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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在

《北京教师》上撰文，学科教学有

自身的特殊规律，它源自两个逻

辑：一是学科自身的逻辑，包括价

值逻辑、知识逻辑和方法逻辑；二

是学科教学的逻辑，学科逻辑是

学科教学逻辑的基础，但不能替

代后者。学科教学逻辑有自身独

特的价值逻辑，表现为学科教学

的独特育人价值；有独特的过程

逻辑，表现为该学科教学的推进

与展开的独特方式，内含具体的

教学方法；有独特的评价逻辑，表

现为依据学科特有的育人价值和

过程方法进行教学成效的评价。

之所以强调学科教学规律的“特

殊性”，与跨学科教学有关。跨学

科教学也具有以“跨”为核心的教

学规律，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教

学规律，但无法替代各学科独特

的教学规律。可以说，没有各学

科教学的特殊规律，就没有跨学

科教学的特殊规律。只有每个学

科具有并带着属于自己的教学规

律，才有资格加入跨学科教学的

“大合唱”，成为跨学科教学“交响

乐”的一部分。

学科教学要遵循两个
逻辑

浙江省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

学校长俞正强在《当代教育家》上

撰文，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第一

类是“自然早于人”，这类知识存在

于自然界中，自然显现，是人对自

然的解读；第二类是“人一定早于

自然科学”，这类知识是自然界中

没有的，由人类根据需要用语言规

定出来的。对第一类知识，小朋友

会有一定的“明白”，因为他们在进

入小学前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但

这种“明白”和我们老师的“明白”

不一样，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

“明白”改造成我们的“明白”，这是

教书的第一种类型——改造型教

学。第二类知识因为是人为规定

的，小朋友上课之前没有经历过，

这类知识对于他来说就是空白。

老师的任务是把我们的“明白”灌

进他们的空白，让我们的“明白”成

为他们的“明白”，这是教书的第二

种模型——灌输型教学。小学数

学，甚至所有的教学都离不开这两

种基本型。上课前一定要弄清楚，

你上的内容到底是属于小朋友的

“明白”还是他们的“空白”。

（伊哲 辑）

成人的“明白”与孩子
的“明白”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康宁在

“盐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课程建设

主题论坛”上指出，理想的育人一

定是“完整育人”“整体育人”，而

“课程育人”只是“完整育人”中的

一个板块、一个方面、一个层面。

在今天，任何一门课程如果仅仅

就所谓属于这门课程的知识本身

来进行建构发展，可以说是层次

比较低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在不

断走向整合，当然在整合的同时

也在不断走向分化。就基础教育

而言，这是一个需要整合、需要融

合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种时代

精神，是教育的一种时代精神，也

是我们课程建设的一种时代精

神。其实，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

学校、我们的班级本来就应当是

一个整体。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

复杂原因，它们被肢解了、被分裂

了、被切割了。我们现在不过是要

还世界一个本来面目，整合并不是

一个新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整

合其实也是一种回归。

走向整合为径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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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南

方科技大学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夏艳

红穿越山海来到北方奔赴一场与好

课堂有关的研讨会，这是她这一年

的最后一次出差，却被她定义为最

难忘的一次学习。“原来我一直以为

的正确竟然是错误的”，学习结束，

她特意写下一段文字提醒自己：只

有真正倾听儿童，才能理解儿童。

她还给自己立下了 flag，每上完一节

课都要访谈学生学习的感受，倾听

他们真实的想法，让“看见儿童”成

为课堂上的更多可能。

每一个人的 2023 年都不一样，

但显然这次学习成了夏艳红过去一

年中的一次“关键事件”。

2023年基础教育课程教学领域

同样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关键事件。

这一年，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

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进一步

明确了课程教学改革的风向标，确

立了深化行动的路线图，厘清了核

心素养背景下的新起点、新主题、新

目标；这一年，2022 年基础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公布，570

个获奖项目备受各界关注，正如专

家所言，教学成果奖已成为中小学

教育教学改革的“晴雨表”；这一年，

上海市教委印发的《关于实施项目

化学习推动义务教育育人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吹响了全面启动项目

化学习的号角，明确了 2026 年义务

教育学校常态化实施项目化学习的

目标。

涌入脑海的2023年的课改记忆

不只是这些与课程教学变革有关的

“大事件”，还有课堂现场诞生的携

带着好课温度与基因的片段和细

节。我更愿意回到课堂现场展开一

些具体而微的观察。

为理解而教怎么教

这一年在山东济南举办的一次

教学研讨会上，数学特级教师吴正

宪上了一堂题为“分数意义”的课。

课一开始，吴正宪就抛出问题：

同学们，谁能讲讲你心中关于分数

的故事？于是，有了从分苹果的故

事情境引出的步步深入的深度学习

的发生。

这是一堂没有出示教学目标

的课。吴正宪借助生活视角帮助

学生理解分数，学生在不断试错中

逐步完整地认识了分数的意义，最

终让学生从模糊走向了清晰，从零

散走向了系统，从不理解走向了理

解 ，明 白 了 用 分 数 可 以 表 示“ 数

量”、表示“倍数”关系，还可以表示

单位，完成了对已经学过的分数这

一知识点的再认识。

这是一节直击核心知识、为理

解而教、充分彰显儿童立场的好

课。用吴正宪自己的话说，好课要

从“预制餐”转变为“现场蒸馒头”。

学生讲故事就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对分数的理解。吴正宪并非孤立地

上好这一节课，而是基于课标和教

材，抓住学科的大概念和课程的整

体结构，顺学而导，让知识更系统、

更立体。她的课是对教材贯通使

用，跳出知识的孤立化和碎片化，重

视儿童思维的发展。如果说分苹果

的线索是顺藤摸瓜，那么整节课打

破教材知识结构的方式则是顺瓜找

藤，为学生对分数的意义完整理解

提供了很好的支架。

这节课后的互动环节，有观课

教师提问“课堂上有学生的表达不

准确，没有做到用数学的语言表达

现实世界”。吴正宪则回应说：严格

的不理解不如不严格的理解，要允

许学生用原生态、不精准的语言表

达数学。在吴正宪看来，进行“大单

元”教学，关键在于要建好“承重

墙”，打通“隔断墙”，建立数学知识

间整体性、逻辑化的结构联系，找准

大单元的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促

进思维进阶，实现深度学习。

为理解而教怎么教，吴正宪的

一堂课提供了参考，也打开了一

扇窗。

简简单单教语文有多难

“祛除语文教学的浮华”，这是

一个老话题了。但只有走进具体的

课堂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简简单

单教语文要落到实处有多难。

2023 年暑期，我在浙江诸暨听

了语文名师刘发建的课。近年来，

他一直探索“名家经典阅读周”教

学，一周7天时间集中学习某一位名

家的经典作品。他不仅研发了相关

课程资源，也总结了适切的教学法，

这一教学法叫“五磨教学法”：一磨，

通过静静地听读，磨磨耳朵，在感受

语言中激发阅读兴趣，即“听读”；二

磨，通过放声朗读，磨磨嘴巴，在体

验语言中梳理文脉，即“朗读”；三

磨，通过有思考的品读，磨磨大脑，

在品析语言中揣摩语言风格，即“品

读”；四磨，通过认真抄写，磨磨心

境，在内化语言中积累语言，即“抄

写”；五磨，通过迁移式仿写，磨磨笔

头，在运用语言中打通读写通道，即

“仿写”。

“听读—朗读—品读—抄写—仿

写”这一流程既是教法，也是学法。

这样的教学结构决定了教师必然是

少教，学生自然要多学，学的方式就

是读与写，且先读后写，读大于写，读

写一体。这种“简简单单教语文”的

做法实现了从教到学的华丽转身。

谈到语文教学，对于教师而言，

最大的痛可能是“语文老师教与不

教，结果似乎差别不大”；最值得反

思的可能是“热衷于文本解读的语

文教学是有毒的，因为教师在不经

意间代替了学生的学习，减少甚至

剥夺了学生咀嚼文本的机会”。

语文教学的第一性原理应该指

向“读”。“五磨教学法”就是沿着语

文教学的第一性原理在实践中创生

出的经验。这一实践试图与烦琐的

语文“说再见”，是对冗繁语文教学

的淘洗，让伟大的作品通过学生的

充分阅读占据课堂中心，而不是让

教师的解读占据课堂中心。

“五磨教学法”的课堂似乎并

不具有多少观赏性，但极具召唤

性。“五磨教学法”让课堂从独白走

向了对话，实现了读写的闭环，也

为当下的语文教学注入了“学”的

活力。这样的建模就是为了确保

语文教学的正确性，即简简单单教

语文，在大量阅读中促进语言运

用。当然，强调建模的价值，不是

说有了这个模式就万事大吉了。

模式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还要有生

长性和迭代性，要警惕模式可能带

来的禁锢风险。

“五磨教学法”体现了从教到

学的转向。“从教转向学”在教育人

的日常言说中早已是常识。但是，

回到具体的课堂场景我们会发现，

从教到学的转向还需要很长一段

路要走。一直以来，我们都对“讲”

过度迷恋，而对“学”缺少足够的信

任。这样的认知就深深埋在人们

的潜意识里，多少人每天都重复着

错误的逻辑却不自知。

让教学走向全景何以落地

在一次会议上，我听了一堂一

年级学生在具身体验中逐步建起

整片森林的数学课。执教者是山

东济南天山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张

鹏。这是一节关于“整体与部分”

的课，围绕如何让学生理解整体

与部分的含义与基本关系，张鹏

设 计 了 四 个 环 节 。 一 是 通 过 报

纸 、黄 瓜 、苹 果 等 实 物 配 对 的 方

法，让学生聚焦一个物体，感知一

个整体可以分两部分；二是让学

生从一盒棒棒糖里取出一些棒棒

糖，旨在聚焦一个集体，将多部分

看成一个整体；三是通过喝果汁让

学生感知整体中所包含的看不见

的部分；四是通过撕报纸认识整体

可以分成多个部分。这四个环节

就是四个认识的层次，让学生在多

视角、多触角的体验中完整认识了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引导学生用完

整的数学眼光看世界。这堂课是

认识数和数的组成的需要，是学习

加减法的需要，也是解决实际生活

问题的需要。

张鹏所践行的正是特级教师张

宏伟所倡导的全景式数学理念。全

景式数学重建了数学课程、数学学

习，让数学教育更丰富、鲜活、完整、

适性，让学生更完整地认识数学世

界，更完整地用数学认识世界。全

景式数学打通了知识间的壁垒，补

上了数学课程教学的浪漫阶段和思

维触发阶段课程，补充了系统的小

学数学学法。全景式数学的第一公

约是“优先捍卫孩子对数学的兴趣、

信心和好奇心”。在全景式数学的

世界里，数学可以是美丽的，数学可

以是浪漫的，数学可以是具身体验

的，数学还可以是散发着人间烟火

气的……

如果走进张宏伟的课堂，你会

看 到“ 一 样 的 数 学 ，不 一 样 的 教

学”。他的课堂是学生五官苏醒的

课堂，他的每堂课都在努力为学生

未来的学习埋伏线索，让学生感悟

到“在已经知道的知识中永远还有

自己不知道的知识”。

如果说森林是生态的道路，那

么全景则是理想教学的道路。布鲁

姆曾说：“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知识都

可以教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你要找

到合适的方式。”这句话很大程度上

激励张宏伟在全景式数学教学之路

上不断向更深处漫溯。

课改的下半场课堂教学要逐步

走向全景，以“全景”育“全人”。而

新课标理念所倡导的走向生活的学

习、走向综合的学习就是指向全景

的学习，要求教师不仅要有“贯通”

的能力，还要有“跨界”的能力；要求

教师既要开启学科之眼，还要借助

教育之眼，让教学可以站在更高处

瞭望，有更广阔的观察视域。

其实，整个课堂教学改革也一

样，点状的改革早已无法满足当下的

实际需要，课堂改革不仅需要学科与

学科的接续，也需要学段与学段的接

力，更需要人与人的相互响应。

“绕远式教学”的智慧在哪里

“绕远式教学”来自一本书里的

教学传奇。

《全世界都想上的课——传奇教

师桥本武的奇迹教室》这本书讲述了

日本教师桥本武以海量阅读超越教

科书，以慢课堂夯实素养，以自编教

材突破教学困境的故事。在初中三

年他只用一本小说《银汤匙》作为教

材，带着学生自由学习。这样的绕远

式教学，看似跑偏，实则直击语文学

习本质。为什么桥本武会走上“绕远

式教学”之路，因为在他看来，有些做

法“见效快的，失效也快”。

这一教学法并非只在这本书

里，也发生在一些教师的教学和学

校实践里。北京市特级教师周群多

年来带领学生以项目式学习的方

式，做了不少“绕远”的实践。她在

了解到桥本武的做法后，曾写下了

这样一段文字：“桥本武先生和他的

慢速阅读的更大价值就是能够把我

思考的重心转移到‘道’上，即我们

应该如何去摒弃功利主义的负面影

响，回归教育的本源，遵从教育的基

本规律来开展教学，在教学的过程

中切实关注生命的成长”。

无独有偶。吉林大学附中力旺

实验中学也一直致力于教育教学理

念更新和方法变革。他们对“绕远

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苏格拉底

教学法”“费曼学习法”“大单元教学

法”等都有广泛实践。该校七年级

语文组所研究的《未来教育视域下

中学生语文“无边界”阅读的实证研

究》就是“绕远式教学”的行动研

究。在实践中，该校还分别对优秀

学生和潜能生采取不一样的“绕远

式教学”，让优秀学生的学习更有挑

战性，让潜能生的学习更有适切性。

人们对“绕远式教学”的关注，

一定感叹于桥本武的勇气和底气，

而我更看重的是他对课程资源的

开发。一定程度上说，桥本武“绕

远式教学”的核心经验就是课程资

源的开发。因此，如何进行课程资

源开发才是开启“绕远式教学”的

秘密。

关于如何开发课程，在过去的

一年里，《中国教师报》专栏作者、数

学特级教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广

华学校小学部校长王岚给出了具体

建议。她提出创生课程需要做好

“加减乘除”。加，即增加挑战性，让

每一节数学课都充满研究的意蕴，

让每一个课堂都充满挑战的快乐，

让每一个学习者都感受到数学学习

的价值与意义。减，即删减重复性，

在各个年段统整的过程中，要避免

炒冷饭、夹生饭现象，做到减少重

复，杜绝无效。乘，即迁移结构性，

课程的统整可以迁移的不仅仅是内

容的结构、教学的结构，更是方法的

结构。数学学科中的性质、规律、公

式、定理等，大多可以遵循“发现问

题—进行猜想—验证猜想—获得结

论—模型运用”这样的“数学知识再

创造”过程。除，即提炼思想性，在

统整课程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过

程，而且要关注方法，同时引导学习

者反省认知，将方法提升为策略，将

策略升华为思想。

这既是方法，也是思想。

并非结束语

经历了三年疫情，在过去的一

年里，各类论坛会议格外多了起来，

我也借此走进了不同的课堂现场和

会议现场，遇见不同特质的好课，感

受优秀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的

温度。那些好课通常充满着思维与

思维的相互启发，以及师生与师生

之间的相互点亮。

但会议的复苏并不代表着教育

变革的繁荣，变革真正的力量来自

行动。只学习不行动，只学习不思

考，只学习不改变，是虚假的学习，

也无法催生真正的变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过 20 年

来，那些被过度设计或包装过的课

改经验早已对我构不成吸引，只有

那些具体生动的课堂才更有魅力，

只有发生在课堂上的变化，才更动

人，更触动心灵，更具有召唤性，这

才是“养眼且养心”的课改景观。

约翰·科特在《变革之心》一书

中提出：“在改变人们行为的过程

中，目睹所带来的感受上变化的作

用，要远远大于分析所导致的思维

上的改变。”这让我想起了诗人惠特

曼的诗句：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

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

东 西/那 东 西 就 变 成 了 他 的 一 部

分。诗句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看

见”，被看见的“那东西”具有召唤

性。优秀的教师就是要善于把“那

东西”变成“伟大的事物”。

好课就是值得让学生看见的伟

大事物。然而，在一堂堂好课面前，

受点燃的从来不仅仅是学生，还有

观课教师身上肉眼可见的赞叹。看

见好课，才会心向往之；念念不忘，

才会产生回响。

拥抱美好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

创造出来。教师之于好课也一样，

我们“不必等候炬火”，心有所动就

去行动，以“最小行动”策略，从遇见

的每一堂好课中“取一瓢饮”，只要

行动就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