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道”你的课堂
《问道》是我们的招牌栏目，
2012年，“问道”将以主题沙
龙的形式走进您的学校。亮
出您的精彩观点，它将在《问
道》栏目中刊出，亦会收录在
《问道课堂》系列从书中，献
策给更多中国课改人。

学校·班级·小组文化巡展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从“教”到“学”的运动
□ 陈为强

■我 见

从关注“教”到重视“学”，是树立新
观念、实施新课标的一场运动。这一运动
也是一个由赋予知识到赋予人性、 情感
的过程，也就是“以人为本”在教学过程
中的根本体现。 “教”的任务已由单纯的
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开发， 教师已不再是
一个“卖弄”学问的人。 他的专业知识不
仅包括教材内容， 还包括学生的行为习
惯和培养社会人的方法。 现代教师的职
责已更多地赋予了教育立人的属性，可
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培能、导创。

教学离不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教师的作用在于启发诱导学生的求知
欲，变基于教的学为基于学的教。高明的
教师在吃透教材的同时，更是“吃透”了
学生，善于启迪学生的心智，用“导”唤醒
学生的童心，用“导”滋养学生的慧心，用
“导”弘扬学生的爱心，用“导”感化学生
的诗心。 以学生为中心、为主体，在“导”
的启发下，萌发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质
疑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使学生真正成为
学习的主人， 让学生的学习从消极走向
积极 ，由他律走向自律 ，变 “要我学 ”为
“我要学”。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
人以“渔”，还要授人以“欲”。学生掌握了
学习方法，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何愁学习
质量上不去？

从“教”到“学”的运动，不能简单地
理解为教师和学生相互促进、教学相长，
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学生学，从中
有新体会、新发现。 特别是新发现，要使
学生在不疑处有疑，在不悟处有悟，才能
顺应新课程的要求。要关注学生的思维，
让学生思之有向，思之有序，思之有理，
思之有创；让学生经历思想爬坡、理智探
险、经验体味；让学生不断地感悟、顿悟、
醒悟， 如此， 我们的教育教学就有了深
度、广度、温度。 深度的教学除了深思熟
虑、深入浅出，更多地体现在深入的目标
解读、 深层的教学设计、 深厚的知识习
得、深切的情感体验、深刻的思维训练、
深远的人文内涵。当然这种深度的达成，
需要简约的思路、简朴的教育理念、简明
的教育目标、简要的教学内容、简化的教
学过程、简练的教学方式。课堂变得简洁
厚实了 ，就像荀子说的 “不全 、不粹 、不
足，以谓之美”，我们的教育就会简单之
处见深刻，于平常之处展博远，从而完成
知识教学向生命教育的转变。

从“教”到“学”的运动，要正确利用
“教学相长”原理。 这里的“教”与“学”并
非指教师和学生，而是指教授 (传授）和
学习，就是边教边学，亦教亦学，在相互
制约中推进，在互相渗透中提高。这种辩
证统一关系，是指导教师工作的原则，值
得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

从“教”到“学”的运动，要能将传授
知识与濡染心灵、培育情智结合在一起，
以实现由教学到教育的高度上升。 这就
要求教师在熟谙新课改理念的基础上，
建设情智共生的生命课堂，创设“登山式
课堂”，带领学生攀登思维之山、情感之
山、智慧之山、人格之山；课堂上学生身
上应是这样的表现： 小脸通红， 小眼发
光，小手高举，小嘴常开。 它可以唤起学
生沉睡的情感，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让
学生情感更丰富真挚，智慧更灵动飞扬。

从“教”到“学”的运动，有一个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量变主要是“长善补失”，
质变表现为“以人为本”。 只有让学生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新课标才能落到实
处，才能实现 “立人”的终极目标。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
实验小学）

本期开始，“走出新课堂误区” 系列
选题，从课堂教学现象入手，剖析问题要
害，纠正“走样”观念和做法，重塑课堂正
能量。观察员站在“以学论教”的立场，从
学生的表现中， 发现教与学误区的蛛丝
马迹。 观点供应方围绕现象提出建设性
意见和解决方案， 于春祥老师一改专栏
作者的身份，以指导专家的新貌助阵《问
道》 栏目， 他的观点来自现象又高于现
象，以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立意课堂之
规，我们希望在“三人行”中传递角度多
元化、观点层次化的逻辑效果。

独学的缺位， 很容易诱发群学狂躁
症， 动起来的课堂， 存在严重的低效隐
患。 更不乐观的影响是学生凭借语言的
华丽掩盖思维的苍白， 凭借基础的不错
掩盖预习的肤浅，值得老师们警惕。没有
独立学习能力的学生，不是“新学生”；不
能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转型的课改，
不是真课改； 由教师依赖变成伙伴依赖
的课堂，不是新课堂。

课堂学习是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学会不会的。 但前提是，只有当学习个
体有深入的学习体验，获得私人判断和
观点时 ，才会提出问题 ，才有可能带着
问题学习，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创新质
疑，这是通往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学
生的思维是否主动 、活跃 ，是否真实地
反映学习过程和结果，是判断学生学习
状态的基本指标，而指标的达成根植于
个体独立、深入思考的程度。 做到这点，
实现新课堂描述的学生身动、 心动、神
动的境界便不再远。

展示课是暴露的课，是检验学的效果的课。 下面是同一位老师上的两个班的课，同样的内容和要求，哪些学生凭借灵活、语言形式的生动华
丽来掩盖思维的苍白，哪些学生凭借基础不错，通过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来掩盖预习的肤浅。 教师在教学中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学生闪光
点的同时，还要发现隐性的偏离，这考量着教师对学习本质的认识。

“循环大课堂”没有预习课，每节课的最后 10分钟
老师引领预习，当天第七节课后学生就可以离校了，第
二天回来上课就是全班大展示。教师主要在展示环节甄
别学生自学是否充分并及时调整引导策略，这是防止课
堂表面现代化而暗地里死记硬背的关键。

判断自学效果，首先看学生进入展示阶段是否处于
激发状态：目光如炬、声音高亢、胸有成竹等。准备充分
时，展示欲就会战胜羞怯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次观
察学生表述问题的逻辑性、条理性以及论据的丰富性。
当然，是发自肺腑还是鹦鹉学舌还有赖于师者的火眼金
睛、巧妙追问来判断、甄别。

判断自学效果，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表象迷惑，要
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习《我有一个梦想》一文时，教
师在导学案上设计了“你赞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
抗策略吗？为什么？”一题。以下两则教学片断分别是在
高一年级五班和六班展示时的状况。

五班片断
生一：我认为，非暴力抵抗有时候是软弱的，并不是

所有的当权派都会在游行和叫嚷声中把权力交出来，中
国革命的胜利本来就是一个暴力流血的过程。

生二：我还是支持暴力抵抗。 （他一脸严肃，班内一
片哗然。 师笑：连你也支持暴力呀，你可是我们班最儒雅
的男生啊）鲁迅先生有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
中灭亡！ 数百年的种族歧视不会因为几场游行而得到改
变。 （掌声响起）就如我们学过的刘和珍们，面对段政府
竟然去“徒手”请愿，结果还不是无辜丧命？

生三：暴力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但确实是解
决问题最直接的方法！ （师：他是从效率角度来考虑的）
当时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本也想用和平的方式夺取政
权，但七月事变却打破了这个美好的幻想，所以最后不
得不发动十月革命来夺取政权。

师：说得有理有据，有支持非暴力抵抗的吗？
生四： 我支持非暴力！ （他平日里是个调皮捣蛋的

“坏”学生，闻听他的“正义之词”，班内一片嘘声）如果采

用暴力手段就会激化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仇恨。
师（打抱不平）：嘘什么！他说得没有道理吗？ （“有道

理！ ”同学们忙夸张地频频点头，仍旧是满脸“坏”笑）
生五：我觉得还是暴力手段好。 （师笑：这个观点跟

你的气质特点很相符，众生笑）一句话 ，暴力不是万能
的，但，没有暴力是万万不能的！ （众生大笑，鼓掌）

六班片断
生一：我们组的观点是支持非暴力。
我在这里先问大家几个问题：马丁·路德·金失败了

吗？ 他用生命实现的主张失败了吗？ 是软弱的吗？ 是无
效的吗？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去纪念他，去学习他的一篇
演讲，这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实———他是成功的！ 他的演
说是成功的！ 他的主张是成功的！

我想起了一句话“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我们不需
要怕他们；而能够把身体和灵魂一起埋在地下的，才是
我们需要怕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肉体的失去无法磨
灭灵魂的永恒！

生二：对于暴力，人们都反对，我注重的是在特殊情
况下该不该使用暴力， 因为我觉得如果使用暴力的话，
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感想吗？

生三：我认为非暴力的效果是很显著的，尽管它经
历了漫长的过程。

我记得在 19 世纪的时候， 哈佛大学的几个白人学
生因为学校录取了几个黑人学生，便闹着要退学。 然后
到了 20 世纪中期，已经有很多黑人进入了上层社会。 现
在就拿 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而言，NBA 就是黑人
的舞台，不管是白人、黑人都很崇拜他们，所以我认为非
暴力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请记住这样一句话，“文化的、
思想的征服是最长久的”。 （热烈掌声）

生四：我认为采用暴力手段是非常不正确的。 战争
是由仇恨引起的，战争不但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还会
加深人们内心的积恨。 虽然短时间内人们感觉是和平
的，但是人们精神的伤害是不能够弥补的。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个父亲让一个小孩发怒的时
候将一颗钉子砸在椅子上，然后等情绪平静的时候再拔

出来，但是拔出这个钉子之后，这个木椅上还是留下了
一个孔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战争给人心灵上的伤害
是非常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如果用非暴力手段和平
解决的话，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伤害而且能够得到很好
的结果。

生五：沉默并不代表真的软弱，他是用一种更为隐
忍与坚韧的耐力去对不公平进行抗争。

课例分析
五班片断乍看上去很热闹，但除了生二，其余学生

有的（如生一、生五）是靠着脑瓜灵活、语言形式的生动、
华丽来掩盖思维的苍白，有的（如生三）则凭借基础不
错，通过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来掩盖预习的肤浅。相比之
下，六班片断中学生的思维显然深刻得多。

教师对自学效果做出准确的判断要靠慧眼，更要靠
一颗慧心。以上三种情况只要出现，教师除了考虑引领
自学的导学案的设计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还要及时对
学生进行高效课堂价值追求的再教育，引导学生不做欺
骗自己的事，让学习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自己身上。

教师必须明白，学习是一种主体性行为，所有的学
习都是自学，其余的一切，不管是教师的教，还是同学间
的对学、群学，包括展示、交流、对抗、质疑等，都不过是
学习外在条件的优化，目的是让学习的主体性行为更加
高效。主体性是学生具有的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自我发
展和自我超越性，在学习的本质表现上就是思维的独立
性。传统课堂，学生依赖教师、依赖教材，是主体性的严
重缺失。高效课堂强调学生主体的回归，遵循人的认知
规律，就应该从形式上防止学生主体的再度缺失，从本
质上防止学生出现对对子、形式、材料的依赖，确保学生
以主动的、独立的姿态，参与到自己的学习中。教师在引
导学生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过程中，对这样的学习本
质要有充分的认识，才会避免用另一种方式剥夺学生的
自主发展权利，确保学习主体的回归，从而保证高效课
堂是学生自主发展的课堂。

（作者系山东省兖州市第一中学 李平 冯超）

发现肤浅的学

■课堂现场

楼道内外（2）

从独学、对学、群学，到展示、质疑、点评，孩子的画演绎了“组合大课堂”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流
程。

画中音：小组群学的环节，几个同学在解答一道数学题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其中一名同学说：“这道
题我会，我来替大家解决这道题吧。 ”

孩子心目中的课堂流程

本期出镜学校：江苏省昆山前景学校

童话前景
前景学校的核心文化是打造童话般的校园。 前景学校（小学部）教学楼有 4 层，每一层的楼道、走廊的

墙壁上都是学生画出来的“文化”。孩子心中的课堂流程、体操动作分解、校园纪实、童话设想、行为规范、心
中的教师，6 大主题构成了孩子的天下。建构童话王国的总工程师———张雷的教育理念是，让学生作主。前
景的大人们愿意给孩子们这样的承诺，校园是你们的，校园是你们的天下，这里有欢乐，这里有自由，这里
有成长，这里有进步，这里有自强……就这样，童话在这里每天上演。

主编点评：人本教育的主张是“从儿童出发”，围绕人的新教育学的起点是思考儿童是什么，以便发现
儿童，发展儿童，放手让儿童经历。 教师是“儿童发现者”，按照马斯洛的需求观，我们应该尽量为儿童的自
主和发展提供条件，童话前景无疑是找回了“儿童第一”的概念。

文/郭 瑞 摄影/刘 文

纪实反映的大多是孩子在课堂学习和校园生活中的心理活动，透过绘画，教师和家长更加了解孩子
心中所想。

画中音：学生根据导学案自学，男生和女生是学习对子，男生完成后嫌女生有点慢，女生虽然心里不
高兴，却表现得很大气，建议开始讨论。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喜欢的教师，孩子把他们“展示”在墙壁上，对老师说出心里话。
画中音：在一次次班级活动中，老师都会为我们忙来忙去的，当我每次看到时，都觉得很惭愧，想要为

老师做点什么，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你们辛苦了！ ”

校园纪实

心中的教师

孩子心目中的课堂流程

心中的教师校园纪实

咨询电话：010-82296736 联系邮箱：kegaizhoukan@163.com

走进

课改中国行
2011年，“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走进了全国17
个省50个地区，得到近百家媒体的关注，并发布了2011年度《中国课
改报告》。2012年，为了教育的明天，我们蓄势待发，因为“教师引领希
望，课堂承载未来”，欢迎各市、区（县）教育局和学校承办。

课堂诊断服务
创刊之初我们就推出了“课堂诊断”服务，专家深入课堂，通过“望闻问切”，按照
“以学论教”的原则进行课堂会诊，分析师生的课堂行为，把脉教学问题，为您的
课堂教学查找病因。2012年，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精准、匹配、系统的策略支持
与解决方案，打造新课堂，成就新学校。

新课堂叙事征文
课改是行动研究，“做而论道”，我们
呼唤课堂里生长出来的研究成果与
感悟。文章要求原生态呈现新课堂特
征，配以“自我反思”，加强理论引领。
每则叙事800字左右，在较强的可读
性基础上，渗透课改理念，宣传先进
做法。长期征稿，每月择优刊出。

《现代课堂周刊》形象图书
《问道课堂：高效课堂观念与方法的 26 个追问》
批判课堂之弊，捍卫课堂常识，引领课堂新象，重塑课堂
文化。
编者：李炳亭 褚清源 郭瑞 韩世文
丛书名：教育发现丛书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定价：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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