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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问 道

教育的理想，就是享受理想的教育。
理想的教育并非高不可攀，以“知识的超市，生命的

狂欢”为基本特点的高效课堂就是对理想教育通俗的阐
述。 “高效学习———终身学习———快乐人生”，高效课堂
“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以快乐为根本”，是教育以人为本
隐性诉求的具体外显。

高效课堂是学生减负的课堂。过重的负担必然导致
肤浅，无效的机械训练是学生负担过重的罪魁祸首。 一
般来说，学生作业分三类，第一类是能温故而知新的“智
力作业”；第二类是借助重复来巩固的“体力作业”，第三
类是纯粹侵占学生时间无效甚至负效的“暴力作业”。适
当布置第一类作业，减少第二类作业，杜绝第三类作业，
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关键。 我们要知道，除了掌握文
化知识，课堂学习还有更重要的使命；除了学习知识，学
生还应该有更丰富的生活。 提质减量，不用暴力作业无
端侵占学生的时间，不仅依赖教师的教育智慧，更需要
教师关注学生生命质量的悲悯之心。 教育即解放，把学
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享受生命成长
的喜怒哀乐。

高效课堂是内容丰富的课堂。 过分关注知识体系
的构建，过分重视学习结果的检测，课堂就会因此异化
成知识的容器、生命的牢笼。 割裂知识和生活的联系，
阻隔课堂和世界的沟通，乃是传统课堂的突出弊端。高
效课堂立足于关注学生生命， 必然要求教学内容的丰
富性，必然要求把世界带进课堂。 特级教师薛瑞萍说：
“我们需要做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把这个
世界带到学校和教室， 给孩子们需要的及他们要求的
帮助和指导，然后走开。”把丰富多彩的世界带进课堂，
然后走开，意味着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跳板，而不是主
宰。 教师即条件， 创造条件让学生体验生命的丰富多
彩。

高效课堂是关注生成的课堂。 传统课堂仿佛做化
学演示实验，实验原料是选定的，实验条件是控制的，
实验方法是固定的，因此，实验结果也是毫无悬念的。
这种学习，不过是前人经验的机械重复，学生的大脑变
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没有放手，就没有生成；没有
生成，就没有创造。高效课堂学习，当如光合作用，提供
“水和二氧化碳”（学习材料），提供“光照条件”（教师），
让叶绿体（学生）自由生成千姿百态的“有机物”(学习
收获)。 学生即创造者，生成是创造的契机；预设学习过
程并且把学生控制在预设的轨道上， 是对生命活力的
扼杀。

高效课堂是主动成长的课堂。课堂是学生成长的地
方，课堂的质量决定着学生生命的质量。 就像知识不能
通过教师教会而只能通过学生主动学习获取一样，成
长，也是只有在个体主动的状态下才能发生的事情。 否
则，成长就只是一个身体长大的物理过程，而不是心智
成熟的心灵历程。 学习即成长，教师放手，学生才能主
动，生命的成长才能呈现蓬勃自由的状态。

关注素质，不唯高分；埋头做事，不唱高调；悲悯学
生，不搞高负。避开这“三高”，远离伪高效。学得愉快，学
生心情高兴；寓教于乐，教学手段高明；关注成长，教育
目标高远。 追求这“三高”，才是追求真高效

如此看来，“知识的超市”和“生命的狂欢”，这两个
表述之间，实为因果关系。知识就是力量，通过知识的学
习获得生命成长的力量。特级教师王君说：“以课堂的质
量抵抗轻飘易逝的生命，凭借课堂的高度走向生命的高
度。 ”关注生命，是高效课堂永恒的主题。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县第八中学教科室主任）

关于高效课堂的描述，大多数人都知道一句话，“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简单 10 个字，已经说明课堂的功能，不只是学习
知识。 课堂，投入的是时间，是生命存在过的痕迹，产出的不应仅仅是分数和为了分数强力练习的伪高效。

高效课堂， 意味着课堂的高效率、高
效益，但不意味以多练换取高分，使学生鲜
活的生命因为“题海战术”的榨取而干瘪。
试想，如果我们一上课就是反复练习所谓
的高考模拟题、专项练习题，一节课下来的
成果似乎颇为丰硕，可是这些会了的题目，
是练会的还是学会的？ 学生是感受到一种
学习的成就感还是一种重复的挫败感？

高效需要练习，但不能不计成本。 狂
练，是拔苗助长，是急功近利，表面上取得
了“高分”，实际上抑制甚至损害了学生的
成长。

高效课堂要求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以
快乐为根本。 在高效课堂上，学生不再听
候使唤， 而是自由徜徉在知识的超市中，
各取所需，各展所长；在高效课堂上，教材
和知识不再让人望而生畏，而是像个迷宫
一般，吸引学生去探险寻宝；在高效课堂
上，教师和学生不再楚汉分明，而是和谐
互助，共同“闯关”。 学习目标达成的那一
刻，就是每个参与者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
一刻。 学习的能力在学习体验中得以培
养， 生命的能量在质疑碰撞中得以勃发，
绿色的课堂在快乐成长中得以构建，这就
是高效课堂的“高效”。

可能有人会问：高效课堂如果不能使
学生的分数提高，那又有何“高效”可言？
其实，高分是高效的副产品，学习能力的
高效必然会促成学习成绩的高分。

我们学校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打造
高效课堂，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试水“一

拖二”课堂，真正实现了学生的自主课堂
与自主管理。 一位教师同时上两个班的
课，学生依据下发的导学案，共同聚焦学
习目标， 发挥自己以及小组的主观能动
性，独学、对学、群学，交流、质疑、对抗，甚
至于两个班互相走动，利用一切能解决问
题的工具，团结一切能学习的力量，以无
限度地接近学习目标。 那么，如何得知目
标达成了呢？ 看每节课的最后一关———达
标检测！ 对本节课重难点的梳理变身为一
两道有着高考模样的试题， 无须重复多
练，能力就会落实为“分数”。

我个人更是高效课堂的直接受益者。
我曾出差到外地学习长达一个月， 其间，
学生自己上语文课，自主管理班级。 学生
还给我传来他们自己上课的视频，那是一
种真正的生本课堂，是一种看了会让人骄
傲和欣喜的课堂。 相信学生吧！ 他们才是
课堂精彩的缔造者。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
了，我不在的一个月，学生成绩不仅没降，
反而稳中有升。

从整体看来，我校的“一拖二”课堂，
成绩提升越来越显著。 的确，学生学习能
力有了，还愁考不出“高分”吗？ 这种“高
分”的取得，绝不是靠“狂练”得来的，而是
在自由快乐地漫步于“知识超市”中所采
撷的果实。 那不仅仅是成绩的获得，更是
一种兴趣的勃发、生命的成长。 徜徉于这
种快乐的课堂中，似乎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以及生命拔节的声声脆响……

（作者系河南省卫辉市高级中学教师）

全国都在搞高效课堂，做的人多了，难免走样，把高效片面地理解为多练，就是“伪高效”的特征之一。一个学生多本练习

册，一张导学案堆满了密密麻麻的习题，用练习的强度和密度换取学习的高分，以此证实课堂的高效益显然不是真正的高效

课堂本真的“高效”内涵。

那么，高效课堂的“高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高效课堂通过流程的再造，最大幅度地提升单位时间效益，让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有价值，高效课堂改变

“唯分数”的教育追求，向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转型，从根本上把学生从时间加汗水的应试教育模式中解放出来，把兴趣、灵性、发展、健康还给学生，它

的高效在于获得知识的能力提高，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全人精神的成长，简称“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

走出新课堂误区（十二）

观点

@ 蔡付艳：高分是高效的副产品
高效需要练习，但不能不计成本。 狂练，是拔苗助长，是急功近利，表

面上取得了“高分”，实际上抑制甚至损害了学生的成长。

现象观察员：郭 瑞

课堂构成有三要素：教室、教师、学生。换言之，课堂就
是在教室这个场所上演的一个老师和几十个学生的故事。
“课堂的本质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原野， 是师生共同经历的
一段特殊的生命历程”（叶澜）。

因此，高效课堂既指教学上的高效，即学习成绩的高
分；更包括教育上的高效，即生命成长的高度。

高效课堂，是学习成绩和生命成长的共赢，是符合学
生、学校和社会效益诉求的理想课堂。

高效课堂是学生获取绿色高分的途径。课堂的功能之
一是学习文化知识，而评价这一功能是否高效最直观的方
法就是分数。 素质教育从来不否定分数，新课程更关注的
是获取分数的方法和途径。在“提兴趣、减负担、增实效”思
想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获取的“绿色高分”
是高效课堂的标志之一。 所谓绿色高分，是学生学习兴趣
持续增长的结果， 又必然刺激学习兴趣内化为学习能力。
而“题海战术、勤学多练”的确也是获取高分的重要手段，
然而这种方法得到的仅有分数， 灌输的是现成的知识，失
去的是发现的快乐。 长此以往，学生的兴趣、好奇心、质疑
能力、创新精神、批判意识消失殆尽。作为敲门砖的分数在
敲开大学之门后被学生弃之如敝屣，同时扔掉的还有读书
的兴趣和学习的能力。以多练换取高效，无异于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其急功近利之心，可悲可叹！
高效课堂是学生成长为优秀公民的基地。 课堂是学生

生命成长的原野，高效课堂是催生卓越人才的基地。 自主、
创新、责任、担当是高效课堂的关键词。 高效课堂中的学生
能自主学习、进行自我教育；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能进
行创新实践；树立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意
识；小组合理分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勇于担当。 高效课
堂，培养的是人格健全的优秀公民。

高效课堂是教师生命之花绚烂绽放的乐园。 教育就是
引领，教育就是影响。 幸福的教师，才能培养幸福的学生；
自身积极成长的教师，才能引领学生成长。 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说：“哪所学校里有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数学就会
成为学生最喜爱、最感兴趣的学科，就会在许多学生身上
发现杰出的数学才能。 ”哲学家周国平说：“熏陶是不教之
教， 是最有效也是最省力的教育， 好的素质是熏陶出来
的。 ”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教学的高度，人格魅力则决定着
教育的厚度， 德艺双馨的教师在把课堂推向高效的顶峰
时，也实现了自己生命之花的绚烂绽放。

高效课堂，不仅是挖掘学生潜能的地方，也是培养学
生精神的圣地，更是师生生命舞蹈的广阔原野！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实验中学副校长）

@ 王会芳：在生命的广阔原野上舞蹈
高效课堂，不仅是挖掘学生潜能的地方，也是培养学生精神的圣地，更是师生生命舞蹈的广阔

原野！

@ 卢望军：
关注生命，高效课堂永恒的主题

“知识的超市”和“生命的狂欢”，这两个表
述之间，实为因果关系。 知识就是力量，通过知
识的学习获得生命成长的力量。

李炳亭课改在线22

13. 教师只需要掌握 20%
的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

李： 在高效课堂操作上，我
以为教师要掌握的不是“教的技
术”，而是服务于“学的技术”，前
提是教师必须从 “学生 ”和 “学
习”出发，前一个是“人 ”的成长
规律，后一个是“学习”的认知规
律。 围绕这两大规律，教师要做
到五个一： 编制一个导学案；给
学生一个学习方法的指导；构建
一个学习组织；组织一个学习流
程；明确一个基本任务 ，即学会
不会的。

14. 如果学生不会，教师可
以讲吗？

李 ： 我从未说过不让教师
讲，但必须重申教师的讲一定是
基于 “先学 ”之后 ，即 “先学后
‘交’，然后再‘教’”！ 这个“交”是
指学生之间的“交流”。 课堂教学
有时候恰恰需要“憋一憋”学生，
等他们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再
讲也不迟。

15. 好教师的标准是什么？
李：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级命

题。 大致说起来，教育比较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基本有一个共识，
认为教师首先应是一个热爱教
育和喜欢学生的人 ；第二 ，他具
有一定的使命感，能担当教育应
肩负的伟大意义 ；第三 ，具有正
确的教育观和一定的专业知识、
技能。 但在中国，我们今天的教
育必须纠正一个严重的错误，认
为知识水平高的教师才是好教
师。 好教师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德
行、人性和“人本”教育思想 ，要
“认识”学生，有一定的教学心理
学基础，此外才是知识能力和所
谓的“教学艺术”。

16. 课堂教学到底需不需
要模式？

李： 这显然不是问题了，大
家早就有了基本的共识———课
堂教学需要模式。 模式是规定、
规则，甚至是规律。 百度搜索“模
式 ”一词 ，解释如下 ：模式 （Pat鄄
tern） 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
的方法论。 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
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
模式。 模式是一种指导，有助于
完成任务，有助于做出优良的设
计方案，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效课堂认为：大凡是好课都有
一个共同的基本模式或流程，即
自学———展示———反馈。 自学是
“自主学习” 的简称， 它包括独
学、对学、群学；展示即发表 、暴
露、 提升； 反馈即教师归纳、提
升、拓展。 我们高效课堂的“五步
三查”其实也是基于这个基本共
性的。

高效就是多练吗

□ 于春祥
11 课堂评课评价标准

（选自《发现高效课堂密码》，作者系本报特聘专家）

评 价 标 准 指 标 达 成 度
指 标 权 重 指 标 要 求 优秀 良好 合格 一般

教 材 20
对教材地位、作用、联系，分析恰当 6 5 3 2
教学目标是否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实际 7 6 4 3
教学重点、难点是否准确 7 5 4 3

教法学法 20
教法选择是否恰当，是否富有启发性 10 8 6 4
学法指导是否恰当，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10 8 6 4

教学程序 30
容量是否适当，结构是否合理，层次是否清晰，衔接是否紧凑，是否体现“先学后教”的要求 10 8 6 4
重点、难点突破策略是否恰当 10 8 6 4
板书、图示、实验设计是否合理 10 8 6 4

教师基本
素养 20

普通话是否标准，语言是否流畅、准确、精炼 7 5 3 1
教态是否自然大方、感染力强 6 5 4 3
演示操作是否熟练，板书、图示是否工整规范 7 5 3 1
对存在的问题是否把握准确、分析有据 5 3 2 1

问题建议 10
提出建议是否针对性强，措施设计是否合理 5 3 2 1

总分

王会芳

卢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