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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字面意思是：如果不是经过

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如果不是经过思考

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发”的

意思是，启发，开导。但这里又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理性

启发。

兴，在甲骨文的释义中为（不同方向的四只手）�（多

柄夯具）�（口，劳动号子），表示众人和着号子一起举起多

柄夯具夯地。从甲骨文释义中，我们得出，兴是一种情绪高

涨的状态。

在历史发展中，“兴”的含义丰富了许多，具体有表 �

几种释义。

表 1�“兴”的释义

词性 含义 例句

动词 起立，站起
兴，起也。——《说文》

夙兴夜寐。——《诗�卫风�氓》

动词
从铺陈描写进入抒情

感概，赋比兴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

言、语。——《周礼》

形容词
刺激的，情绪高昂，

兴奋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诗�小

雅�天保》

不兴其艺，不能乐学——《礼

记�学记》

名词 情趣，情味，兴致
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王

勃�滕王阁序》

从这些释义中，我们可以将“兴”的含义阐释为：由一种状

态转入情绪高昂的富有情趣或诗意的境地。

中国古代强调学习的三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就是以《诗》感发意志，促使个体产生求仁的自觉，以礼实

现人的自立，在乐中实现最高人格的生成。如此观之，“兴”

可以解释为个体在物我关系之间，由文化积淀催生出的一种

符合审美性的情绪高昂的状态。这个过程需要通过个体内心

的关切与世界产生回应进而产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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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结构的形成不是认知性，而是体验性，是始于身

心整体地朝向世界的姿态。教育意向性作为一种唤起，就是

唤起身体的转向，开启个体与世界相遇的意向性结构，从而

激活个体身心想着世界的求知状态，这一过程正是“兴”的

过程（湖南师范大学教学科学学院）。

2�兴发教学的适切性

2.1�增强民族自信的本土化教学理论

����年 ��月 ��日，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

话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

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

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

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兴发教学理论源于中国古典典籍，从中国传统哲学、文

化中汲取思想核心，强调审美与感知，充满人与自然和谐统

一的哲学思辨，探究人的关切与世界产生的联系，以全人发

展和全人教育为终极目标，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

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兴发教学贯彻了古为今用的原则，

是一种基于本土灿烂文化的创新性开发，具有深远的意义。

2.2�其他国家理论的相互印证性

在著名教育家迪·芬克（'HH�)LQN）的“有意义的学习体验”

教学理论中，他为学习建构了一个模型，将学习目标分为六

个维度，分别为基础知识、应用、整合、人性维度、关心和

学会学习。在对于人性维度的解读上，迪·芬克关注点主要

在两个方面，分别是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在这样的维度中，

学生将不仅学习相关的理论，不仅只是进行简单机械地重复

学习，他们所要学习的将是知识是如何对他们的生活和他们

与他人的交流产生影响。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这么简单的

两件事，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很多时候却是缺位的。学生不

知道为什么学习老师所谓的知识，不知道这些知识可以在实

践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久而久之，便会在学习中迷失自己。

从这一点出发，兴发教学与人性维度有着同样的立足点。兴

发教学注重个体感发意志，如果你不深入灵魂，那你无法感

发；兴发教学注重找到个体与世界的回应，那么就要关注他

人、自然与世界。可以说，兴发教学的哲学思想包容性更广。

2.3�兴发教学案例

余德保在《“兴发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中

认为，“兴发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被广泛地应用

到高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热

情，还能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率；白军元在《高中数学教

学中兴发教学法的应用研究》中分别从情感的兴发、引发学

生自主学习动机，主题的兴发、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整体

的兴发，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情景的兴发、创设良好的探

究环境几个方面探寻了兴发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刘萍在《浅谈以微课兴发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的课堂

教学》中认为，无论教学形式如何变化，都是为开启并促进

学生“个体积极的教育意向性”“给个体教育发生提供一个

意义生发的境遇”，探讨了兴发教学与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性

的内在关系；彭正梅在 �K�ORVRSK��RI��G��D��R�����D��H���H���

�DV���V�D中，分析了东亚文化圈中兴发教学在学习和教育中

的情况，为兴发教学的国际化道路发出重要声音。

综上所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兴发教学的国内研究基于

的课程较为单一，最多为语文这门课；研究范式较为单一，

多为兴发教学在具体课程中的应用探析；研究主体层级较为

单一，多为初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外语教学中的兴

发教学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

3�兴发教学在葡语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3.1�教学内容

外语教学中基础教学大多为掌握一门外语的单词、句子

与语法，而高年级学习转向文学、艺术、文化、经贸以及国

际关系发展等内容。葡语文学，通过个体对于人物、事件和

世界的感知，方可实现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与作家对话，

与人物对话的灵魂旅程；对象国国度经典的文化习俗，唯有

在体验和探究中才能形成内心里最真实的感受和文化沉浸感；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面对根深盘错的国家关系中，

唯有基于祖国根基，方可在物欲横流中保持爱国热忱，坚守

高尚情操，而不至于形成“学外国语，做外国人”的病态。

在教师给的丰富刺激中，学生成为更完整的个体，更坚持着

思辨的思维，拥有着坚实的信念 >��。

3.2�教学手段

����年 ��月 �日，教育部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

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

必须加快创新发展。这要求我们要坚持学生中心、坚持产出

导向、坚持持续改进。利用先进技术融入葡语教学，探索某

些课程混合式教学，着眼学生最近发展区学习，将基础知识

放在课下学习，将最近发展区能力提高放在课堂讨论、发散，

利用各种教学平台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提出自己

看法；利用多种多媒体手段，掌握学生圈层文化，刺激学生

“兴”的过程的产生，教师辅以正确的价值引领，达到良好

的人才培养过程 >��。

3.3�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是一种隐性的教学，外语教学强调对象国语言

及文化的浸润。可以对葡萄牙语专业的教室进行装修，加入

大航海、法多、蓝花瓷等一系列葡国因素。这样教学环境的

置换，学生可以在文化浸润中更容易产生兴的状态，会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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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喜爱自己所学的语言，促进语言的学习。当然，教学环境

的创立并不仅限于教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想象，

在未来的教学中，为课程配套的 �'仿真环境可以更好地让

学生调动情感，全身心投入葡语学习，激发其主动学习的动力。

4�结语

不可以把兴发教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教学理论范式，它是

一种基于本土化的理论凝练和汇总，葡语教学的实践探析为

兴发教学在高等外语教学中提供一种尝试。希望越来越多研

究可以基于外语教学领域，提供更多可借鉴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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