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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课堂教学改革再反课堂教学改革再反思思（（上上））

新课改以来，一线教师的
教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学生

的学习方式也产生了较大转变。但在这些可
喜变化的背后，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现象。从
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课堂教学改革再反思”系列，敬请关注。

反思一：学习目标设计不精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说，课堂有
效的前提是对目标的准确把握，许多人
对教学目标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即没有
搞清楚学科知识和学生发展之间是什么
关系，纠结于到底是该重知识轻发展，还
是该轻知识重发展。其实，教学的特殊性
决定了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教学
要联系生活，回归生活。

目前，课堂中学习目标的设计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过于碎片化、难以检测、
预设过度等。所以我建议，学习目标的设
计应从教师制定的“公有制”走向师生协
商制定的“股份制”，更进一步可以向个
性化、学生私人定制的“私有制”转型；从
关注三维目标向学科素养、核心素养目
标转型，从分层不够清晰向目标更科学、
适度、具体、可测转型，从预设目标向动
态调控与生成目标转型。

反思二：对问题的研究不够

课堂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地方。
一名优秀的教师一定善于关注现实生活
和真实情境中的问题。如果忽视了课堂
中学生暴露的问题，也就丢掉了真实学

习与深度学习发生的契机。
如何才能让学生产生更多的问题

呢？我认为，一是教师要逐步减少预设
的问题，有意识地增加学生感兴趣的问
题；二是放手并激发学生提出自己的问
题，需要建立一种“提出问题比解决问
题更重要”的善待问题的课堂文化；三
是减少封闭性、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增
加开放性、有多元答案的问题；四是逐
步减少碎片化的“瘦”问题，整合或设计
系统化的“胖”问题。如此，课堂才可能
因问题而深刻，因问题而精彩，因问题
而升华。

反思三：作业设计创意过度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作业的功能
定位于“知识的巩固”与“技能的强化”，
认识的偏狭加之“应试”的指向，导致作
业无奈地陷入了机械重复、单调封闭的

误区。随着课改理念的不断深化，不少教
师尝试创新作业形式。比如，一些学校开
始逐步减少书面作业，增加动手操作、实
践探究作业，逐步减少简单、机械记忆性
作业，增加解决真实问题、不确定性问题
的应用性作业，逐步增设社会信息交流、
家庭伦理与生活等家本课程作业。但是，
在这样的创新作业设计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

据媒体报道，上海一所小学一年级
有这样一项暑假作业：“从现在开始，请
你每晚 7点至 9点之间观察 1次月亮，把
看到的月亮形状画下来，坚持 28天。”这
样的作业看上去是否简单又有趣？然而，
这道题目却存在知识“硬伤”，学生很难
真正完成。原来，根据天文规律，月球每
天升起的时间都会比前一天推迟50分钟
左右，也就是说，每个月约一半时间，月
亮要到第二天凌晨甚至一早才升起，又
在白天悄悄落下。孩子们无法按照题目

要求，在晚上7点至
9点找到月亮的踪影。
表面上看，这道题目颇
具“创新意味”，出题者的
意图也是想摆脱书面作业模
式，通过观月活动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和学习兴趣。然而，却不小心闹了笑话。

还有不少创意作业表面上是留给
学生的，实际上是给家长出难题，因为
孩子根本无法完成。事实上，观察蚕宝
宝、小蝌蚪生长的题目，有许多就是家
长帮孩子完成的。这对孩子是否是一种
反教育呢？类似现象值得反思。长此以
往，会影响学生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不进行严谨的研究，胡乱编造观察、研
究结果。

课堂改革是一个不断纠偏、迭代升
级的过程，每走一个阶段都需要回望和
反思。叶澜说，深化课程改革要回到对
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上，反思课堂教学
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的，课堂改
革不仅需要火把，也需要灯塔，不仅要
走好脚下的路，也要关照未来，看到教
育的彼岸在哪里。如此，才不至于走入
误区而不自知。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南召县基础教
育教学研究室）

纵观课堂教学改革，应该说是从
波澜不兴到死水微澜，再慢慢发展渐
呈波澜壮阔之势，整个课改发展的趋
势，理念上坚持“自主、生本、对话、合
作”的精神，实践上也是各家各派风起
云涌——“生本课堂”“先学后教”“指
导—自主学习”等课堂教学改革成效
有目共睹。

然而，每一项改革的发展过程都
不可能尽善尽美。在课堂教学改革的
大潮中，我们要善于在潮起潮落间探
寻课堂之道、学习之道、生命成长之
道。尤其是要在“众声喧哗”中听出“杂
音”，于“大势所趋”中洞悉“偏差”。

1. 过于关注外在程序改造，忽略
了学生的内在自觉

人的成长一定是来自于“内生”与
“自性”。其实，学习之道归根结底是促
进学生自主性的不断增强，达到不需
要教而自致其知、自奋其能的境界。

课堂教学改革的主旨是激发学生
的主体意识及成长自觉。不少课堂教
学改革为凸显“学生主体”，对于教学
设计、教学活动的程序进行重组改造，
目的也是为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学生的学
习方式和行为习惯基本还是在教师及
学校管理者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所谓
的“自主练习、自主思考、自主检测”等
都是在教师规划与指定下活动。

有人曾说，“只要儿童没有认识到
活动的目的，没有领会到活动的意义，
就不能说是主体性学习”。缺乏主体
性，缺乏学生的学习自觉，任何教育教
学方法与措施的收效都微乎其微、无
济于事，甚至可能导致学生丧失学习
的兴趣及内动力，将学习视为一种外
在的强迫，勉为其难地敷衍了事。

2.过于关注教学组织形式，忽略
了学科学习的本质

课堂教学改革是一项整体性事
业，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包括课程、环境、教师、学生

等诸多要素。在实践操作上，一项教学
改革固然无法一时半刻做到面面俱
到，但是在有所侧重的基础上，也要注
意整体推进。

现在不少课堂改革着力于教学组
织形式的改进，如集体教学、小组合
作、个别辅导如何结合，小组分组如何
才更有效，师生如何互动等；或着力于
教学方法的改进，如推进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等，至于其教学目标
及教学内容等则往往不多加揣摩、含
糊了事。如此，常常造成课堂的畸形：
从教学流程及学习逻辑上看似乎无懈
可击，可是学科本质、学习能力、思维
方法的元素少之又少。

学习也是要强调“用正确的方法
做正确的事”，教学组织形式的改进是
在寻求正确的方法，而学科本质则是
正确的事。如果学科本质特征被淡化
和稀释，那么课堂教学改革再如何精
益求精，也只是劳而无功。

3.过于关注可量化的分数，忽略
了学生的整体发展

不少课堂教学改革为了证明其科
学性、可操作性，将学生的学习成果

（从每一节课到每一学年）窄化压缩成
可量化的分数，仿佛只有这样才是可
触可摸、可见可信的“获得感”。

对于学生的学习成长与收获来
说，分数不过是其中的表征之一。而人
格陶冶、情感熏陶、思维提升、文化渗
透、心性调养等是“不可计算”的。生命
的丰富无法通过单调的数据来体现，
成长的复杂与微妙难以用简单的测量
来表现，也许数据测量可以检测出知

识的宽度、技能的长度，但却无法检测
出生命的深度，尤其是情感的深度、心
灵的深度。

有人曾说，“被迫只顾眼前的目
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生命”。
如果仅盯住分数，那么可能只见秋毫
不见舆薪，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只是
一些“单面人”，无法成为全面发展的

“大写的人”。

4.过于关注眼前效果，忽略了学
生的长远发展

课堂教学的意义是什么？美国教
育学者内尔·诺丁斯认为，课堂是师生
自由探索人生意义与生活方式的无限
可能的领地。不少课堂教学改革为证
明其有效、高效，便不恰当地企求“多
好快省”，结果欲速则不达，剑走偏锋，
置学生的长远发展而不顾，走向教育
的反方向。

课堂教学改革若不遵循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追求立竿见影而不是深谋
远虑，没有为学生生命成长及发展作
长远之计，其结局往往是昙花一现。其
实，学生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陶渊
明曾写道：“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
增，日有所长。”教育和学习是一门慢
的艺术，任何急功近利的方式都是教
育的灾难。

课堂教学改革总是在探索中前
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察幽洞微，
发现其“黑洞”与“盲区”，从而不断调
整与改善，朝促进生命成长的方向不
断开拓。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莆田市教师
进修学院）

2011年，台湾历史学家王汎森在复旦
大学作了以“执拗的低音”为主题的系列
演讲，演讲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执拗的低
音”，这是借自于音乐的一个概念。

王汎森认为，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潮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等政治革命和运动，还是废除
科举、兴办新学等学制改革，其背后主导
皆为西方思想与理念，这可以说是近代
以来处于压倒性的“主旋律”。

可是，当时尚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
在，这些“低音”“杂音”听上去似乎不合乎
历史潮流，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真相应
该是，“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
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
是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前行”。

我想，今天我们讨论新课程改革以来
的得失问题，也要充分认识到被“主旋律”
所遮蔽的那些“低音”和“杂音”，因为我们
认为不合乎潮流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我们可以把这些被遮蔽的声音比作
“暗流”，在看似浩荡东去的潮流之下，汹
涌的暗流也可能是真正的“主流”，甚至
是与江面上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分
析史书上白纸黑字的内容，以为这些故
纸堆里的文字是历史事实。但是，被忽略
的民间社会也需要我们去正视，它是生
生不息的文化源流。

在教育领域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的人其实一直在发出“执拗的低音”，
但另一些自认为代表主流的声音，说着
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思想与理念，滔
滔不绝、冠冕堂皇地自言自语，却不在意
是否与实际搭边。

当一个社会阻断了民间的话语权、
看不到江湖的存在，那么暗流更汹涌，低
音更执拗。期待我们的课改成为交响曲，
而不是单人独奏。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合作学习研究专家）

课改中
那些“执拗的低音”
□郑 杰

我的三点课改反思
□尚兴文

问诊课堂改革的“内伤”
□林高明

警惕“技术”的另一面
□杜金山

“术”有什么不好？我们这个时代不
正是在“术”的推动下极速前行吗？

课堂教学改革不是也有许多“术”
吗？更高效、更快捷、更方便，哪一样不
是拜“术”所赐？

课改落地，没有“术”的支撑又怎么
可能？为什么要警惕“术”？难道我们被

“术”诱惑了？被“术”限制和控制了？
课堂教学改革也罢，学生学习过程

也罢，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把玩“术”的纯
技术流。看看充斥荧屏的技术产品和各
种学习秘诀的广告，“有了XXX，妈妈再
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调查一
下，哪个妈妈真的不担心了？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术”和
由“术”衍生出的设备诱惑力非常大。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但它本身却从来不是
也不应该是纯粹现代的行业。

“术”的好与坏，其实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只想取其一面而不受另一面影
响，显然不可能。所以，在利用有利的一
面时要警惕另一面，这个实属必要。正
像文字和语言，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符
号和音节的编码“术”，它确实给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带来了方便、快捷和
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谎言、欺骗和歧
义。所以，听其言还必须观其行，凡事

“兼听”则“明”。
课堂教学改革从本质上讲，改的是我

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堂教学文化，核心是
价值追求的矫正，症结在师生关系和生生
关系，表象是师生在课堂中行为方式和存
在方式的变化。“术”在课堂改革中是载体
和手段，显然属于非本质要素。

当前的课堂教学改革有陷入“术”的
隐忧，以为改“术”就是改课堂。靠“术”获
取的高效，永远是改良和优化，不会触动
事物的本质，绝非真正的改革。因为“术”
在给你高效率的同时，会悄悄剥夺或改
变学生体验的权利，并会隐性地控制学
生的思维方式。试想一下，同样一道数学
题，在草稿上演算、利用算盘和直接利用
网上的解题神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
维含量是否一样？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这
样的“术”。

学习即成长，成长肯定是过程而不
是结果。让学生去经历，就是对学习权利
的尊重；反之，剥夺经历就是剥夺权利，
就是对生命的戕害。经历了成长初期的
踉踉跄跄，才会有长大后的振翅高飞。

就像一台电脑废了我的书法功底一
样，太多的“术”其实可能是在废掉学生
成长的“武功”。可怕的是，这种伤害是在
美丽的外衣遮盖下进行的，是隐性的，无
痛甚至是愉悦的，许多教师、家长和学生
受了伤害却并不知道。

当前，“术”及设备对课改和学习的
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为
使用了新“术”的课堂就是新课堂；第二，
用“术”和设备（或秘诀）替代学生的思
维，造成学生的思维发展过程出现“跳
崖”和“断层”现象；第三，用高等级思维
方式代替初等级思维方式，带着学生的
思维“走捷径”，违背了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规律，在他们思维的田地里揠苗助长。

呼吁真正的课改人，在利用“术”的
优势和好处时，千万不要忘记“术”的另
一面，警惕“术”的另一面。

（作者系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