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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手记

阅读佐藤学
□褚清源

读一个人的书，有时候未必能读懂他
表达的全部。只有真正走近他，聆听他，与
他深入对话，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他。

认识佐藤学的思想就经历了这样一个
过程。

佐藤学的书《静悄悄的革命》在中国已
经出版15年了。15年，教育发生了太多变
化，正如佐藤学所说，15 年前教室的风景
和现在教室的风景已经完全不同。

为什么直到近两年，佐藤学的教育思
想才被一些学校和教师自发地用于实践
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课改要善于等待。等待时间
的积淀，等待思想的准备，等待经验的储
备，课改正是这样一个等待的过程，更何
况，有时候“慢就是快”。

但是，如果不是 10 多年“自主、合作、
探究”课改理念的普及，也许真正认识佐藤
学学习共同体的价值还要再推迟15年。

佐藤学最大的特点是用“蚂蚁之眼”
观察学情。相机是佐藤学走进课堂观课的
必备装备。

在上海世博家园实验小学，佐藤学像
往常一样带着相机在课堂寻找、驻足、拍
照、微笑。他如此执着于拍照，有点让人
费解。

但是，如果你听他讲述照片背后的故
事，就会明白他在课堂上关注什么。他的
镜头里记录着孩子之间的伙伴关系，记录
着师生的倾听姿态，也记录着触动人心的
学习故事。镜头里是学习共同体的真实课
堂样态。

如果说相机是他的观课工具，那么，观
什么，拍什么，则代表着他的主张和立场。

且看两位观课者的对话——
一位教师说：“佐藤学先生拍照的技

术真厉害，每个镜头都有故事，我要学习
拍照了。”

“不是他的技术好，而是心里有什么就
能看到什么。”另一位教师回应。

多么诗意的概括。心里有什么才能发
现什么，理念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观
察的结果自然不同。课堂上，佐藤学在感
受一种课堂的气息，他所关注的是课堂里
学生的状态、师生的声音、对话的细节。

难怪佐藤学的报告里充满了故事，我
发现，在谈到那些故事时，他陶醉得像个
孩子。

如果真正走近佐藤学，你还会发现他
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与我们日常进行的小
组合作学习明显不同。学习共同体是对建
立在“相互教”“相互说”基础上的合作学习
的纠偏。在佐藤学看来，“相互学”才是学
习共同体的核心特质，而倾听是实现相互
学的重要前提。构建相互倾听的关系是学
习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高质
量学习的重要因子。

这也是为什么佐藤学如此关注教室里
的声音，为什么将学习共同体建设定义为

“静悄悄的革命”，为什么建设润泽的教室，
为什么主张让同学这个名词转化为动词的
原因所在。

佐藤学说：“未来的学校应该是一个学
习共同体，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应该是平
等的，相互倾听、一起学习。”让我们一起走
向他所描述的愿景，一起践行学习共同体。

语文教学的钥匙
□梁增红

“现在语文教学装神弄鬼的太多了！”
听到这句话时，我不禁心头一颤。这里的
装神弄鬼之说，直指近年来语文课上自说
自话、无边无界、贩卖资料、玄虚空谈、歪批
戏说等“非语文”“泛语文”现象。

装神弄鬼的课，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
性。他们或轻而易举地拉起“人文”大旗充
作虎皮，以“灵魂”“生命”“成长”等道德说
教为名，无视语文学科的特质。他们深知，
一旦与“人文”“道德”扯上关系，芸芸众生
便噤若寒蝉，不敢轻易怀疑，更不敢妄加评
议；他们或打着“尊重学生”的旗号，思维如
同天马行空，主题如同满天繁星，学生被牵
着鼻子，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他们或以“创新”“与时俱进”为名，用尽各
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手忙脚乱，一派

“繁荣昌盛”，推敲玩味、咬文嚼字则通通成
了“雕虫小技”而遭弃置；他们或以“拓展”
为名，上课不到几分钟就抛开教材，拽着学
生一路狂奔却不知何往，“课内不够，课外
来凑”……

于是，我们看到语文课堂沦为少数人
的舞台、多数人的悲哀。语文教师尽情地

展示个人的才华，用自己的“深度”遮蔽了
学生的思维。原本语文功底优秀的孩子，
或许有了更多言说的时空；沉默的大多数，
则在少数学生与教师的对话中，手足无措，
袖手旁观，默默地独守一隅。每次少数人
狂欢之后，总会留下更多学生无尽的落寞。

于是，学生在热闹的课堂气氛中激动、
心动，但就是没有行动。一节语文课，不写
几个字，不翻两页书，上课全凭一张嘴。除
去满堂空泛热闹的“思想感悟”，除去一个
个玄妙高深的“人文主题”，基本上没有扎
实有效的技能训练、知识梳理。如此教学，
我看到学生学会了夸夸其谈却言不由衷，
千言万语却废话连篇，只知“表现”，不知

“我思故我在”。
于是，学生虽然学习了语文，但动笔即

错别字频出，词不达意，病句连篇，不讲逻
辑。屈原、李白、杜甫等一干名人排队而
来，材料堆砌，隔靴搔痒地转述别人的故
事。语言花哨，无病呻吟，没有半点切身
感受。

至今，我想起一些往事仍会羞愧难
当。年轻气盛的我，整日里将“人文”之类
的宏大术语挂在嘴上卖弄，俨然化身学生
成长的“精神导师”。语文课上东拉西扯，
自吹自擂，表现欲无限膨胀而滔滔不绝，学
生听得“如痴如醉”。但是，问学生学到了
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天空没有留下痕

迹，但鸟儿已经飞过。教学文本的核心价
值，语文教学的关键能力，到底如何落细、
落实，这些都无暇顾及……

有一天，好友问我：你成天讲“感悟体
验”“精神成长”“人格力量”“道德情怀”，请
问语文课上如何让学生能做到？

“读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不是
古人早就讲过的经验吗？”

“同样是书读百遍，为何有人能读懂、
读深、读透，有人却依然一头雾水？”

“读不懂、读不透的人，是因为没有方
法、策略、情感、兴趣，也就是缺少‘钥匙’。”
我有些不高兴了。

“既然如此，你在语文课上教给了学生
哪些方法、策略，又是如何培养情感、兴趣
的？你的‘钥匙’是什么？你是如何让学生
拿到这把‘钥匙’的？”朋友毫不留情地直指
我的软肋。

“书读百遍……多读书……读啊……”
我语塞了，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朋友看出我的窘态，没有再接着说
下去。

一段简短的对话，犹如一盆凉水，把我

从浮躁、浅薄、虚幻中浇醒，彻底把我从良
好的自我感觉中打回原形。我承认，我心
虚了。深思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这么多年
的语文教学，一直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无
缥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贴在地面步
行，不在云端跳舞。”的确，语文课再也不能
这样上了。我要更关注的是，学生想学什
么、能学什么，教师想教什么，事实上教了
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学生是不是在
用语文的方法学语文，教师是不是在用语
文的方法教语文。

我冷静下来。那些被我搁置一旁的传
统，似乎又在低低地呼唤我，让我找到语文
教学回家的路。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
……在大师云集的丛林中，我小心地捡拾，
细细地玩味，一个不起眼的石子，也能折射
出一番大世界。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语文教
学，期待语文教学能实在、简洁一些。

回过头，我才蓦然发觉，紧贴地面行走
的语文课才真正厚实、扎实、真实。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第二十四
中学）

我见

课堂上的禁语与暗号
□倪 蕾

其实，一个孩子就是一粒种子，只要有土壤、阳光、空气和雨
露，就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跟随佐藤学
一起改进教学（六）

课堂教学改革，无疑是佐藤学最为关注的课题。在他的引领下，许多中小学教师开始
改变自己的课堂，试图消除传统课堂的种种弊端。这些教师究竟是怎样做的——

有感于师退生进
□石媛媛

我没有马上站出来，而是后退一步，选择相信学生，
等待并鼓励他们互相补充、解释、质疑、完善。

特别策划

前一段时间，我数次走进学习共
同体的课堂，作为观察员安静地坐下
来，认真观察孩子们的学习是如何发
生的。我被课堂上倾听的力量强烈地
吸引着……

带着一份感动，我和我的孩子们一
起开始探索学习共同体的课堂，虽然只
是初步尝试，课堂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课堂上，学生们两两相伴，成为学
习伙伴。我们对讨论、交流的音量进
行了规定：声音只能够两人听见，而
且要认真倾听伙伴的发言，然后再表
达自己的看法。一开始，有些孩子急
着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会出现两人
同时在说话的情况。此时，我会轻轻

抚摸孩子的头，指指他们的小耳朵，
孩子们意识到要学会用耳朵，便马上
停下来认真倾听。渐渐地，孩子们之
间 有 了 默 契 ，教 室 里 也 逐 渐 安 静 下
来。我在孩子们中间穿梭，静静地听
着，静静地看着：看见孩子们为了轻
声交流又能彼此听见，所以会头挨着
头，你说我听，我说你听；看到一个孩
子拿着课本绘声绘色地讲，另一个孩
子则睁大了眼睛专注地听着。那是一
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此时，我看到的是安静如水，好比
图书馆的课堂。看到了每个孩子都在学
习，看到了每个孩子的思维都是那样活
跃……以往的课堂，孩子们也是以“听”

为主，听教师讲，听伙伴讲。当一人讲、
众人听时，孩子很容易分心，尤其是学
习有困难的孩子，更容易游离于学习之
外。然而，有了学习伙伴，他们往往就会
试着听。虽然有时还不够专注，但是至
少听了，往往能在伙伴的影响下进入学
习状态。

佐藤学说过：学生间的协同学习不
是“相互教”的关系，而是“相互学”的关
系。教师们经常说“会的同学教一下不
会的同学”，这在学习共同体的课堂是
禁语，而正确的表述应该为“不明白的
同学问一下旁边的同学”。因此，我在课
堂上积极鼓励孩子们若有不明白的地
方，主动问一下身边的伙伴。面对这样
的变化，孩子们一开始不太适应，关键
是提不出问题。于是，我在课前预习中
布置了一个小任务——在书本上记录
下自己的问题，然后在课堂上向小伙伴
寻求答案。

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养成倾听的
习惯，我们还约定了一个暗号：向日
葵。发言的伙伴好比太阳，其他人都是
向日葵，都要朝着太阳，也就是要看着

发言的伙伴，认真倾听。倾听的能力是
需要培养的，善于倾听的孩子才真正
会学习。向日葵的暗号就是一股外在
的力量，在教孩子学会如何倾听。每当
我发现有孩子没有看着发言的人，就
会微笑着说：“向日葵呢？”孩子们就会
放下手中的书本，有的还会侧过身子，
看着发言的孩子。我知道，即使是看着
发言的孩子，肯定也有孩子没有认真
倾听，但是坚持下去，在这样的氛围
中，孩子们肯定会慢慢学会尊重、学会
倾听。

以前在课堂上以睡觉为主业的小
昕，在伙伴的影响下逐渐参与到学习中。
他在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氛围中，慢慢被
感染。更让人欣喜的是，小昕回家还对妈
妈说：“这次测试没能及格，下次一定要
努力。”学习共同体给了孩子信心，给了
孩子学习的动力。

在学习共同体的课堂上，我看到了
学习的真实发生。其实，一个孩子就是
一粒种子，只要有土壤、阳光、空气和雨
露，就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小学）

《点亮小电珠》是小学科学课中的
内容，以往的教学一般按照“观察小电
珠的外部构造—尝试点亮小电珠—寻
找更多点亮小电珠的方法—归纳点亮
的连接规律—观察小电珠的内部构造
—认识闭合回路”逐步展开。在这样的
教学中，学生完全被框定在教师的安排
中，自主探究的机会并不多。在研究了
学习共同体的课堂后，我想打破以往的
课堂，于是做了以下探索。

从真实问题出发

课前，我准备了一些应用小电珠的
景物图片和小电珠的实物，请学生针对
小电珠提出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

学生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小电
珠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小电珠的各个部
分有什么作用？小电珠里面是什么样
的？小电珠是怎么亮起来的……学生还
梳理了这些问题，确定了研究顺序：一
是认识小电珠的结构和作用，二是研究
小电珠是怎么亮起来的，三是研究小电
珠为什么能亮。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是根据课本
内容推进课堂，学生并没有产生“我要
研究”的欲望和持续研究的动力。但是，
如果这种欲望和动力由学生主动产生，
会更有利于他们的探究和学习。因此，

本节课中，我放下把控课堂的想法，尝
试放手发动学生，引导学生针对生活中
的情境提出问题，学生经过交流，确定
研究顺序。他们以自己真实的问题为出
发点，开展关于本节课内容的探究。

教师后退

以前上这节课，我会限定学生使用
一根或两根导线，尝试点亮小电珠。但
本节课，我没有限定使用导线的数量，
而是让学生自主选择。

第一小组选择用四根导线进行连
接，并成功点亮了小电珠。此时，用两
根导线就点亮小电珠的第八小组对他
们的做法进行了质疑和评价——我觉
得你们这种连接不太好，因为用两根
导线就够了，你们用四根导线太浪费
了。第一小组对此进行了解释——我
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连接能点

亮小电珠，我们觉得这样连接也没有
问题。

要是在以前，当学生讨论进行到这
一步时，我一般都会介入，以总结或评
价尽快结束学生讨论。但这节课我没有
那样做，而是让两组学生继续进行观点
的交锋。几番交锋后，他们都未能说服
对方，但辩论却吸引了许多学生的倾听
和思考，他们纷纷加入讨论。

在学生充分交流、讨论的基础上，
我才进行总结和评价：第一小组解决
的是怎样连接能点亮小电珠的问题，
第八小组在点亮小电珠的基础上考虑
的是工程设计问题，站在工程师的角
度更深入地思考这个任务，这样的想
法真的很棒。但我也提醒他们，在表达
观点的同时，要认真倾听和思考对方
的观点是什么，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
有什么不同。

实现知识建构

以往的课上，一般是按照“教师提问
—学生回答—教师再提问—学生再回
答”的环节进行，学生的思考和发言是被
动的，他们与其他学生的交流机会较少，
在强势的教师面前，许多心里没底的学
生甚至不敢与教师对视，也不敢发言。

在这节课上，学生有自己的合作伙
伴，所以在每个环节、每一次出现问题
时，我并没有急着帮助学生，而是鼓励
学生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学生针对“怎
样点亮小电珠”提出猜想、验证猜想，并
根据多种连接方法总结规律。每一步，
他们都与伙伴进行交流；每一次发言，
他们都有伙伴的支持；每一个问题，都
有伙伴的帮助共同解决。

课上有学生提出问题：“电流是循环
的，为什么电池里的电还会少？”其他学生
说：可能是有一部分电被吸收了，可能是
电变成了另一种物质，电池里有酸性或碱
性物质，这些物质被使用了……

在这个问题的交流中，我没有马上
站出来，而是后退一步，选择相信学生，
等待并鼓励他们互相补充、解释、质疑、
完善。最终，他们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观
点，实现了知识的建构。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