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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课改下的高效课堂走向
□ 朱士超 孔利

我见

特别策划

学习共同体的秘密

“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课堂形态，正在受到更多一线教师的关注。5月底的福州，一场以“聚焦核
心素养，回归学科本质，深化课堂转型”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学习共同体高峰论坛，汇聚了500多名来自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学习共同体践行者。

论坛上的诸多问题成为对话的焦点——何为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的秘密是什么？学习共
同体为什么强调静悄悄的课堂？为什么主张听比说更重要？为什么要让课堂慢下来？与会专家就
此展开对话，烹制了一场精致的思想盛宴。

特级教师转身的故事

林莘所在的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
学（简称为F4）是此次论坛的承办方。作为
校长，林莘与学习共同体有着不得不说的
故事。

林莘是语文特级教师，曾应邀到全国
各地执教过上百节公开课，多次获全国教
学比赛一等奖。3年前的一次台湾之行，她
与台湾新北市秀山小学校长林文生相遇，
第一次接触到学习共同体，从此开始了一
场“与自己为敌”的较量。

林莘义无反顾地放弃特级教师过去的
授课方式，抛弃原来最亮丽、最耀眼、别人
想学也学不到的课堂精彩，一切归零，重新
开始。这引来许多朋友的不解。

有人说，她是“叛徒”，林莘说“我做自
己的叛徒”“自废武功，从头再来”。

“一直以来，教师都太想教了，总是忍
不住、等不及、放不下。”所以，林莘希望教
师要学做“忍者神龟”，要退后、退后、再退
后，让学生真正做学习的经历者。

观察一些公开课时我们会发现，许多
教师都在上“假课”，许多孩子都在“假学”，
假课的一个表征就是课堂只属于那些出类
拔萃的孩子，属于那些“会的孩子”，而沉默
的大多数只是陪读而已。

如今，林莘的公开课已不见以往课堂
上教师的“精彩”，她的课堂不再总是充斥
着教师的声音，她的肢体语言变得更柔软，
对儿童的尊重体现在一言一行、举手投
足间。

在 F4，加入改变行列的不仅仅是林
莘，还有一批“身怀绝技”的教师。一路走
来，F4 的课堂真正实现了“学教翻转”，课
堂回归了宁静，相互学习成了最动人的
风景。

学习共同体倡导者、日本教育学者佐
藤学来到该校，对他们的课堂评价说，这里
正在发生一场“学习的革命”。“让教室里的
学习，成为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尊重、每个学
生都能放心地打开自己的心扉、每个学生
的差异都能得到关注的学习”。佐藤学说。

因为践行学习共同体带来学校教育生
态的变化，让林莘和她的团队更加迷恋课
堂，迷恋学习共同体。于是，在F4便有了每
年一度的海峡两岸学习共同体高峰论坛。

建立相互倾听的关系

林文生在论坛上执教了一节公开课。
课一开始，他提出了学习共同体课堂的三
个原则：一是倾听记录，二是勇敢地说出我

不会，三是热情分享。也有专家这样总结：
“静静地倾听，努力地思考或大胆地发问，
充分表达或主动分享”，这是学习共同体的
三个主要特征。

学习共同体有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
比如倾听，学习共同体要建立相互倾听的
伙伴关系。在佐藤学看来，“教师在课堂上
要以慎重的、礼貌的、倾听的姿态面对每一
个孩子，倾听他们有声和无声的语言”。

学习共同体的教师要用耳、眼、心去倾
听，听出学生的困惑，听出学生内心的需
求，听出组内学生、组间群体的差异等，保
证每一个学生能安心学习、热衷学习。学习
共同体不仅关注教学的效果、成果、结果，
更关注学生解决问题、获得认知的学习过
程，关注学生的协同学习。

难怪台湾首府大学教授欧用生反复强
调，学习共同体不是不用教师教，而是不用
嘴巴教，教学是倾听、串联、回归，用身体全
心全意地教。教师要学会用手、脚乃至整个
身体，走到学生身边蹲下来，让学生感受到
你相信他。

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余文森眼中，学
习共同体有两大关键词——学习和共同
体，都暗含了一种翻转的指向。学习指向的
是教与学的翻转，共同体指向的是个体到
共同体的翻转，通过翻转凸显学生学习的
交往性、互助性和分享性，而翻转的重要途
径是倾听。

“倾听是以他人为中心的，相互倾听的
关系让学习从自我转向他人、转向伙伴，当
你心中装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在心中
装着你。所以，学习共同体是充满道德感
的。”余文森说。

欧用生是佐藤学的校友，一直在台湾
推动学习共同体的行动研究。他认为，互学
也即协同学习是学习共同体的最大特点。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协同学习？它是建立
在相互支持的同伴关系上的，透过聆听相
互认同、构筑自我，追求学习的质量，达到
学生与教师相互成长的目的。但是，协同学
习不仅仅要建立倾听关系，课堂教学设计
还要有深度引导的问题，有深度联系的桥
梁和平台，有深度体验的实践过程，如此才
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学习。

学情观察背后的教育故事

论坛中的公开课展示，每一次都有教
师自发走上去担任学情观察员。他们深入
每一个小组，坐在学生身边，安静地感受、
观察，不介入、不打扰。

课堂观察可以看见更多的可能性。课
后，学情观察员的分享往往带给大家的是

一个全新的课堂，因为对于坐在台下的教
师而言，课堂上有太多无法观察到的景象。
唯有走近孩子才能真正理解孩子、读懂孩
子，进而帮助孩子。

在点评 F4 语文教师吴志诚的公开课
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学习共同体倡导
者秋田喜代美用她亲自拍下的照片来“说
话”——当吴志诚点名没有举手的孩子
时，她说：“要把教室的氛围带到会场，吴
老师把手自然地放在孩子的肩膀上让其
放松，这一放代表的是关爱和耐心。”“一
位比较优秀的女生在课堂上先想到的是
别人，主动把发言机会让出来，然后到第
三次自己才发言。”秋田喜代美说，谁讲
谁听要弄清楚，要听困惑，要全身心去听，
作为教师，要看有没有听到孩子内心的声
音，教师要通过看学生的状态来判断他们
的学习状况。

秋田喜代美观课时手里一直拿着一个
相机，随时拍下她需要的镜头。在她眼中，
拍下什么样的照片，就反映了什么样的教
育哲学。

秋田喜代美娓娓道来的报告都是关于
课堂上的学习故事。她说，透过学情观察可
以看出学生的学习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学生开始对某些事物有兴趣，就会变
得专注着迷，比如哪些学生总是勇于挑战，
哪些学生大胆表现自己的感受。通过学情
观察，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眼睛为什么发亮，
为什么这个孩子的内心之门打开了或者关
上了。

一位教研员参加了本次论坛之后，写
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不禁自问，我们平
时怎么就没有这么深入地研究学生呢？我
们当下观察的是同样的课堂，为什么我们
没有她那独特的视角呢？秋田喜代美教授
不懂汉语，但她怎么就能通过学生的表情
与姿态，读懂孩子外表下的内心呢？我们
怎样也能宁静、淡定、从容、精细地做教育
研究……

台湾“师铎奖”获得者李玉贵在聆听了
秋田喜代美的评课报告后说，秋田喜代美
不懂中文，在同样的时间里，她却看到了与
我们不一样的课堂细节。这让我们不得不
敬畏课堂、敬畏学情。学情如海，我们身处
其中却毫不知情。我们常常把学生当作模
糊的集体，而不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个体，

“学习共同体的价值在课堂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学习共同体的实践迷思

学习共同体是正在形成的学习社群，
是活动式、合作式、反思式的，重视互听、互

学和互惠关系。秋田喜代美在论坛上指出，
学习共同体并不限于学生的学习共同体，
也是学生与教师、教师团队、家庭与社区的
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的实践迷思是欧用生的报
告主题。他在报告中抛出了一系列自我追
问：学习共同体背景下的教师真的不用

“教”了吗？有“小组讨论”就表示学习共同
体成立了吗？外在形式初具，内在学习有了
吗？“协同学习”的精神贯彻了吗……

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欧用生对这些问
题一一作了回应。

在欧用生看来，许多时候，学生在一起
讨论并不一定有真正的协同，有对话也未
必产生真正的学习。真正的对话是对话者
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协同的关系。对话是一
种教学关系，而不仅仅是语言的活动，其主
要特征是，对话者之间要有不断的论述和
参与，由此构成相互的、反省性关系。

学习共同体的课堂并不主张教师多
讲，而是弱化教师“教”的欲望，减少教师

“教”的时空。但是，教师真的不用“教”吗？
“不是教师不用教，而是不用嘴巴教，教师
要用什么教？用你的身体去教，身体的课
程很重要，全心全意地看着学生，听他说
了些什么。不是等着他的答案来给他评
价，而是要无条件地接受每一个观点。”欧
用生说。

学习共同体主张教师要少教多学、少
讲多听，让学生和学生串联起来，让今天的
学习和昨天的学习串联起来，和社会串联
起来。“‘很会教’只是教师的一枝独秀，孩
子们‘共同学’却是遍地开花”，有专家说。

学习共同体更重视学生学习的乐趣，
不主张使用奖惩系统或通过竞争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学习共同体中不需要领导者，
大家平等地学习，不主张刻意安排某种角
色，而是让角色自然产生，让每一个学习者
都有多重角色的体验。与会专家认为，学习
共同体重视差异化，主张利用差异创造可
能性和更多机会。学习共同体重视跳跃学
习和真正的学习。

学习共同体的天敌

让课堂慢下来，是学习共同体的课堂
文化。

林文生的数学公开课很慢，也很长。
出示题目后，他给出的指令清晰而具体：
读到重要的信息把它圈起来，不急于计
算，至少读三遍。他在用多读、默读的方式
训练学生对题目的理解，训练学生通过读
题读出哪些信息是无用的，哪些是有用
的，为什么……

“你别急，慢慢想，我们等你，我来帮
你。”这是学习共同体课堂上师生共用的
语言。学习共同体更关注课堂上弱者的
存在感。在学习共同体的课堂，后进生有
存 在 感 ，有 被 接 纳 感 、被 尊 重 感 、被 包
容感。

欧用生说，要无条件地相信学生，把学
习的责任还给学生，放手让学生经历学习。
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教师要做到的不是

“放天灯”，而是要有组织地让学生感受收
放自如“放风筝式”的教。

在与会专家看来，践行学习共同体要
处理好快与慢的关系。教师直接教很快，教
会学生学则慢。学习共同体重视学生的学，
所以课堂进程看起来会很慢。但是，当孩子
学会学习后就会逐渐快起来，这种快是生
成出的快，是形成性的快。万事开头难、开
头慢，这跟“磨刀不误砍柴工”是一个道理，
急于求成是学习共同体的天敌，耐心和爱
心是学习共同体的朋友。学习共同体不求
教学进度、不求当堂完成教学任务，只求孩
子把每一步都走好，每一步都走稳……

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成尚荣在报告中指出，学习共同体让
人们看到了课堂教学的新样态、新范式，它
让学生学会在课堂中过一种公共生活。学
习共同体让我们真正走近儿童，研究儿童，
让儿童研究更具体化了。

成尚荣同时指出，要警惕教学中的“黑
洞现象”。如果教师都要提出自己的教学主
张、教学模式、教学风格，把兴奋点都放到
这些方面，而忽略了教学的基本问题，那就
可能变成教学的黑洞了。

无论什么样的教学改革最终都要回到
教学的基本问题上来。基本问题往往具有
根本意义，它主要包括：真正确立教学育人
的核心价值观，在课程综合背景下进行课
堂实践，以学生学会学习为目的，以学生思
维训练为重点，学习方式要落实在具体的
学习活动中，用现代技术支撑学习……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教育学
博士陈静静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跟随佐藤
学访学，翻译过多部佐藤学的著作。陈静
静在论坛上表达了自己的感悟，她曾用10
年时间否定自己的课堂研究，然后逐步放
低姿态走近学生。陈静静强调，践行学习
共同体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秉持谦逊之心。

“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不知道学
生学习的转折什么时候发生。如果你始终
站在高处，就永远得不到帮助。”这也就是
秋田喜代美所说的，要放下我们的傲慢之
心。学习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只有始终保
持空杯心态，才可能建设有温度的学习共
同体。

当前，我们正在进入深度课改时代，深度
课改意味着一个全新课改时代的到来——

有专家认为，深度课改意味着课改“融
时代”的到来，课改将从单一走向多元、整
体，集中体现多种经验、多种教学流派的融
合共生；深度课改意味着课改“学时代”的
到来，所有的改变都基于学、服务学、支持
学；深度课改意味着课改“微时代”的到来，
基于课堂层面的微改革、微创新、微课题、
微研究等行动将成为一种常态，每天改变
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发展一点点；深度课
改意味着课改“E 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
背景下的“教学翻转”变得更简单、更便捷；
深度课改意味着课改“创客时代”的到来，
学生和教师人人都是创造者、创新者。

高效课堂是教学实践领域颇受一线教
师关注的课堂形态，在深度课改的背景下，
如何理解不断发展的高效课堂？高效课堂
要走向哪里？

有相关研究者指出，高效课堂的内涵与
外延是在不断发展的。它早已超越了字面含
义，是一个基于学生主体的课堂概念，是从教

学到教育、从教育到人的系统理念和方法。
倘若仅仅从字面含义、课堂模式等层面看待
高效课堂，往往是狭隘的，是有失偏颇的。

课堂改革不能仅仅把课堂组织形式、
学习形式当作目标，否则就会陷于肤浅层
面。花样翻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不是
教育的灵丹妙药，课堂的关键之一是教师

恰到好处的点拨。所谓的模式、技术、手段
等，仅仅是教学组织的形式而不是教学的
本质。因此，课堂教学亟待转型。

而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式正在不断升级
迭代，课堂文化的技术因子也在不断更
新。比如，学习小组从固定小组向基于需
要形成的动态小组转型；比如，从追求热闹
的课堂向安静、安心的课堂转型；比如，从
学生被动学习向鼓励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
的真实学习转型；比如，从重视知识的习得
向重视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转型，真正
实现“为思维而教，为思维而学”。

今天，课堂上教师的责任早已不仅是
研究如何“教”，而是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学
生如何“学”，如何让学生“学”得更好，这将

是高效课堂的重要课题。由此，高效课堂
的不断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一是
从读懂儿童、读懂学习的视角，高效课堂正
在引入更多工具，建构高效课堂“学习学”
的方法体系。二是从教师自身成长的视
角，建构高效课堂“成长学”的体系。三是
从学校文化转型视角，建构全新的高效课
堂文化体系，让学生在润泽的课堂文化中
自主学习、自主成长。

总之，深度课改背景下，高效课堂的发
展优化都是为了让学生身处一个相互支
持、相互欣赏的学习环境中，更好地确保每
一个学生的学习权。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腾
云石庙希望小学）

□本报记者 褚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