
智慧%伴,-%$QK素养厘xl若干QK概

念，构;l各个%$6知识图谱。 QK概念是40%
$知识体系"占有QK地位6“C概念”，统ll若干
密切相关61概念群，并且QK概念之间通常具备知
识链接6逻辑关系[19]。 如图 3 所示，呈现6是5%%

$QK概念知识图谱w编码。 其"，5:代5F一级
知识o题，5:式、方v:不等式、函5F二级知识o
题，05:式"，创;l有A5、实5等 7 个QK概
念，各个层级6知识o题Z相e6QK概念都进[统
一编码。

2． 学t能!进阶g型
%$能Mst 3×3 p素模型，体现%$知识Z素

养6进阶层级，能够刻画%生0一段时_认知st6
\态过v，如图 4 所示。 %$能M是4%生顺利进[
相e%$6认识活\Z问题解决活\所必需6、稳定
6KA调节机制。 该模型6A论依7是，将%$认识
活\概括FW个层面：=5%%$FG，^一层面属
-知识、经验输入过v，涉w观察S忆、yz提取、关
联整b等活\，概括F%习A解能M（A）；^二层面属
-知识、经验输出过v，涉w89解释，推A论证，问
题解决等活\，概括Fef实践能M（B）；^W层面属
-知识、经验高级输出过v，涉w迁移创新、复杂推
A、探究;模等活\，概括F迁移创新能M（C）[20]。

图 4 学科能力 3×3 要素模型

3. 学t能!表70"及测|工具
能M表现4标是依7课v标准，x%生0不同能

M层级6%习过v:表现进[6刻画:描k，是%$
能M层级模型6具体{。,-%$能M:素养6诊断
B具，=此F测评框架，依7知识点所属6QK概念、

图 3 核心概念‘p图谱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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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M层级、QK素养Z问题情境等x测试题E进[@
维度编码。

（二）学习者最近发展区’征与计算

1． 学t领域学]者A近发展区的表征
%习者0各个领域都存0最近st区，Margaret[21]

jk概念%习6最近st区评估，他4出认知st6
a果是高级思维KA功能，st这种能M6,础是x
o题概念6掌握，需p0真实或完整概念6层次上进
[思考，包括x完整概念6抽象、综b、比较、区8等，
这是st高级KA6必p过v。 概念掌握:逻辑思维
之间是形式:q容6辩证关系，0逻辑思维6st方
面，:获得新6[FZK智st到更高阶段联

攻克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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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6得8Z@步骤反馈提示情况6得8。 G如：
一个题E最初解答正确，该题E获得满8值；同一个
题E进[^二次尝试解答不正确， }减?相e85，
=此类推，直到得出正确答i。 同时，也}得到%习过
v6迁移85。

一方面，,-最近st区6表征模型，计算最近
st区（中心）0知识A解能M、ef实践能MZ创新
迁 移 能MW个 维 度6范 围 区 间 Zpd_n1、Zpd_n2 Z
Zpd_n3：

Zpd_n1=【fpre1(x1，x2，x3) ，fpost1(x1，x2，x3)】
Zpd_n2=【fpre2(y1，y2，y3) ，fpost2(y1，y2，y3)】
Zpd_n3=【fpre3(y1，y2，y3) ，fpost3(z1，z2，z3)】
其"， 依7上k 3x3 %$能M表征模型，x1、x2、

x3，y1、y2、y3，z1、z2、z3 8别代表知识A解（A）、ef
实践（B）Z创新迁移（C）W个维度6 3 种评价4标，
fpost1 （x1，x2，x3）、fpost2 （y1，y2，y3）Z fpost3 （z1，z2，
z3）8别是%习者-@步骤反馈提示后，0W个维度
p0st6能M素养， Z%习者已有能M素养 fpre1
(x1，x2，x3)、fpre2(y1，y2，y3)、fpre3(y1，y2，y3)构成l最
近st



2020]^ 7_（‘^ 327_）

算法，0知识A解、ef实践、创新迁移W个维度生成
最终6测量4标集bZ系5，构;%习者最近st区
（边缘）6计算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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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e6测试题，x%习者概念%习过v"，其能M素
养6最近st区达成情况进[%习Y验，反馈a果O
F下一阶段精准*%辅导6依7，实现将诊断评价嵌
入课堂*%，促进*—%—评深度融b。

!v"课后进行精准补偿6教学
针x%习者最近st区q未达成6能M表现进

[精准补偿性%习，促进%习者p0st。 可=采取
*N面x面6针x性辅导、双N01辅导、利f智能
%习平台推荐适e性%习资源等不同补偿性%习形
式，=激s%习者概念A解过v"，0知识A解、ef
实践、创新迁移@维度纵深st。

y#总>和启示

因材施*不仅关注%习者已有认知能M，更p关
注%习者认知st过v， 尊重个体差异Z个性{需
求， 遵循*育规律Z%习者认知st规律6课堂*
%，0C57时代被赋予新qr。 最近st区6重p

思想很好地jkl*%:st6关系。=往6研究较
@聚焦-最近st区6意义wef，ab*育%、KA
%:计算机$%，探索最近st区6表征:计算，将是
x现有研究范式6一种创新。,-最近st区6评估，
=%习者认知st6视角， 从x%习者现有能M6静
态评价，转向x%习者stpM6\态评价；x%习
者能M单一片面6评价方式转向@元3面6评价方
式。,-最近st区6精准*%，F*N设计、调整w
改进精准且有梯度6*%，满足因人而异6%习提供
一种新思路：从注重%习者6知识获得，走向注重%
习者6%$素养st； 从,-相x孤立知识点6讲
+，走向,-o题6系统*%观6;立；从,-%习
者已有静态水平6知识;构，走向,-%习者\态s
t区6知识;构。 *N0%习者最近st区q，搭;
适宜6%习支架=最C{激s%习者6stp能。 同
时，_望,-最近st区6精准*%能够从@方面t
开实证研究，x课堂*%实践产生有意义6~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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