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室，应当给学生一种温暖的感觉，他
们能尽情地放纵自己；教室，应当给学生一
种亲切的感觉，他们不陌生、不惧怕；教室，
应当给学生一种“家”的感觉，家是我们最
好的港湾，学生只有在最舒适的环境中，才
能最好的释放自己的潜能。

充满家文化的教室应该是温馨的，有
盆花，有暖色调的窗帘，还有彰显学生个性
的课桌。 我们甚至还应该鼓励孩子们自己
带来物品，亲自动手装饰自己的家。 里面有
他们最熟悉的学习用具， 他们最好的学习
伙伴。 有条件的，甚至可以在家里开辟一块
地方，饲养一些孩子们的好朋友：蚕宝宝、
小鸡宝宝等。

把教室当作自己的家， 可以让孩子充
分凸显主人翁意识。 如果你和孩子说：“我
们的班级真脏。 ”他们会觉得：这是班级，又
不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如果你对孩子们说：
“哎呀，我们的家有灰尘了。 ”他们立刻就会
觉得：哦，这是我的家，我不能让自己的家
里有垃圾。

（江苏省南京市东山小学 徐雅倩）

教室的一面墙、一条走廊、一块黑板都
是孩子的魅力园。 在这板块中，全权交由学
生负责。 内容更换以 2 周—1 月为宜。 可统
一命题，可随心所欲。 从命题、制作到展示，
人人都有一席之地， 彻底实现我的地盘我
做主。 在展示过程中可采用导游的方式分
组引领大家观摩、交流。 让孩子充分感受到
这里是展示自我的场所。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开元北张氏小
学 王金波）

我喜欢的教室布置： 根据学生的身高
固定黑板报高度， 孩子们看黑板报都不用
踮起脚尖儿仰视， 出黑板报不用踩在高高
的椅子上。 每个孩子都能轻轻松松看，认认
真真点评每期黑板报的质量。 真正发挥黑
板报的作用，锻炼孩子们的能力，提高学生
们主人翁意识。

在班级设置可以收放的活动版面。 放
着，就是孩子们甩开膀子练习书法的桌子，
交流书法、作文、绘画等作品的平台。 收起
来就可以设置展示台、光荣榜、通知栏等。

（佚名）

教室作为人类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
呈现着师生的知识、思想、智慧、情感，展现
着师生对一切科学、文化的创造传播活动。
教室首先应该有人———有一群强烈求知欲
望的人，有一群勇于追求和捍卫真理的人。
人是教室的核心元素，人是教室的灵魂。 其
次要有交流———包括思想的交流、 观点的
交流、文明的交流、文化的交流。 如果没有
这些，教室就只是一座空洞无物的建筑物。
（湖南省邵阳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刘运

喜）

教室可以是简易的功能室。 在各学习
小组黑板旁所空出的墙壁上， 装订上几层
悬空的书架（或类似于浴室架），依据教材
进度，各学科可进行工具或器材的布置，如
数学书架可放置作图工具或几何模型；物
理书架可放置相应的重要器材； 生物书架
可放置正在生长的植物等， 方便学生随时
使用， 随时分析， 使教室成为学习的实验
室。

教室还可以成为信息交流发布场。 教
室里放置一台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供学生
有序使用，可以制作课件进行时事播报；可
以针对探究性的专题搜集信息， 向大家展
示交流；还可以协助教师电子备课，总之让
新媒体技术助力学生成长。

（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中学 康永强）

我心中的理想教室， 除了桌椅电子白
板等常规硬件之外，还应有“生态实践区、
读写展示区、环保筹资区”三个新区。

“生态实践区”：这里有着学生自己种
养的兰草、吊兰、常春藤等盆景以及壁挂式
生态鱼缸，闲暇时，浇水、除草、喂鱼食，爱
心与童趣齐飞，动手共观察联动，如此教室
将是何等的惬意！

“读写展示区 ”：图书 、宣纸 、毛笔 、画
笔、相机、移动硬盘等配置一应俱全，学生
自拍的靓丽图片、温馨小语、美文好画、班
组动态等精品，都可以以文字材料、电子图
稿的形式择优发布在班级 QQ 群、 校园网
站上， 每学年结束， 大家可以及时整理收
藏。 这样，无论置身班内校外，你和你的友
人均可以通过搜索，一睹今昔真我风采，特
别是若干年之后，将成为最美的回忆。

“环保筹资区”：营养餐以及平时生活
后的奶盒、塑料瓶、废书、旧电池等杂物，分
类打包，定期清理变卖，剩下的钱用于购鱼
食、买花肥、订书报、献爱心等，既环保节俭
又变废为宝，何乐而不为呢？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青曲中学 吴兴林）

12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建设幸福教室
□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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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是学校基本的构成单位。 按照
木桶理论， 每一间教室就是学校的一块
木板， 所以每一间教室以及教室之间的
紧密度，决定了学校的容积和品质。

如果孩子们不喜欢教室， 不喜教室
里的老师，不喜欢教室里的课程和活动，
那么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开始， 其实就已
经结束了。

“建设幸福教室， 不让一个教室掉
队” 是我们学校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建设
目标。

推进教室的社会化
1. 教室本身的社会化———融合师

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教室是孩子们生活
的地方，是他们心灵交汇、道德生长、人
格完善的场所， 是师生共同守望的精神
家园。皮亚杰认为，同伴是对方的一面镜
子。 孩子们在教室里要交朋友， 交换新
闻， 互相玩耍， 同时也会发生冲突和摩
擦。 总之，他们要“习得”社会性角色，师
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都将直接影响着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我们举行的“同伴关系
日”、“大手拉小手远足课程”等，都是在
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每学期做的“感恩
节课程”、“心灵寄语”等活动，都是在促
进良好的师生关系。

2. 推 倒 教 室 与 社 会 之 间 的 藩
篱———重建亲子关系和家校关系。 教室
是社会的一部分， 社会生活必然会投射
到教室，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学生
的背后是家长，是社会各界的人士，他们
的价值观、 话语和行为等必然影响到孩
子的成长。打通教室和社会那堵墙，实行
开放办学，一方面通过开办“家长夜校”
向家长传授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 提高
家长教育水平；一方面把家长请进教室、
共同办学。我们的家长义工团、家长评议
团、 家长委员会、 家长服务社等住校机
构，已经成为教室的一部分。

推进教室的组织化
一个班的几十个孩子， 要在一起生

活，教室具有组织的全部特征。既然教室
是一个组织， 就要按照组织的建构模式
推进发展。一是建立教室的发展愿景，确
定“自由、民主、公平、效率”的文化体系，
形成全体学生的共识。 如共同参与教室
标识的设计； 二是对班级组织进行顶层
设计，建构有序而自由的组织结构。如有
的班级组成了两套班委， 一套是 “执政
党”，一套是“在野党”，两套班委由全体
学生投票决定上岗，实行轮流“执政”；三
是全体学生投票通过自己的 “制度契
约”，形成共同的行为模式；四是建立“追
星计划”的评价方案，在评价中不断发展

自我。
推进教室的资源化

教室是孩子们聚集的地方， 是交互
的场所，是掌握知识、增长智慧的平台。
教室的资源化， 一是有利于孩子的生活
和成长，为孩子们配备基本的生活用品，
如空调 、暖气 、饮水机 、通风设施 、衣帽
架、储物柜、洗手池、演讲台、小舞台、音
响设备等， 保证孩子健康的成长和满足
开展各类社会活动；二是有利于学习和教
学，建设学科资源教室，按照语文、数学、
英语、音乐、美术、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习
需求，配置教学和学习需要的资源，如数
学教室里面拥有教学用具、学具、模型、实
物、练习课件、挂图、数学阅读图书等。

推进教室的个性化
全国各地的教室，门牌、墙壁、式样、

桌椅、黑板、讲台等大同小异。 高度同质
化的教室， 必然导致学生高度同质化的
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没有了差异化，就
没有了个性化。没有个性化，就不能培养
合格的公民、 创新的人才。 我们基于师
本、“班本”、生本的文化建构，把孩子成
长的权利还给他们。 一是教室布置得多

姿多彩、个性鲜明，我校三年级用了“春
梅”、“夏荷”、“秋菊”、“冬青”等设计各自
的教室文化，从教室门口到墙壁张贴画，
都是孩子们选择、商定的主题文化；二是
课程的选择性，我们在“国家课程”中，设
立了虚拟班级， 实行分层教学、 因材施
教；在“适性课程”里，开学初的“选课大
集”， 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充
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爱好和特长；三是班
级生活质量的个性化追求， 在幸福教室
建设中， 有的班级开发了 “午间电影课
程”，有的班级开发了“晨间演讲课程”，
有的班级开发了“课余快板课程”，每个
教室的孩子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和价值追
求；四是建立科学的教室评价机制，不用
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室， 也不用一把
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期末，我们让所有
的学生全部获奖， 根据每个孩子的发展
和进步，各得其得、各美其美。

在今天这样一个对教育充满了批判
和期待的社会， 教育要革命， 学校要改
造，但是真正的推进力量来自民间，来自
教室。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江西省九江市晨光中学：
“温馨教室”增强班级凝聚力

新学期以来， 江西省九江市晨
光中学开展了 “温馨教室” 建设活
动， 学校在各班开展得有声有色活
动的基础上，进行了“温馨教室”布
置评比。

走进这些“温馨教室”，迎面扑
来的是书画、名人、警句共同营造的
浓厚文化气息， 叫人置身于知书达
理的书香门第。 从本质而言，“温馨
教室”是一种具有民主、轻松、和谐、
高品位特点的育人环境。 它强调发
挥外在因素特别是环境的积极作
用，通过视觉、听觉等感管刺激，以
微妙的方式放松人的内心压力，释
放人的心理焦虑， 舒缓人的情绪紧
张等， 为人们从事智力等高级活动
创造“零摩擦”环境。这种作用是“耳
濡目染”的，但作用所带来的“效应”
却是巨大的。 它可以促进人们潜力
的发挥或转化， 为人的智力活动营
造适宜温床，刺激人们创造力的“发
酵”。拿学校来说，打造“温馨教室”，
其实质是增强班级凝聚力， 体现师
生和谐、生生和谐，提升校园学习生
活质量。而“温馨教室”的打造，不仅
要以亮丽、 舒适的硬环境 （班级布
置）建设为前提，更要以温馨、和谐
的软环境（师生关系，班级文化等）
建设为精髓。事实上，着力打造书香
校园，崇尚良好的校园读书风气，让
读书成为师生的共同生活方式，让
书籍成为师生成长的养料、 进步的
阶梯———这正是此项活动的初衷和
出发点。

浙江省东阳市吴宁四校：
放大墙壁的展示功能

班级文化是一种 “隐形的教
育”，学生是班级的主人，让学生自
己美化教室环境， 让教室的墙壁会
“说话，说好话”。 近日，浙江省吴宁
四校加大了学校的宣传设施建设，
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这是我自己做的豆画！ ”、“这
是 我 和 同 学 一 起 制 作 的 手 工 长
龙！ ”、“只要我们班同学做了好事都
可以贴到榜样墙上去！ ”……该校的
同学们热情很高， 介绍起班级文化
来颇有成就感。

据了解，动员学生美化教室，这
是该校一贯的做法。本学期，该校又
推出一项新措施， 要求围绕同一个
主题，每个月进行一次黑板报评比。
针对高低段学生年龄特点， 高年级
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刊出， 低年级学
生则可以在老师引领下制作各种手
工作品粘贴。此外，老师们对完善教
室空白墙壁有高招， 让学生独立自
主进行。同学们发挥各自优势，有的
布置成“小巧手”，展示手工作品；有
的布置成“书画欣赏”，粘贴书画作
品；有的设计成“榜样墙”，表扬好人
好事……

（黄浩 辑）

链 接

教室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更应
该是学生学会交往，学会生活和精神成
长的地方。 教室的功能被弱化，或教室
的教学功能被放大，不仅关涉到教室建
筑设计和构造的不同，更关涉到教育和
教学的理念之差异和分歧。

比如有人注意到， 一些国家的小班
化教室（班级容量为 24 人左右），每间教
室一般为 100-120 平方米， 学生座位大
致只占有教室一半的面积； 除了遍布教
学楼层随时随处为学生开放的固定图书
馆或流动图书馆， 教室的格局也呈多功
能、灵活与变通———不是固定不变的，而
是可以临时随意整合； 教室里不仅有阅
览区， 还有一组沙发或毛毯———当教师
讲解告一段落后，学生便分开活动，或坐
到地毯上看书，或围在一起讨论，或上网
找资料（教室配有电脑，计算机接口随处
都有）。

这里显然关涉到这样的一些理念：
一、刻板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而可

供选择的方式却应该是多样的；
二、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发动

学生去想———不是程式化的操作与机械
的训练去应付学习， 而是引导学生饶有
兴趣又主动地参与，个人有什么想法，可
以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然后独立思考、分
析，形成自己的观点。

其实，“重建教室”， 还原教室应有
的功能 ， 如果不从教育的理念考量出
发，就算你充分利用了教室的构建和空
间 ，比如扩大教室的容纳量 ，大大小小
的屏幕和展示墙……最后也只不过是
将教室变成什么都往里塞的“大箩筐”，
让师生在这一方空间觅得诗意又如何
可能？

教室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 只需回归常识即可———因为我们

已经偏离了常识。 我们知道，培育学生学
会学习、推理，以及提出和质疑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不仅需要在教室里生成，
还必须延伸到教室外面一切可能的时间
和空间，学习的过程，更多的应该是探究
的过程。

事实上，教室最大的作用是通过教
师在其中的活动，使之成为学生学习的
支持者和推动者；它的出发点应该是给
予学生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并关注每一
个孩子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这
里不仅有讨论、交流、分享，更重要的还
应 有 仅 属 于 个 人 的 一 切 思 考 和 活
动———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所以引导他们无拘无束地想象和自
由地去发现，对于每一个学生之开阔思
路 ，直至抵达他所要进入的境界 ，都是
至关重要的。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张家界市新桥中学）

从常识出发重建教室
□ 弗 晓

教室重建 系列 2

教室的明天

教室不单单是 “老师教书 、学生学
习 ”地方 ，不仅仅是 “知识学习 、道德教
化 ”的场所 ，教室还是师生群体 “交际 ”
的特定场境 ，理想化教室应是一个 “交
际场”。

我们知道： 学生和教师在学校的大
部分时间是在教室里度过的。 每一个生
活在一定群体中的个人， 都不可能把自
己 “封闭起来 ”，与周围环境 、与其他人
“隔离开”，他们都应具有那个群体的“社
会性”，是一个“社会人”，都应充分融入
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 “共同体”中的每
个人都要在生活实践中学会与他人相
处，相处就离不开相互间意见、情感、信
息的交际。 每天，课堂上质疑问难、对话
交流、研讨分享、互助合作，课前、课后作
业收发、逗笑打趣、工具借还等这些生活
现象和事件，无不需要通过语言、行为等

方式进行交际。可以说，师生“共同体”离
不开交际，交际是“共同体”必需的生活
方式，教室是“交际”的特定场境。

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无视学生的个
性，无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甚至违背
教育教学规律，在教学方式上往往是“填
鸭式”、“满堂灌”，课堂“行程”变成了教
师死板的“走教案”，变成了老师单向的
个人演说， 变成了教参观点的机械 “复
制”；在学习方式上往往是“死记硬背”、
“静默接受” ……课堂上没有对话 “交
际”， 即使有对话， 也无非是一答一问，
“交际”组织欠妥，不能够充分展开，这严
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生对
学习毫无“胃口”，使得课堂气氛“死气沉
沉”。 当前，以“课堂交际”得以充分开展
为显著特征的高效课堂建设，贯彻“以学
定教、因学而导”的理念，注重“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课堂教学过
程中的 “多元并存、 交流分享、 互动生
成”，使课堂教学焕发了生命活力。

交际能力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
现。 “扎根”教室，立足实践，聚焦“交际”，
让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交际中
学会交际。通过课上、课下的多种交际互
动，让彼此的观点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让
问题探讨“走”得更远、更深入，让思维力
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同时，在丰富多彩的
交际活动开展的过程中， 培养学生爱思
考、爱读书的习惯，诱导学生的学习的兴
趣，树立学生的自信心；通过交际，还能
够进一步使学生学会表达， 学会合作共
赢，懂得尊重他人、平等待人，进而全面
提升学生精神品格和能力素养。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临西县第一完
全小学）

教室是个“交际场”
□ 张连河

教室新说

理想的教室应该是学习场、生活场、精神场。 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们汲取知识、学会交往、培育人格，完成“社会化”
的转型。 教室将不再是四面墙壁的立方体空间，当我们闭上眼睛，脑海里将是教室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