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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裴娣娜

在《中国教师》撰文，改革开放以来，课堂

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特

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让课堂焕发

出生命活力”的命题从“促进人的发展”角

度出发定位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实现了

对以苏联的“五个环节”和继后的“教学模

式研究”为代表的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课

堂教学固有思维模式的根本性超越。课

堂教学改革成果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现代课堂教学观和学习观的确立，重新

界定“学习”的概念，揭示现代学习的选择

性、实践性、社会性与创新性；二是基于学

生的学习发展过程本质是主体经验的不

断积累和不断重构的内在体悟这一认识，

尝试揭示学习过程的基本结构与要素，认

为要以知识、智慧和意志为学生发展的基

础要素，而实践活动与合作交往则是制约

学生个体发展方向和水平的两个重要条

件；三是基于“在活动、实践基础上通过合

作与交往促进学生个性差异发展”这一基

本思路，以“参与、合作、体验、探究”为特

征，形成发展性教学策略，展现学生多样

化的学习活动方式，并促进课堂教学中教

与学行为的深刻变化；四是创生了课堂教

学实践的多种形态，展现了中国实践工作

者丰富生动的创造。

课堂教学改革的四大
成果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李

松林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撰文，倘若课堂能够在有限的学习

条件下引导学生经由“有限”领悟“无

限”，借由“精小”把握“卓大”，那么这样

的课堂便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质

量，提升学生素养发展的质量。只要我

们从课堂的这个固有矛盾来审视，无论

课堂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学生学习与发展

的减负提质，都需要构建能够引导学生

经由“有限”领悟“无限”和借由“精小”把

握“卓大”的高质量课堂，即“小学大成”

的课堂。我们可以借助四个关键词对

“小学大成”的课堂进行描述和刻画。一

是“少而精”。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虽

然教师教得少，但是学生吸取到的则是

最为精华和最有营养的部分。二是“小

而大”。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虽然教师

教给学生的只是小事物和小知识，但是

学生领悟到的实则是背后的大道理和大

智慧。三是“多而合”。在有限的时空条

件下，虽然教师为学生打开了多个方面的

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但是所有方面的学

习内容和学习过程又是一个有机融合

体。四是“快而好”。在有限的时空条件

下，教师不仅能够实现学生的高效率学

习，而且能够促成学生多方面素养的同时

发展和整体生成，进而让学生发展出能够

应对现实世界和复杂情境的广泛适应力。

（伊哲 辑）

高质量课堂的描述和
刻画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

究院院长李政涛在《北京教育》撰文，教师

的生命在课堂。教师进入这一世界之前，

需要以审慎的态度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

课堂适合你的生命吗？课堂可以成为你

生命的一部分吗？无论有多少裁度教师

工作绩效的评价指标，最根本的尺度是藏

于教师内心的自我尺度：“我”有没有通过

课堂活出自己的生命？活好自己的生

命？“我”有没有在课堂上活出“我这个教

师”的生命质量？“我”有没有因为课堂的

存在，实现了“我这个人”的“生命价值”，

拥有了“生命尊严”？“我”有没有把课堂真

正变成我生命的根基，即使没有庄子所言

的“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的豪情，至少

可以“深根宁极而待”，等待“我这个生命”

通过深深地植根于课堂，最终绽放出属于

我的花朵，在教育的天地中摇曳身姿……

没有一个课堂可以复制，没有一个生命可

以重来。活在自己的课堂里，就是活出自

己这一个“不可重来的生命”。

教师需要“活”在自己
的课堂里

指向学科实践的语文风向标指向学科实践的语文风向标
——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小学语文公益师训会”走过三年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 杨智伟 洪 湖

第一次在《中国教师报·现代课堂

周刊》刊发的文章中看到“纠偏”一词，

我的心似被光芒击中。这个词颇有一

些哲学的味道。就像文中指出的，“不

断纠偏，就是不断走进未知地带，形成

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纠偏是课改

的行动哲学。课改是不断走出偏见的

过程”“无论你选择做什么，最终都要

在不断纠偏的过程中回到教学的基本

问题上来……”这些观点都不断深化

着我对当下教学改革的认识。

我对“纠偏”一词的理解体现在

三个方面。

面对新事物，先别急着怀疑，要

警惕我们的“偏见”。课改中出现过

不少新概念、新理念、新模式等。面

对这些新事物，我们常常是抱着怀疑

态度，敬而远之。2017 年，我所在的

学校开始尝试实践“学习共同体”理

念时，便遇到了这样的境况。不少教

师都在怀疑和观望——学习共同体

真的能有更好的学习效果吗？“静悄

悄的革命”到底应该怎么进行？《为了

合作的学习》一书中曾说：教育这个

行业其实得了一种病，就是求全责备

的病。这个病表现在要求一切改革

举措都必须是完美的，否则就不必推

行。这使得我们陷入了“要么成功，

要么就什么都不必做”的境地。有时

候，接触到新事物，我也会为自己的

“害怕”找借口，其实世界上本来就不

存在毫无缺陷的主张和做法，课改也

不可能有一试就灵的秘籍和药到病

除的解药。

面对新事物，我们的“偏见”还表

现在对新事物的了解不够清晰、全

面，就轻易去下结论。比如，在践行

学习共同体理念之初，四人小组围坐

在一起，就常常有人质疑：学生围坐

在一起，会更容易说小话。几年来的

实践证明，这些都是偏见。“偏见不需

要去消除，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偏见里

躬身实践。”小组四人面对面，可能偶

尔会讲小话，但更多时候则增加了学

生思维碰撞的机会……“纠偏不是用

一种声音代替另一种声音，而是在多

元理解中抵达深刻。”我深以为然。

遇到问题，先别急着放弃，或许只

是“偏离”。曾经在我的课堂中学生的

小组合作总是效果不好，合作讨论时

总感觉乱糟糟的，学生讨论的成果也

总是不尽如人意，于是我曾一度认为，

有这大把的时间给学生讨论却没什么

成果，还不如由老师来讲解。而实际

情况是，小组合作时所谓的“乱”，只是

学生在合作之前没有明白具体要求，

我设计的问题也不够精准；学生合作

学习的“低效”则是因为我没有给学生

足够的时间，缺乏表达方法的指导，以

及我倾听意识的缺乏和不善于等待的

干扰……这些都是细节操作的问题，

而不是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的问题，因

此遇到问题，有时候只需要及时纠偏，

问题或许就能解决或得到改进。

获得成效，总结经验的同时，还

要注意不能“偏信”。课改要警惕“经

验茧房”，经验的创造者不要困在自

己的领地自说自话。去年我尝试了

大单元教学设计，我的单元整合课例

《活动课——我会创造分数》在一次

全国教育峰会上展示，算是取得了一

点小小的成功，而后我就一直沿用这

一模式进行大单元设计。后来我发

现，这次大单元设计经验并不适用于

所有的单元内容。这一成功经验并

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对待每一种

成功经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

的，甚至是权威专家的，都不能全盘

照搬，不能偏信。

当然，纠偏是需要勇气的。最难

的是有勇气在自己既有的经验里纠

偏。我们需要在反思中甄别，在实践

中走向辩证，用行动抵抗“经验的黄

昏”，唯此，教学才能走向深入。课改

不能因为“未知”“出错”或者“求全责

备”难以持续深入，也不能因过于“迷

信成功经验”而陷入僵局。纠偏意识

让我明白，教育是复杂的，课改也不

是一蹴而就的，遇到问题在所难免，

学会纠偏才是硬道理。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株洲市八达小学）

纠偏才是课改的硬道理
□ 张 绮

我见

一个月前，正值暑期，嵇明跟随

名师工作室领衔人郑先猛参加了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举

办的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嵇明

是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语文教师，

他把这次暑期学习定义为一场赋能

之旅。他说，参加这次活动，听到了

一些熟悉而陌生的词语，如“大概念、

大单元、大情境、大任务”等。所有这

些“大”最终的目的指向什么呢？所

谓“大”，是指向“有用”的，旨在让语

文成为学生心中一道“有用”的光。

与他一起参加学习的工作室成

员王群也写下了自己的心得：无论语

文课标和教材如何改变，永远不变的

是对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即让学生

用“语文的方式”去做事。

这只是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

的一个缩影。三年来，由中国教师报

与《新解新教材》编辑部联合发起的

以小学语文教学为主题的课改中国

行公益师训会每走进一个地方，都有

很多一线教师主动卷入其中，还有一

些教师一路追随，不离不弃。

这三年，课改中国行只做了一件

事，那就是锁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热点

和焦点问题，引领小学语文教学改革

风向标。三年来，从统编教材解读到

新课标解读，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

先后走进了百余个县市区进行主题

宣讲和好课展示。尤其是伴随着《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

实施，解读新课标成为课改中国行公

益师训会的核心任务，活动的主题更

聚焦，内容更体现定制化，深受一线

教师欢迎。

语文新课标，常学常新

2023年5月18日，课改中国行公

益师训会走进苏州市吴中区，主题是

“领悟课程标准，优化学习情境”。华

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崔允漷作了《学科课程何以育人》的

专题讲座，为与会教师解答了“培养

目标、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的关系”

“学期课程纲要：为何、是何”“单元/

课时教案怎么改”等问题，鼓励一线

教师要善于用教学理论指导实践。

崔允漷的讲座让更多一线教师

对语文教学的认识有了更高的站

位。而备受一线教师关注的是，如何

理解并践行语文新课标理念。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忠豪是最早

跟随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深入各地

宣讲的专家之一。他强调，新课标提

倡以大单元设计学习过程，确立了语

文教学设计新的规范，可以使语文教

师从过去以一篇篇课文为单位的碎片

化教学设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烦

琐、低效的语文课变得更简明而高

效。单元教学意味着，教师面对的不

是一篇篇课文，而是一个单元的主题

学习，教师要学会利用课文完成挑战

性学习主题。新的设计规范改变的不

仅仅是语文课的教学，它会引起连锁

反应，必然促使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

关于大单元教学，课改中国行公

益师训会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常州市

教师发展学院副院长戴晓娥认为，大

单元教学与新课程标准中的学习任务

群理念一致，它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

线，将语文要素整合在一起，改变了传

统的单篇教学形式。由“语文核心素

养—语文学习任务群—任务单元与教

学设计—语文学习活动课时”构成的

大单元教学实施的基本路径值得关

注。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专家组成

员、浙江省温州市教师教育院语文师

训员何必钻则认为，在当下缺乏与新

课标配套的教材背景下，如何创造性

地利用统编教材资源，将学习任务群

理念承接到当下的语文课堂，是目前

一线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对新课标的认识，江苏省中

小学教学研究室小学语文教研员、江

苏省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育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李亮曾在课改中国行公

益师训会上谈到了三个“不是”，即新

课标和新课程不是对过往的割裂，新

课标和新课程不是对现行教材的否

定，新课标和新课程不是在推荐一种

新的教学范式。他还谈到了三个“不

变”，即语文课程的底层逻辑不变，语

文课程的基本面不变，语文课程的基

本方式不变。“教育就是要尊重学生

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差异，实事求

是，秉持简单思维和减法思维原则，

用语文培养人。”李亮说。

河南省南阳市姜营小学校长李

明丽这两年来一直带领学校语文教

师跟随中国教师报视频号学习课改

中国行的直播内容。她说，中国教师

报视频号就像是一个线上教师进修

学校，“通过学习，我们的教师解开了

对一些新概念的迷思，明白了大单元

教学与单篇课文教学不是取代关系，

而是迭代关系，知道了如何从一个单

元出发连接到一种文体，从一组文章

出发连接到一类文章，从一位作者出

发连接到一个时代”。

学习任务群，指向实践

伴随着“学习任务群”这一概念的

出现，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学习任务

群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学习任务群、

怎样通过学习任务群实施教学……作

为一线教师，我们既要带着思考去实

践，又呼唤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解读

和示范性解读。”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

会专家组成员、特级教师张祖庆说。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学习任务

群就成为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关

注的热点，仅2023年上半年就开展了

多场主题活动。4 月 7 日，课改中国

行走进山西晋城，聚焦小学语文整本

书阅读学习任务群；4 月 13 日，课改

中国行走进江苏镇江，聚焦新课标背

景下的拓展型学习任务群；4 月 23

日，课改中国行走进南京市江北新

区，聚焦素养指向的小学语文教学实

践；5月5日，课改中国行走进湖南湘

江新区，聚焦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教

学；5月9日，课改中国行走进广东东

莞，聚焦“优化作业设计，提升教学品

质”；8月19日，课改中国行走进河北

保定，主题是“新课标任务群视域下

的单元整体教学”。

5月 18日，在深圳市福田区举行

的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上，会议确

定的主题是“新课标任务群视域下的

小学语文思辨性教学”。特级教师、福

田区第二实验学校教师周海鹰执教了

《古诗三首》。她通过对比《从军行》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两首古诗

的内容与表现手法的异同，借用王夫

之“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

其哀乐”的诗歌情景观，从言意关联、

言意转换、言意共生三个层次，以积极

的形象思维训练推动学生言语建构，

引导学生感受中华古诗词语言的魅

力，不失为一节充满诗意的语文课。

课改中国行一方面解读传播新

课标理念，另一方面发现推介实践领

域涌现出的新经验、新成果。近年

来，特级教师薛法根一直用板块式活

动破解碎片化的教学困境，用联结性

学习打破传统的学习方式，用统整型

实践消解应试化的语文功能。

8 月 4 日，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

会走进薛法根所在的程开甲小学，这

次活动的主题是“以学习任务群深化

组块教学实践”。在薛法根看来，素

养导向的学习单元，整合了学习内容、

情境、方法和资源等要素，呈现为学习

主题引领下的真实任务，就像各种水

果榨成的“水果汁”，“榨汁”过程就是

学生在问题解决中发现和建构知识的

“学科实践”。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单

元整体教学设计，就是将知识型的内

容单元改造成任务型的学习单元，从

学科知识传递转向学科实践建构。而

小学语文组块教学将零散的教学内容

整合、设计成有序的实践板块，引导学

生通过选择性学习和自主性建构，获

得言语智能的充分发展和语文素养的

整体提升，并建构具有组块特色的语

文课程，实现语文教学的科学化。

尽管学习任务群早已成为一个

热词，但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忠豪

每次参加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的

活动都会善意提醒，语文学习任务群

尚处于探索阶段，要积极、稳妥实

施。一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语文教

材资源，尝试设计学习任务群，但没

必要过度强调任务群的种类。

改变、远见和共识

刘志红是河南省浚县小学名师

工作室一室的负责人。工作室成员

一直跟随课改中国行线上直播学

习。她说，课改中国行邀请的专家和

名师对任务群的解读“最接地气”，让

她感触最深的是，工作室成员对学习

任务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传统教学观强调对静态知识的认

知，包括知识是什么、是怎么来的、有

何价值认识。如今的任务群学习，强

调的是在完成任务的实践中学习，以

用为先，以用为重，在运用中逐步领

会知识。”刘志红说。

受益的不仅仅是一线教师。作为

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专家组成员，

何必钻曾多次跟随课改中国行走进江

西、福建等地宣讲。他说，每到一地，

都能迎面感受到小语人浓郁的教研和

学习热情。这两年，跟随课改中国行

把自己的教学主张和学科理解讲给更

多人听，形成了一定的辐射效应，也让

自己走进了一个更大的语文世界。湖

北省荆州市教科院教研员焦鹏程则认

为，课改中国行聚焦小学语文教研，一

端连着课改，一端连着教师，它的每一

次走进都是对当地教师的唤醒，也是

一线教师与名师名家的一次靠近。

改变不只是发生在个体身上，还

有更多小学语文教学共识的形成。

从课改中国行启动之时，吴忠豪

就是备受欢迎的授课专家之一。他在

报告中经常抛出的追问是：“语文课到

底教什么”“语文课教什么最有价

值”？他强调，语文教师必须转变教学

观念，将重心转移到语言经验的积累

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上，通过大量

阅读和表达使学生获得丰富的语文知

识和方法策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

高语文素养，激发语文学习兴趣。

吴忠豪一直主张语文教学回归

简单。他在课改中国行公益师训会

上常常以这样一句话结束分享：大道

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烦，邪道至

玄、至晦。在他看来，“语文课程和教

学改革应该走一条至易、至简之路！

如果我们的改革越改越复杂，那是永

远没有出路的”。

这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共识。

让语文成为学生心中一道让语文成为学生心中一道““有用有用””的光的光 （（张坤张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