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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问 道

我习惯于把自主 、 合作 、探
究、效率、快乐比喻为新课堂的五
朵金花，今天，咱们暂且放下后面
四朵不表，单表“自主”一朵。 全国
都在倡导素质教育， 有一个问题
恳请大家思考：请问，学生的核心
素质应该是什么？ 答曰，自主学习
能力。可不是吗？自主学习能力永
远是立学之本、立生之本。 众位再
想：“自主” 这朵金花究竟花开几

瓣？ 在下为你一一道来。
第一瓣：目标。 自主学习要高效，全靠目标来引导。

诸位读者朋友，做个互动。 请问，你刚刚上完的那节课，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各
是什么？如果你将“过程与方法”分别隐于流程与学法指
导，那么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有具体“点”的规定吗？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听完课后问
及这样的问题，遗憾的是回答多很茫然。 纵观面上的新
课堂实践，目标不够具体几乎已经成了一种通病。 课堂
目标不具体，自主就会无压力。那么，如何才能把目标具
体化？ 最起码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见类”；二是“见
点”。所谓“见类”，就是当你把“过程与方法”融入流程之
后，建议把目标分为“知识、能力、情感”三类。 所谓“见
点”，就是具体到，知识两三点，能力两三点 ，情感一两
点，总共六七点，课堂准能完。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目标
具体到点，并不是对教材文本的肢解，而是为了让学更
有针对性。 分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合，要归依到“点线面
体”的系统。

第二瓣：流程。 “三学”之间的关系是，独学是基础，
对学是关键，群学是攻坚。 在课堂调研过程中，我经常
会这样问学生“你有问题先问谁”。 多数回答是“问组
长”。 这就暴露出“对学”的缺位。 更可怕的是“独学”的
缺失。 新课堂中的合作学习，很容易犯“群学”强势症。
群学的强势，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很低效。所以，自主
学习一定要讲流程，讲规范。 “三学”时间分配，原则上
独学占六，对学、群学占四。 并且要特别保障“独学”的
不可或缺。

第三瓣：方法。 学贵有法，学贵得法，方法比知识更
重要。 道理大家虽懂，但是忽视学习方法的指导已经成
为新课堂实践的瓶颈。 其具体表现有两点：一是在自主
学习过程中， 教师能给予具体方法指导的普遍少见，多
习惯于下达学习任务，至于具体怎么学，便以为是学生
自己的事情。 二是教师也很少追问学生“你是用什么方
法学会的”，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学法理性。

第四瓣：分享。自主因分享而精彩。在小组合作学习
过程中，分享是一个关键环节。换言之，分享也可以叫做
组内“小展示”。 由于条件所限，在“大展示”不能保障全
员参与的情况下，确保组内全员享有“分享权”，就越发
显得重要。 分享也要注重流程，分享交流顺序一般情况
下应提倡依照学习层次由低到高展开，这样有利于差异
化生成。

第五瓣：评价。“五步三查”规定，“独学”之后一定要
跟上“一查”，这是很有必要的。 独学能力的提高靠的是
一查———评价的激励。 在新课堂实践中配置以双色笔，
把独学成果和对学、群学成果加以区分。这几个细节，请
大家在自主学习环节的实操中要特别加以重视。

第六瓣：习惯。自主最终是习惯。如果自主不能进入
潜意识，那么，自主就会沦为“被自主”。自主作为一种学
习习惯，并不是在课堂上凭空产生的。 自主学习来源于
自主思考，来源于自主生活。 判断学生自主习惯有两个
试金石，一是看你是否有自立生活的习惯，二是看你是
否有课外阅读的习惯。这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
理，自主学习的习惯养成，有些功夫在课外。

自学是简单的学吗
自主学习中独学有多重要？ 独学不足的弊端是什么？ 独学的时间与对学、群学的比例如何分配？ 学生学习的时候，教师是否可以置

身事外？ 请关注本期主题———

自主探究是合作探究的前提和保障，只
有独学的深入，才有群学的高效。

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是高效课堂的起
点，绝对不能与高效课堂割裂开来，起点不
好，就不会到达终点。 学生自主探究学习不
充分，就不能进入合作探究阶段。 学生在课
堂上不合拍，跟不上课堂节奏，不能成为高
效课堂的贡献者和享受者，都是自主探究学
习不充分惹的祸。 学生自主探究学习不积
极、不深入，导致学生不能对所学知识形成
初步的判断，发现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进行初步
解决问题的思考，学生成为课堂上的倾听者和旁观者，
游离在课堂之外。

在自主学习探究上我们应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
是把预习作为育人的重要途径， 而不是简单的认知过
程。自学能力是学习其他能力的核心和基础，自主学习
能力不仅是学生现在学习、成长的关键，更是学生终生
学习发展的关键。 因此要站在育人的高度来重视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是深刻的教育来自学生深刻
的体验。对学生而言，学习活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过程。传统课堂最大的弊端就是教师包办代替，学生被
束缚、被压抑，最终导致学习效益低下。 只有让学生首
先对即将学习的知识自主探究，具备深入、深刻的学习

体验，让学生从根本上感知知识，带着理解、
带着问题走向课堂，才能真正把学生变成课
堂的主人。

教师要发挥对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引
领作用。 首先，教师要为学生创设自主探究
学习的平台。 完善学习小组建设，在小组内
形成良好的主动学习、 自主探究的文化，同
时在班内适时召开自主学习探究论坛，让学
生的自主学习融入到全班同学的自主探究
氛围中，互相竞争，互相学习，引领学生的自

主探究走向深入。 其次，教师要搞好自主探究学习的评
价工作。 不仅对个人自主探究情况进行评价，还要评价
学习小组，同时，要通过评价课堂学习小组的高效学习
活动，反过来促进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提高学生自主
探究的积极性。 再其次，教师要重视导学案的作用，强
化学生自主学习的培训，引领思想，指导方法，保证效
果。 在具体实践中，学生预习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学
生自主探究教材文本。 第二步，教师下发“预习导学案”
帮助学生深入学习，“预习导学案” 要设计有探究价值
的题目引领学生深入思考，体现育人价值和能力培养，
严禁以知识立意，保证自主探究学习更加深入，为课堂
的高效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山东省昌乐二中业务校长）

新课堂特别强调学生自学，这里所说的自学（原称预习，现为自主学习的简称）又包含独学、对学、群学。我们通常看到这样的情
景，老师一声令下，自学开始，学生们便在对子间、小组中讨论起来，如果独学时间过短，学生个体充分的静思静悟不足，便难以保证
学的质量。本刊曾多次强调，个体独立学习是小组合作学习的基础、前提，但在一线课堂中，没有经过充分的、足够的独立学习便进
入对学和群学流程，仍旧是有碍学习高效、导致展示肤浅、生成层次低甚至无生成的症结所在。

这里所说的独立，再具体一点说，即不依赖教辅参考答案和学习伙伴的思维独立、观点独立，学习成果独家。没有个体的真
正独立，就没有群体讨论的价值基础和思维的发展。新课堂与“传统”课堂最主要的分水岭在于前者尊重学生主体，主体的内涵
是自主，自主的核心是思维的自立，它是自我建构和运用的过程。千万不要让学生产生教辅依赖、合作依赖。如果学生出现不会
的问题，不经过独立解决的过程就急于向同伴寻求帮助，这样的自主不是“真自主”，还只是“传统”下依赖接受和灌输的旧课堂。
因此，无论是课前、课中还是课后，都要把个体独立学习放在首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必须要通过个体独立学习来培养，
小组合作学习是个体独立学习的补充、深化和提高。

自主学习需要积极的静默
自主学习需要积极的静默， 静默是学生

调动所学知识去完成自学提纲所提示的问题
以及在对学和群学之后的一种反思。 独学开
始后，学生沉浸在教师设计的问题情境中，运
用圈、点、勾、画等方法去解读文本，理清逻辑
关系，掌握基础知识。 这个阶段的静默能让学
生更好地进行对学和群学，更好地进行展示。
我们在教学中往往追求形式的热闹， 注重语
言的表达而忽视了思维的主动。 学生在独学
的基础上进行完对学和群学之后， 还需要一个积极的
静默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静悟。 这个阶段的静默
能让学生反思答案的优缺点，借鉴他人思想，生成更加
有效的问题，进一步加深对教材等文本的理解。 独学的
静默是学生吃透教师所提出问题以及掌握教材等文本
的基础，也是对学、群学以及展示的基础，在教学中切
不可只动不静或者动多静少。

自主学习需要处理好独学、对学、群学之间的关系
新课堂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 既然强调学生的

主体地位必须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 。 自主学
习阶段必须要处理好独学、对学和群学的关系。 富兰
克林说过：“告诉我，我会忘记；教给我，我可能记住；
让我参与，我才能学会。 ”可见学生通过自己努力掌
握的知识比教师教或者优生教要好得多 ， 在自主学
习阶段没有独学而进入到对学或者群学阶段 ， 往往
会把课堂从教师的讲台变成优生的讲台 ， 因此在自
主学习过程中需要重视个人独学 。 自主学习阶段教
师说明自学方法 、时间要求 、检查办法后 ，学生依据
自学提纲进行独学， 通过各种方法去解决教师所提
出的问题， 对于自己解决不了的或拿不准的问题可
在两人之间或小组之间探讨交流。 这样做，易于养成

学生独立看书思考的能力 ，减少对老师和
他人的依赖。 对于自学中不能解决的或新
发现的问题，在合作小组中进行集体互助
攻关。 操作的顺序可依照 “1-2-4-8-n”
进行 ，即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 ，自己解
决不了的 ，进行 “一对一 ”（2 人组 ）学习 ；2
人组解决不了的，4 人组解决 ；4 人组解决
不了的 ，8 人组解决 ；8 人组解决不了的 ，
班内合作解决。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能够通
过独学解决的就不要对学或者群学 ，那样

才是真正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自主学习过程教师不能缺位
课堂教学实践中， 在学生自主学习时往往会出现

教师缺位的现象，他们把学案或者问题布置下去之后，
仿佛置身事外， 既不去指导学生又不去发现学生自主
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只是作为一个观众去看学生的表
现。 新课堂更需要教师的参与，没有教师积极参与的课
堂是不完整的课堂。 教师是自主学习的发动者，教师要
想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主学习中， 需要做好学案
的编制。 学案编制的关键是要设计好问题，教师应根据
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精心设计问题， 要使问题有张力
有层次，启发学生积极、有效、科学的思维。 课堂上许多
“假问题”和“大问题”的提出，使学生的自主学习流于
形式。 教师是自主学习的指导者，当学生迷失方向时教
师要当好“指南针”，当生成新问题或者学生出现共性
问题时教师要做好“搜集器”，当学生陷入困境时教师
要做好“领头雁”，引导学生一起探讨、解决问题。 同时，
教师还是自主学习的监督者， 当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时
或者走神时，教师要把学生“拉”回课堂。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教研室教研员）

走出新课堂误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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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会馆读者俱乐
部 ：一句话说出 “教育 ”是什
么———

@ 吕建斌 ： 教育是一
种影响 。

@ 谢华： 教育是让学生享受生命
的过程。

@ 周广玲： 教育是一种以爱育爱
的事业。

@ 管静： 教育是不着痕迹的润物
细无声。

@ 姚贺国： 教育是让孩子学会生
活，学会爱人，养成良好的习惯。

@ 陈明：教育是在教给学生知识、
思想的同时，让他的灵魂自由生长。

@ 汤宪友：教育是一个使人学道、
体道、悟道、得道的过程。

@ 倾听花开：教育即生长，须取道
自然；教育有生机，须遵循天性。

@ 独孤九剑： 教育就是播撒一粒
种子，让它生根发芽，自由成长……

@ 杜全发： 教育是用真善美唤醒
真善美。

@ 徐金奎：教育是一种传承，传承
知识，传承文化，传承精神。

@ 冰雪先生： 教育就是帮助人开
启智慧，丰富心灵，完善人性 ，寻找幸
福。

@ 王首朋： 教育是开启人类智慧
的金钥匙， 更是人类走向幸福生活的
基石。

@ 赵冬姣：教育是等待，是呵护，
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与对话。

@ 朱张虎：教育是行走在“万紫千
红的生活”和“芸芸众生的心灵”之间，
为二者牵线的那个媒介。

@ 宦谷丰：教育关注的不是“功”
———功利 、功劳 ，而是 “成 ”———成长 、
成全。

@ 竹轩语丝： 教育就是播撒爱与
智慧的种子，成就“人”的工程。

@ 陆焕杰： 教育不单单是培养孩
子学会说话、做事，更重要的是培养孩
子健全的人格。

@ 李从强：教育，就是帮助受教育
者最大限度地开发潜力，使他成为“内
心闲适、自尊自强”的优秀社会人。

@ 汪正玺：教育是心灵的沟通、真
爱的奉献。

@ 李斩棘： 教育是智慧和文化的
传递过程。

@ 第三只眼： 教育就是用心灵交
换心灵，用灵魂塑造灵魂，用智慧启迪
智慧。

@ 白兰： 教育是在爱心与智慧的
影响下，在心灵与心灵的交融中，让学
生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成为理想中的
自我。

@ 无涯的博客： 教育就是顺应人
的发展规律 ， 呵护每一个孩子的心
灵。

@ 王丽君：教育就是让人达到“三
和”：与人和，与己和，与天地万物和。

@ 王荣巧 ：教育是守望 、呵护 、
仰慕童心，倾听真善美的幼苗拔节的
声音。

@ 常忠锐： 教育就是创设适宜于
学生个性之发展、健康之成长的环境。

@ 周芳元： 教育就是让人成为他
自己！

（网友庄华涛 整理）

“新教师”显然不单纯是一个知识的“二传手”，他应
该扮演 4 个“者”：教育专业者、学校生态的建构者、学习
和生长的开发者、信念的传播者。

1. 教师必须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 努力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心灵进化。现阶段，必须敢于投
身课改，坚定不移地走素质教育之路，做教育大任和使命
的担当者。

2. 教师要成为一个信仰者，服务人类，奉献教育，
热爱学生。

3. 专业者，应包括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两个方面，
教师专业化的支撑是教师的教育教学思想， 也就是基于
“人本”对学生的尊重、研究、认识。教师专业化水平，主要
取决于对“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要具备学科知识
“心理学化”的能力。 教师必须清楚，教学不是灌输和表
演，从“教中心”到“学中心”不仅考验教师的教学勇气，而
且体现教师的教育教学高度和境界。

4. 必须“认识”学生，一切“从儿童出发”。
5. 捍卫学生主体，保卫学生的好奇心和展示欲，激

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
6. 教师在人格上与学生平等，理解和宽容学生，维

持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学生的生活和成长营造一个温暖、
自然、信任的场所。

7. 把握好自己的角色，不可越权、盛气凌人甚至扮
演某种权威。

8. 不随意布置作业，不侵占学生的生活隐私空间。
9. 激励和奖励学生，敢于让学生超过自己。
10. 做一个终身学习者，成就学生、发展自己。

解读： 我们一直不厌其烦地倡导教育必须是基于
对人的“信仰”。 从狭义的教育学角度，这个信仰应该是
对学生生命成长方式的 “遵顺 ”，是 “以人为本 、尊重生
命”。在《中国教师报》自己的“教育学”里，我们用“四新”

概念承载这样的教育认识：新教师、新课堂、新学校、新
学生。

“四新”的关键在新教师，核心在新课堂，唯有新教
师才能有新课堂，有了新课堂才可能有新学校，只有新学
校才能培养新学生。 我们所说的“新教师”与工作年限、学
历、年龄、性别甚至知识水平都关联不大，也不是指新入
职的教师，而是指具备“三观”的教师。所谓“三观”， 一是
教育观：教育即“人学”，是“从儿童出发”的对学生的尊
重、发现、认识、接纳、包容；二是教学观：以“学中心”来围
绕学、设计学、服务学；三是学生观：相信学生、解放学生、
利用学生、发展学生；学生是“第一”教学资源；一切的学
习都是自学（自主学习的简称）。

按照教育部最近颁布的《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条例
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理念，即学生为本、师德为
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四新”在内涵发展、教师评价和
教育价值指向上完全符合条例要求。

新教师标准髵

观点
＠ 张申：只有独学的深入，才有群学的高效

学生在课堂上不合拍，跟不上课堂节奏，不能成为高效课堂的贡献者和
享受者，都是自主探究学习不充分惹的祸。

＠ 齐刚：自主需要静默与互动

我们在教学中往往追求形式的热闹，注重语言的表达而忽视了思维的主动。

＠ 本报特聘专家于春祥：自主花儿六瓣开

□ 本报记者 李炳亭

现象 观察员：郭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