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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图学习的“先行后知”

□ 张优幼

在生活中，常常能见到四五岁的学龄前孩童利

落地玩着手机。他们认不了几个字，家人一般也不

教他们怎么玩，只是给了手机让孩子自己玩。那么

他们是怎么玩转手机的呢？事实上，儿童的认知心

理和成人是有本质区别的。成人总是先想好怎么

做，再按既定的方式完成；而儿童总是喜欢先尝试，

失败了再尝试，有了经验再进行下一步尝试。这就

是所谓的“先行后知”吧！

脑科学认为人一般有两种基本学习方式，即路

线学习和地图学习。成人的解决问题思维是路线学

习。想象一下，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短期出差，一

般会依靠导航系统、他人指路或直接打车等方式，

去想要去的地方，这就是路线学习。路线学习的好

处是能够很快到达目的地，但我们其实对这个城市

仍不了解。这种“先知后行”的方式直奔主题，一旦

出现意外情况，如堵车和修路等就束手无措了。

孩童的学习是地图学习，好比你去一个陌生城

市工作一段时间，有时间骑自行车或步行，在城市

里到处游览和闲逛，这样你就慢慢获得了对这个城

市的“整体印象”，包括它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等。

这时若你需要前往某地，就会有多条路线可供选

择，遇到问题时也能灵活变通。所谓的“走走弯路，

看看风景”即如此。

两种学习方式无所谓哪种更好，但最好的教学

一定是最能适应学习者认知特点的教学。从基于地

图学习的“先行后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学习的过程不可轻易按下快捷键。阅读和理

解，转换和迁移，分类和比较，操作和整理，都需要

学生在体验中积累经验，经历从低到高的思维渐进

过程，经历由扶到放的自学过程，经历从具体操作

到图式表征的过程。学生通过地图学习，理解和掌

握知识，往往可以有多维的思考、多向的联系、多点

的组合，这会让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更灵活，做到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

核心素养的发展是不可走单一路径的。班级

授课制隐含着“把全班学生当成一个学生来教”的

整体力量，教师也喜欢在课堂上听到对应预设的一

种声音。然而，数学的抽象、推理和建模更需要异

中求同的归纳和比较。在开放型任务的驱动下，学

生会呈现出不同的原始思维，在归纳和比较中感悟

概念、性质、关系和规律。诚然，教师如果允许学生

用不同的路径进行探索，学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错误。错误可能源于学生的原始思维起点、学习难

点以及负迁移的学习节点……这些都是差异化课

堂的真实创生资源。教师应敢于放下急于奔向终

点、奔向成功的愿望，放下急于矫正学生错误的习

惯，放下对好生、差生的既有评判，让学生经历“先

行后知”的过程，给予学生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教学变革的理解和实践是不可截取“关键词”

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颁布后，

“核心素养”“一致性”“量感”“项目化学习”强势来

袭。教师教学时会因为这“新”的变化感到迷茫。

如果以路线学习的方式来理解新变革，教师只会关

心这些“关键词”，直奔主题，思考“怎么做”。但如

果教师以地图学习的方式来理解，会更深刻地思考

“为什么”和“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回应“怎么做”。

基于地图学习的先行后知，倡导学习者在学习

中有自我驱动，有经验积累，更能整体把握，融会贯

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能让学习者享受成功的体

验，是为师者最开心愉悦的事情，更是基于核心素

养的教学变革之目标所在。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教育教学发展中心

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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