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陈立： 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责任和使命是保护、
丰富、发展，绝对不是控制、灌输和替代。 这一点落实
在教育行为层面可以解读为“从儿童出发”或者叫“以
人为本，尊重生命”。 基于此，我们才敢说，高效课堂不
是“技术流”，而是符合人本理念和科学精神的、体系
完备的“教育教学系统”。 我想请您谈一下高效课堂对
儿童的“保护、丰富、发展”是从哪几个层面立意和着
力的。

李炳亭： 课改当然不是仅仅改进流程、 方式、方
法，但也不可轻视课堂操作的“技术”。 中国教师报全
国教师培训基地之所以这么多年引领课改，就是靠课
堂诊断、技术操作立身。 我们必须看到“技术”背后的
支撑，或者这样表达：假如技术是经，那什么是纬？

“保护、丰富、发展”是对“从儿童出发”、“以人为
本、尊重生命”的具体阐释，或者说是三大关键词。 三
大关键词其实代表三大层面：1.保护：对儿童权益的捍
卫；2.丰富：满足个性化的多元选择；3.发展：提供和建
构发展条件，促进每一个生命的自我成长。

三大层面再具体化， 则成为高效课堂的三个要
求：1.少讲多学，把学习和评价交付学生；2.视学生为
最重要的教学资源，关注课堂现场生成，强调合作互

助、展示交流；3.注重学习能力的提高、生命状态的呵
护和精神道德的发育。

三个要求再系统化则可以归纳为三个体系，即高
效课堂的教学系统、评价系统、文化系统；三个体系又
可以简称为“三本”，即人本、学本、生本，从而构成了
高效课堂教育学。

当然，我还必须重复强调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其
实是错误的。 对于学校教育而言，任何时候想象力都
比知识更重要。 我们必须敢于纠正自己，为无视儿童
而羞愧，去捍卫儿童的天性，去保卫他们的童年，去满
足他们的好奇，去激发他们的潜力，去放飞他们的想
象，去培养他们的兴趣，去激赏他们的创造，而不是以
拙劣的手段，以发展认知的名义，以牺牲生命的形式，
把孩子“塑造”成没有灵性的、听话的、会背诗做题的
“小大人”！

教育不是控制 、干涉 、囚禁 、规范 ，是放手 ，是体
验，是平等，是无条件的接纳。

我曾经给小学三个关键词：童话、自然、人性；中
学也有三个：自然、自主、创造。 如果我们能紧扣这些
词，我相信中国的学生从此再也不会是世界上最累最
苦、最不快乐、最没创造力的孩子了！ （下转 7 版）

6李平 ：每个学校的课堂模式各有不同 ，但教学层面上都是 “先学
后教 、以学定教 ”，学习层面上都是 “自主 、合作 、探究 ”，教育层面上
都是以“自主 、团队 ”为核心文化特质……我觉得 “先学后教 、以学定
教 ”这 8 个字未免偏颇 、狭隘了 ，把原本指向 “人 ”的课堂限制在了
“教 ”的终点上。

您曾讲过：高效课堂的核心是人本，是围绕“人本”建构教学关系
和师生关系的。 在教学关系上，主张“学本”；在师生关系上，主张“生
本”。 高效课堂的“三本”支撑起自己的“教育学”。 请您谈谈“高效课
堂”与“有效课堂”的异同。

李炳亭：“有效课堂”是从“效”的角度来概述，它的根本追求是让
教学“有效”，属于“教学”范畴。 如果我们回到 “教育 ”上思考 “效 ”的
问题，则必须追问：1.为什么要少教多学？ 2.什么是真正的学习？ 3.学
生学习认识成长的规律是什么？正是这样的基本
教育教学认识、观念、思想支撑着课堂，决定着课
堂教学的形态、手段、方式、流程等。 我之所以反
对 “教 ”，不是说 “教 ”的效果差或者效益低 ，而是
说 “教 ”意味着无视学习规律 ，是对学生权益 、能
力、尊严的蔑视，甚至是“反学生”的，它无益于学
生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

高效课堂是从生命价值，或者说是从“人学”
的角度思考和阐述 “教育 ”，它是一个相对系统 、
完整的教育概念。 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与“有效课
堂 ”仅仅是 “效 ”的区别 ，在内涵上这两个词汇有
“根本”的不同。

高效课堂是从生命
价值， 或者说是从 “人
学” 的角度思考和阐述
“教育”， 它是一个相对
系统、完整的教育概念。

李炳亭

高效课堂
的理论支撑是
马斯洛的自我
实现论、罗杰斯
的自我理论、卢
梭的自然教育
和杜威的儿童
中心理论。

李 平

成年人对未
成年人的责任和
使命是保护 、丰
富、发展 ，绝对不
是控制 、 灌输和
替代 。 这一点落
实在教育行为层
面 可 以 解 读 为
“从儿童出发”。

陈 立

■对话嘉宾 隰李 平：山东省兖州市第一中学学科组长 隰陈 立：中国教师报全国教师培训基地主任 隰李炳亭：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

第 94 期
主编：郭 瑞 电话：010-82296739
编辑：梁恕俭 电话：010-82296727
投稿信箱：kegaizhoukan@163.com
美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信箱：liangyn@edumail.com.cn
免费课服热线：4006006636
中国课改新闻网： www.zgkgxw.com
QQ 读者群：213805091
协办单位：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初中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专业委员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可持续发展教
育项目全国指导工作委员会

建
设
新
课
堂

2012年 6月 27日

周
刊

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问 道 新课堂热点辨析（四）

高效课堂 vs有效课堂

高效课堂的升级解读（下）

8李平：您对“新教师”是这样界定的：教师角色具有三重意义，一
是学校生态的建构者，是提供学习和生长条件的人；二是一个学习
和生长的开发者，包括对学生潜能、思维、学习力等基本素质和能力
的开发，对学习的开发，对生长的开发；三是一个信念的激发者，让
学生遵从内心的召唤，做一个有信仰、有担当的人。

美国教授舒尔曼 （Schulman） 于 1986 年提出了 PCK 的概念。
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是学科教学知识或教学内容
知识的简称。 其意是指教师必须拥有所教学科的具体知识，如事实、
概念、规律、原理等，还应该具有将自己拥有的学科知识转化成易于
学生理解的表征形式的知识。

我理解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大致包括 4 个层面： 事实性知
识、规律性知识、学科方法论、哲学。 仅仅这样 4 个层面好像并不能
够涵盖“新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比如，在学科方法论与哲学之间，

至少还应有教育学的一席之地吧？ 再者，高效课堂背景下的学科方法论也应不同
于传统课堂吧？

李炳亭：“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养和自我教育的人，也就不能发展、培养
和教育别人”，这是德国做出的关于教师规定的原话，其启发性非常大。 自我发展、
自我培养、自我教育，奠基了德国教师的角色支撑。我们可以这样延伸：1.教师是在
用教学生的方式教自己；2.教师在用教学生的那些知识教自己；3.教师在用教学生
的态度、情感、价值观教自己。

我当然承认不同的学科知识一定有不同的学习特点，教师在知识占有量上理
应成为学生的“先生”。 但我们所主张的高效课堂的学科方法，实在是不同于传统
学科教学的那些主张。 我要强调，学习也有两个取向：一种是基于学习者本身，我
们认为所有的儿童，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北京的还是兰州的，都有共同的学
习认识成长规律，所谓教育就是研究和探讨这个规律；另一种是基于知识本身，这
就很复杂了。 有些人把知识分为几个类别，一级、二级、三级，主体、客体、时间、空
间，对知识的管理又分为广泛适用的、综合的、一次性的……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

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
过程。我们强调学科知识特点，旨在便于学生顺利地获取知识
门径，而不是执著于知识本身，或者借助把知识“神秘化”来彰
显学科个性。

说到哲学的问题， 我更看重心理学。 真正的心理学注重
“体验”，把“眼睛”转向“内”部，从“体验”出发。 一切学问都是
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一切学问。 有人曾这样说：如果把学问
比作一棵树的话，哲学的使命就是要找到那个“树根”，树可以
有树枝、有分杈、有不同的花叶，但“树根”只有一个，必须扎实
可信。

作为“新教师”，理应找到支撑其教育的“根基”，只是这样
要求有些为难大多数一线教师。教师中的大多数，他的“哲学”
就是“人学 ”，而 “心理学 ”就是 “认识儿童 ”，或者叫 “发现儿
童”，“学科的方法”也就是学生“自己”学习体验的方法。

“新教师”的根基

7李平： 高效课堂的理论支撑是马斯洛的自我
实现论、罗杰斯的自我理论、卢梭的自然教育和杜
威的儿童中心理论。 以我的理解，只要承认教育是
对人的终极关怀，承认教师的共同专业是教育，其
次是相同的政策、法规、课程、教学、心理 、学生管
理等， 最后才是有差异的学科知识和学科知识教
学法。 只要是建立在这两个承认基础上的教育教
学理论都可以支撑高效课堂思想。 比如，新西兰教
育家克里斯蒂的“友善用脑”的理论和方法。

“友善用脑”是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神经
学、心理学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以教（学）会学习
为理念的，强调教师、学生、家长三方互动、积极学
习的新方法。其核心理念：对学生而言，人人都是天
生的学习者；对教师而言，如果学生无法适应我（教
师）的教学方法，就让我（教师）教会他们以他们自
己的方式学习；对学校而言，学校的任务是遵循教
育规律，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创造一切条件，为学生
“学会学习”服务；对家长而言，家庭是学校教育的
大后方。

这种理论下的技术操作与高效课堂八大支撑
系统不谋而合。 比如，“友善用脑”理念下的学习环
境是由新鲜的空气、方便的饮水、多彩的视觉、激励
性平台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温馨氛围，它对应的是
八大系统之文化建设。 “自学导航”是“友善用脑”课
堂教学设计的有效组成部分， 是基于学生学会新
知、学会学习的预习文案，它对应的是八大系统之
导学案的设计。 “友善用脑” 以着力营造友善的学
习、生活氛围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问题”设
置力求开放，有利于激发兴趣，拓展思维，它对应的
是八大系统之展示系统。 “友善用脑”教学改革的学
习团队是指有共同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互相学
习、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共同进步的学生群体。 在
团队学习中，学生的学习力、生存力、创造力、合作
力不断得到提高， 它对应的是八大系统之小组建
设、班级建设……

“友善用脑”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教学方
法。 我把它融入到高效课堂理念中，在课堂上做了
一些尝试。 如，“友善用脑”教学方法中的思维导图

是根据人的认知规律，借助图像帮助人们思维或记
忆，表现人们思维过程、记忆习惯的工具和媒介。我
在课堂小结、课后反思及导学案的梳理环节要求学
生，用不同的符号、图形、文字、颜色画出其学到的
知识。此外，常用的技术还有，用音乐激发学生学习
的动力、做健脑操缓解人的压力、用冥想帮助整理
和存储信息等，这些方法符合人的认知规律，能够
让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功。

李炳亭：教育有两个取向：一种是专制的，把人
当工具的唯知识教育；一种是人本的，把人当人的
自然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注定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
们的教育还不太习惯把原本属于儿童的一切还给
儿童，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基于“儿童学”的认知
与实践理论， 我们甚至一直在违背教育的常识和
规律， 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极端荒谬的应试教育
的方向性错误，我们过分迷恋传统教育的旧经验，
甚至讥笑和苛责改革，我们缺乏应有的教育信仰，
做事热衷于寻找捷径，我们受尽传统文化的桎梏，
不敢创新也缺乏创新能力， 我们甚至没有想象力
……这一切都让人心情沉重。

其实，西方教育发展也走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
史，从手工业时代的个别化到班级授课制，再到个
性化的人本教育，从中贯穿着一条叫“回归于人”的
脉络。 我们当然不是盲目地崇外，但我们必须敢于
汲取西方教育的勇气和智慧。 我们的近邻日本，虽
曾有过一段“类应试”的历史，但他们果断选择了改
革自救。 当教育开始危及民族和国家生存时，如果
一个人良知尚存，他断不会首鼠两端，甘为“应试”
作伥。

我一直认为，教育其实很简单，前提是找到正
确的方向。 教育简单到只需要牢记两个字“人学”，
或者“复杂”到 5 个字“从儿童出发”。好的教育绝对
都是基于对“共性”的“共识”。在这样的共性框架下
做具体的教育教学行为的探索、总结、归纳，无论是
“八大”还是“三大”，其实都不应成为唯一标准或模
式。总之，只要是围绕学生，顺应学、适合学、服务学
的，就是好的教育教学。

高效课堂的理论支撑

高效课堂 vs“保护、丰富、发展”

打造适合师生生命成长的教育
———北京市东城区永生小学发展侧记（一）

初夏时节， 笔者走进北京市东城区永
生小学。 这里安静、祥和，如同一首宁静而
优雅的诗。走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看到教
师那一张张写满阳光的笑脸， 听到孩子们
的笑声，顷刻间，我的心灵便纯净如水。

这里教师乐教，学生乐学，被当地人喻
为和谐教育的乐土。在这里，我时刻都能感
受到和谐的因子充满师生的内心。在这里，
“和谐育人，主动发展”伴随着每一个永生
人成长的脚步， 它不仅是永生小学的办学
理念， 更是永生人坚守的教育情怀。 在这
里， 教育者倾力传递给学生一生受益的素
养。 一所学校能在高竞争、高压力下，关注
师生脸上的笑容有多少， 并把更多的关注
投向师生的情感与生命发展，在这所小学，
绝非偶然。 是什么让永生小学在激烈的竞
争中挣脱了考试的镣铐， 让师生获得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永生小学建校于 1946 年，是一所典型
的历史老校。然而，在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的
浪潮中， 这所传统的历史老校也发生了新
的变化。 2009 年，由原红桥小学和原永生
小学合并而成了新的永生小学。合校后，校
长卢红玲带领大家迈向了从合并到合力、
由整合到融合的和谐教育探索之路。 3 年
来，在这个风景如画的校园里，永生人共同
实践着“生生的和谐之乐”、“师生的和谐之
乐”，师生快乐地学习、静静地生长。

今天，当看到永生小学已经诞生了“亲

如一家”的和合文化时，卢红玲这位优雅、
知性的女校长笑了，同时，她开始思索一个
新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学校新一
轮发展，该从哪里寻找动力？

永生小学的学生 70%以上是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因为家长比较忙，很少有时间关
注孩子，所以这些孩子学习基础比较薄弱。
时常，面对一个个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
个性的鲜活的生命时， 卢红玲的心情是沉
重的。她想，我们的学校到底应该赋予这些
生命以什么样的底色呢？

在深入调研学校现状，请教专家，征询
教师、家长意见后，永生小学提出了“打造
适合师生发展的教育”的理念。 “好的教育
面对师生的心灵 ， 是适合师生生命成长
的。 ”卢红玲说。

好的办学理念， 最重要的是要实实在
在地落到师生身上。 “适合教育”提出后，永
生小学积极行动起来， 搭建适合教师的平
台， 建设适合学生的课程……一场变化正
悄然发生，快乐、和谐、民主的校园氛围已
经形成。在这里，诞生了和谐共生的教师团
队文化；在这里，学校尊重、信任和支持每
位老师；在这充满阳光的生态环境中，教师

在自然“生长”。

让教师在阳光般的环境中生长

坐落在小巷深处的永生小学规模不
大，但在校长卢红玲的眼里，这是一个独特
的世界。卢红玲说：“我们的学校虽小，但很
精彩，是一个精品校园；我们的学校虽小，
但是我们的教师却很大气。 ”在她看来，永
生的美，美在精神，美在灵魂，美在教师生
命里蕴含的敬业、奉献、实干的人文精神。
在这里，每一个办公室，就是一个小家；在
这里， 由一个个小家组成了永生小学这个
大家；在这里，只奉献不抱怨，教师间互相
关爱，心心相印。

这种现象并非无本之木， 它来自艰辛
的耕耘，来自深情的播撒。

从 2009 合校以来， 一场独特的融合
教育从未停止过。 从合校第一年“凝心聚
力”的教育，到第二年的“书香校园”活动，
再到今年的“感恩教育”，每一年的形式不
一样， 但主题都是在活动中凝心聚力。 3
年来，永生已经形成了一支充满凝聚力的
教师队伍。

在永生，学校尊重教师的生命价值，从

生命本体性的角度关心教师的成长， 关注
其发展潜力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 为了给
教师提供更前沿的指导， 学校聘请了多名
专家来校听课指导。 科研课题组的专家赵
景瑞老师、马宗振主任、李雨龙会长，教研
室宋浩志、祖阿芳、张杰、董伟、张建华等老
师多次走进学校， 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的
问题。

此外，师徒结对、读书活动、搭建比武
平台、分层培训、校际联盟……一个又一个
教师培训活动， 构建出一个立体的校本培
训模式，并以此为支点，开展了形式多样、
充满生机的校本教研活动。

在“师徒结对共成长”拜师会上，各类
骨干教师分别承担了带徒弟的任务， 师徒
签订了师徒协议书， 师徒双方在同备、共
研、互听等活动中促进了双方的共同提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永生小学充分利
用联盟校资源，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数、
语学科教师先后走进培新小学，参加“名师
课堂”的校本培训活动，使自身的教学理念
得到很大的提升。

培新小学的数学学科组和英语学科
组的质量分析会也给永生教师很大的启

发。 永生小学的学科骨干力量比较强，区
学科带头人王宝华 、王朝霞 ，区骨干教师
马金玉、 王建在两校联合教研活动中，充
分发挥了业务引领和带动作用，研修效果
显著。

当“联盟教研”这一培训模式在永生这
片热土上植入、沉淀、升华，永生人发现，这
一美好的方式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手段，
还凝结了他们很多教育追求。现在，每次联
盟教研总是精彩纷呈， 每一个教师都尽情
表达自我。 这个草根式的培训方式有着朴
素的情怀，更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为了进一步为教师营造适宜生长的环
境，学校还成立了阳光、墨韵、心悦、国学 4
个教师社团， 让教师有了属于自己的心灵
港湾。在永生，教育管理者还善于用丰富多
彩的活动， 让教师不断获得幸福的生命体
验。在以“品味书香，宁静心灵”为主题的教
师读书交流活动中， 教师们聚在一起畅谈
书籍对自己成长的启迪， 一种饱含爱的情
感包围着大家。此外，在“服务他人，快乐自
己”的工会小家活动，在“健康快乐年”、“品
味京味文化，感受幸福生活”等每一次活动
中，教师都乐在其中，感动在其中。

□ 张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