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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课堂上沉睡的问题

主持人：观摩了 9 节“无边界微型课”
后，大家认为这样的课突破了什么？

何莉：边界这个词非常有意义，两者
的边界与可能在于，你的世界也可能是
我的世界，既不是你的世界也不是我的
世界，可能是一个无人地带，这个地带可
能会有许多新鲜的东西产生。无边界实
际上是一种可以创新的地带，也是一个
第三空间，因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
可以让我们闲庭信步产生无限联想的
地方。

无边界微型课是基于知识内在的逻辑
联系所升华的课程，唤醒了课堂上沉睡的
问题。许多时候，一些沉睡在课堂的问题，
教师不是不知道。比如，季风的问题，气温
高、气压低这个概念，教师没有办法解释，
无法带领学生深入挖掘背后的知识。地理
教师沉寂了10多年没有解开这个问题，然
后请物理教师解决。物理教师开始也没有
理解，直到他上网搜索气压是指大气对海
平面的压强，是地理通用的名词，这时才知
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教师知道的，还有一
些沉睡在课堂的问题是教师不知道的，这
都需要唤醒。

主持人：这 9 节课是典型的跨学科教
学，这种教学不是把两门课或几门课放在
一个教学目标下，而是以一个学科为核心，
另一个学科以丰富它而存在。在一个教学
目标下，为了解决一个共同问题，决定了哪
几位教师走在一起，进而形成跨学科教学
思维。

张欣：卢湾中学无边界微型课的整
合有三个特点，一是学科内整合，做得很
到位；二是学科之间整合，形成了常态；
三 是 学 科 与 非 学 科 之 间 整 合 ，已 经 开
始。突破边界，突破什么、怎样突破、谁
来突破，通过深入思考课程整合，这些问
题会找到答案。

杨四耕：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上初
二时，县里每所学校选一位代表参加物
理竞赛，我有幸代表学校参加，考了两个
多小时，考得昏天暗地。回家后，妈妈问
我考得怎么样，我说感觉还不错，但是有
一道题怎么也做不出来。妈妈让我说说
是什么题，于是我拿着小木板在泥巴地
上把这道题画给妈妈看。这道题目是在
一个天平上，左边的托盘放着一杯水，右
边的托盘放着一个砝码，天平平衡了，现
在往这杯水里放 1 克的小木块，漂浮在
水中，浮力等于重力，请问天平还会平衡
么？妈妈说，不平衡。我问为什么，不是
浮力等于重力吗？妈妈说，这个木块不
能白放，她搬出家里的水缸，从里面舀出
一碗水，放在托盘里，然后移动秤砣，问
我平衡了吗？她又放了小木块，小木块
漂浮着，秤翘起来了，不平衡了。虽然妈
妈 没 读 过 书 ，却 会 做 试 验 ，这 就 是 无
边界。

后来，我对妈妈说，假如让100斤小木
块漂浮在水面上，那一定不平衡。妈妈说，
这没有科学依据，只要放下去就会不平衡，
不管它的重量是多少。这就叫智慧。

2014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深化
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
见》的文件相当及时，关键词在立德树人，
课程建设仅仅是为了课程是没有意义的，
意义在于“人”。课程改革要真实地站在
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理解，为什么要丰富学
生的课程。

我经过10多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
课程的丰富性与教学的有效性相关。当我
们提高教学质量时，如果一直在教法上做
文章是没有前途的，要思考怎样让课程变
得更加丰富，以此提升教学质量。我非常
赞同沙龙的议题，教师不要把学生关在教
室、关在校园、关在书里，这样的课程不是
学生需要的。

育人走向第三空间

主持人：今天，无论是课程建设还是课
堂教学，学校层面的设计一定要从“人”的
发展出发，最终才能回到“人”——培养什
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学校工作
的起点。突破边界不仅仅是课程这一个维
度的事，因为育人是多方位的。接下来想
请 3 位分享的观点是，我们还可以在哪些
维度上打开原有的边界？这个边界突破了
什么？我们所做的突破又是为了维护
什么？

杨四耕：听课时，我在本上写了一句
话，“让课程与完整的世界融合，世界的边
界在哪里，课程就应该在哪里”。我们周围
存在多个空间，第一个指的是家庭，第二个
指的是工作单位，第三个指的是娱乐购物
场所。在学校里，书本和教室是第一空间，
但只有这个空间是不够的，还要有走向校
园的第二空间课程和走向旷野的第三空间
课程。

第三空间表现为多维联结，不仅是地
理概念，也包括四维的宇宙概念。我们可
以在学习实践的自由度、学习空间的广阔
度、学习方式的活跃度、学习内容的丰富

度、学习体验的愉悦度、学习需求的满足度
等方面做大量工作。

主持人：从教室到校园，再到社会，让
世界成为学生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对“界”的寻找是动态发现的过程，我们
永远不知道世界的“边”在哪里，所以我们
永远在探索的路上。

张欣：从哲学层面说，我们需要具备反
向思维，虽然我们谈突破边界，但是首先要
肯定边界的存在，而且边界越清晰就会越
有价值。构建课程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学
校的课程体系是特色课程体系的一种构
建。有些学校在书目的进口开展整合，在
卢湾中学我看到了在出口做整合的价值和
意义。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整合，有三个目
的。第一是基于各个学科任务单的主题
整合，第二是为了学生生活的整合，第三
是为了学生潜能无限发挥的整合。现在
的课程应该是空气，是阳光，无论什么样
的“种子”都能在这样的课程环境下生长，
而且是无边界生长，这样厘清方向后再建
设学校的“课程图谱”，可能会少走许多
弯路。

何莉：我在想无边界课程的生存法则
应该是什么。第一应该是划清无边界背后

的边界。现在的边界，本来就是为了更好
地认识世界而划分的界限。但是我们发
现，近 20 年来知识界有一个趋势，所有的
科学家都非常关注学科的交叉点和融合
点，而且近年来诺贝尔奖也是跨界的，或者
踩在边界上，比如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
勃·迪伦。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界”，是原来的
认识，与现在的认识不一样。至于怎样突
破，我非常赞同把“立德树人”作为核心，
一是找到教学与地域之间可以整合的边
界，二是找到教与学之间可以突破的边
界，教与学的资源是不是也可以突破，每
个学科都留出 5 分钟，让学生做老师。三
是找到生活与学习之间可以突破的边界，
学生走到街道、社区、外企、医院等进行参
观学习。

从认识“自我边界”开始

主持人：我们再把话题往深处引申一
下，突破边界不可能是一直盲目地向外生
长，特别需要回过头看看需要守护哪些
边界。

杨四耕：边界是一种无奈，边界是
一种担心，边界是一种安排，无边界才

是事实。起初，我们并没有把各学科分
得那么清楚，语文学科就是语文学科，
政治课就是政治课，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整个体制安排内，我们能不能
有所突破。然而，突破的目标是为了更
好地育人，让学习回到学生的身体和灵
魂，让课程真正实现政策诉求的“立德
树人”。

我在台湾观摩过一场高二年级学生
的物理考试，内容是一篇 3000 字的关于
地球和月球关系的说明文，题目是“一个
68 公斤的男人走在月球上会有怎样的改
变，如何描述这种改变，写一篇 2000 字左
右的文章”。后来，我把这道题拿给一所
高中很优秀的学生看，他们一看题目是
跨界的，便不知如何解答。由此我们看
到，学习到底是为了考试还是让学生更
好地去驾驭这个世界？我想答案谁都
清楚。

张欣：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整合的前
提应该是有清晰的边界。当我们解决问题
时，如何综合使用钳子、螺丝刀、扳手？基
础教育对教学边界太清晰了，综合应用到
一个什么程度就成为一个问题。没有边界
就没有突破，不清楚这一点可能就要走到
另一个极端。

何莉：有些东西是无边界的，有些东西
是我们应该固守的，比如教师的专业价值，
专业是有边界的，但价值是没有边界的。

“人”是没有边界的，育人的初心也是没有
界的，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有界”的，什么
是“无界”的，就知道应该坚守什么，追寻
什么。

主持人：我表达一些看法。在课改中
有两对关系非常重要，一个是教与学的关
系，另一个是师与生的关系。我们无处不
在关系中，在关系中活得舒服的人，一定是
自我边界非常清晰的人。自我边界指的
是，个体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范
围在哪里，既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不受侵
犯，也不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守界”就要
从认识自我边界开始。

那么，再回到课改的两对关系中，我想
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教师不要过度传递
知识，保障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不受侵犯；
第二句话，教师不要过度管理，要充分发挥
领导作用，保障学生的自主发展权利不受
侵犯；第三句话，教师不要过度控制、干预
学生，保障学生自然形成完整人格的自由
不受侵犯。这也是我们需要坚守的“边
界”。我们都知道，“学校即社会”，我再补
充一句，“社会即环境，即条件”。我们打破
一些边界，守护一些边界，都是为了给学生
提供一种生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点亮他
们的人生。

“突破边界”黄浦现场会·沙龙

“无边界微型课”引发的沙龙研讨——

学校育人的“破界”与“守界”
主持人：郭 瑞《中国教师报·课改研究周刊》主编
嘉 宾：杨四耕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张 欣 洛阳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中心副主任 何 莉 上海市卢湾中学校长
点 评：尹后庆 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什么要跨界？
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方面，要让教育回归本源，因为回
归本源的教育不能只让学生记住碎片化
的知识，学习不能只了解单学科领域的内
容，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做人。教育
回归本源还表现在，让学生对世界有一个
完整的理解和认识，当学生理解了完整的
世界，他们会发现所有的学科知识都是有
联系的。如今，许多学校的课程缺乏有效
整合，教师教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片面性知
识，无法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因此，
我们需要跨界。

另一方面，事物的本来面目与真实世

界的本来面目是有联系的。工业化时代
构建起来的学科体系相对完整，当时进行
分科教学有助于人的学习。但是，我们不
要单纯地认为教育本该如此。特别是在
今天，应试教育带来了知识的碎片化，忽
略了学科知识本身的联系。在这样的文
化体系中，连学科知识本身的体系都被碎
片化了，更遑论在学科与学科之间建立联
系。因此，世界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今
天的分科教学是不是有利于一个人的成
长，是不是有利于把真实完整的世界呈现
在学生面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还有，今天的课堂需要把现有的知
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问题与问题

的联系，情境中学科知识与其他知识的
联系，往往是一个综合地带，这一地带
是学生建构知识的重要地方，是知识与
知识碰撞的地方，是智慧迸发的地方。
当学生的学习遇到问题时，他们的能力
一定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而
某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局限于一门学
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必须打破现
有的学科界限。

同时，我们提倡的跨界应该是有目
的、有计划的教学设计，应该是有组织的
教学活动，这种目的、计划的动力来源于
一个真实的世界，需要我们在课程实施过
程中去创造，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

设计与活动，去编织知识和能力的全新网
络。所以，我们在构建“课程图谱”时，不
是漂亮的课程越多越好，而是要建立事物
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然后再衍生出课程的
结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跨学科知识网
络的建立，让学生感知真实完整的世界。

就像音乐、美术与文学的结合是一
门综合艺术一样，当它们彼此建立联系
时，其实我们对世界、对知识的认知会
形成一种新的境界。我们强调，教师要
从提升能力转向提升境界。因此，我们
要让教师在跨界的过程中，升华自己
的精神世界，要开展更加充实的文化学
习，让教师寻找跨界的乐趣。

（本版内容根据11月17日“突破边界”黄浦现场会发言整理，有删减）

尹后庆：在跨界中感知真实完整的世界

日前，由中国教师报主办，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会承办的全国中小学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暨“突破边界”黄浦现场会在
上海市卢湾中学召开。会议期间，围绕“学校育人的‘破界’与‘守界’”这一主题，来自上海、河南等地的教育同仁展开了沙龙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