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教室？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专家说，教室是育人
的地方；教师说，教室是上课的地方；家长说，教室是学习的
地方；学生说，教室是我们最不想去的地方。 教室本来应当是
属于学生的，但很多学生却视其为畏途，沦为不得不去的场
所。 这里面起码有一条原因是：我们没有发挥出教室应有的
功能———只强化了“学习”的功能，而忽视了其他功能。

（湖北省宜城市流水中学 徐天海）

教室，不应该是一盘散沙，它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想、价
值观。 我们可以通过具象化的命名和象征标志，赋予教室一种
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精神意向，从而形成教室的“灵魂”。

我给我们班起的名字是 “翔鹰班”。 名字叫什么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她能够传递灵魂碰撞产生的温度。 班徽（我们班
是五年级 9 班 ，所以班徽由 “五 ”“9”组合变化而成 ）、班歌
（《我们都是好孩子》）、班诗（《向着明亮那方》）、班训（做人诚
心、学习细心、友情真心、生活开心）、班级承诺（誓约）等一应
俱全。

班级文化以励志为主题。 励志故事、励志名人、励志名言
激发着教室里的每位师生。 当然，我们不仅仅宣传这种文化，
更会把它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在每个细节中。

（江苏省宝应县实验小学 丁银山）

12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教室是个什么地方
□ 王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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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教室限制了教育
一位老师讲述了这样一段课堂经

历：那是一次雨过天晴后的自习课，无意
间看见了窗外的彩虹， 它久违的美丽让
我心中一阵颤动———靠窗的女同学小
惠显然也发现了， 可是撞见我的目光后
又折了回来。 彩虹正在一截一截地淡
去———不知为什么，突然，我宣布了这个
美丽的发现，并让孩子走出去尽情欣赏。
孩子们沸腾了， 我们全都陶醉于从赤到
紫的变化中，我向他们解释色彩的来源，
孩子们描述假如走在彩虹桥上的美妙憧
憬， 和将校园的道路染成七彩色的建
议———那一刻，我发现每个孩子的眸子
里都闪烁着和往常不一样的光彩。 这种
由体验—引发联想—表现—交流—分
享，最后生成创意的过程，令人振奋。

是什么让这位美术教师全然不顾
学校的规定， 在自习课上带领学生走出
教室？这就要谈一谈教师角色的转变：以
往过于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 “绝对
权威”，如今，教师成了教学情境的创设
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学生学习的促进
者，真正成为了学生的朋友。

其实， 教育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刻，不一定只是在传统的教室，课
堂上的 45分钟里。 陶行知主张“教育即
生活”， 为教育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疆域，
当我们模糊现有规则的界限， 天地皆可
以为教室， 所以当那位美术教师捕捉到
难得的教育机会，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
走向自然，并引领他们相互讨论时，孩子
们有了生活化的体验， 真正的教育便已
发生。 （黄浩）

别让课程限制了孩子
现在的孩子所要学习的课程越来

越多，这越来越多的课程，真正能够促
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吗？

在合适的时候做适合的事情，这是
孩子们所喜欢的。 孩子要学的内容规定
得越多， 孩子规定以外的发展越会受限
制。 一些原本孩子在自由玩耍中就能得
到发展的能力， 现在居然要沦落为用一
门门课程去要求， 这实在是将孩子们往
狭窄的胡同里赶。 卖油翁给我们的启示
是，术业有专攻，让孩子们在自己喜欢的
领域里走得更远，实现人尽其长，彰显个
人价值的最大化。

如今， 太多的课程圈占了孩子们
的时空。 一些基础课程是必须的，但课
程过多必将占去孩子更多的时间，影
响孩子们的自由发展。

课程最大的作用是引领， 其核心
是适应性。 适应个体需求的课程，能对
个体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对
于不适应的个体， 课程甚至可能阻碍
个体的发展， 当个体被众多的课程约
束，多种课程的相互作用，会使个体的
发展受到限制。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
为需要的是松绑，个体需要解放，需要
将一些不适合个体发展的课程抛弃，
为适合个体发展的课程留有充足的时
空，这需要发现，需要唤醒，需要相应
的评价机制来促进。

我们期盼，将来的课程，硬性的规
定能少一些，自主的选择能多一些，个性
发展的时空能充足一些。 （周芳元）

课改笔记

教室是个什么地方 ？ 我们先从教育者的角度看一
看。如果不是只听一个人的言词，而是侧重看他的行动，
我们会发现 ， 许多教师实际上把教室首先看成了一个
“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地方，学校的量化评比也是朝这
个方向施行的。 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学生和教师在课堂
上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则是完成“任务”。 于是教室
变成了一个 “加工车间 ”，教师是机械加工人员 ，学生是
被加工的零件。 另有一些教师有所不同，他们则把教室
看成是“杏坛”，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 这种教师的
特点是，当学校布置下来的任务与传道授业解惑的宗旨
发生冲突时 ，他不会机械地执行任务 ，而是真正为学生
的一生着想 ，因材施教 。 第一种教师实际上是 “目中无
人”的管理者，第二种教师才是心中装着学生的教育者。
但是这两种教师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以教师为中
心 ，他们看待教室这个场所的功能和性质 ，都是从自己
的目的出发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室的性质应该
由教育者来决定，这一点并不含糊。 《第 56 号教室的奇
迹 》的作者雷夫则属于 “第三类人 ”，他认为教室首先是

一个师生共同生活的地方 ，过日子的地方 ，师生首先要
在这里把日子过好 ，在这里共同成长 ，教室的性质是由
师生共同决定的。

再从学生的角度看看教室的功能。学生本能地有一种
把教室当成游戏场所的冲动， 年龄越小的孩子越是如此。
经过成人不断教诲，孩子总算明白了：教室是读书的地方，
进来就得干活，像工人进了车间那样。 他们对教室的认识
更“正确”了，但也同时增加了对教室的陌生感，尤其是那
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教室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喜欢的去
处。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学生只喜欢下课 10 分钟的教室，
而不喜欢正在上课的教室。 再加上学生课业负担沉重，教
学往往枯燥无味，而很多学生每天不得不去那儿待六七个
小时———这当然是折磨，肯定影响学习积极性。

教育者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许多人就在想办法，
尽量把教室变得不那么招学生讨厌。 比如搞课外活动呀，
美化教室环境呀，努力搞好人际关系呀，搞快乐教学呀，等
等。 这都是对的，但总的感觉，还是打“外围战”较多，做表
面文章较多。 雷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各科教学情境化

和生活化，以至于模糊了上课与过日子的界限，学生不知
不觉就把该学的东西学会了，甚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 其
实， 雷夫本来就不是以完成上级规定的教学任务为目标
的，他也抓应试，但应试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副业”，他的目
标是整体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和生存能力，即使有些能力与
考试无关，他也很重视。 所以，56 号教室对于学生而言，首
先是一个生活环境，一个有吸引力的去处。 当然，56 号教
室也不是娱乐场所，不是网吧，它还是学习的地方，只不过
这里的学习，指的是学习生存，而不是单纯地学会功课。由
此看来，教室生活化，既不是以教师中心来管控课堂，也不
是一味迁就学生嬉戏玩耍，而是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过
一种有意义、有乐趣的生活。

我国中小学课堂管理十分死板，控制过严，教师很难
有雷夫那样的自由空间 （其实雷夫也受到过行政管理方
面的责难），但是有改革意识、有专业能力的教师仍然可
以努力使教室增加一些生活气息。 这里关键是把教学本
身情境化和生活化，不能投机取巧去作秀。在枯燥无味的
课程之外加点调料，搞点小组讨论、才艺展示，时不时地
将教学 “晚会化 ”，靠这种办法让学生喜欢教室 ，不是正
路。教室必须是学习的场所，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学习本身
变成生活。杜威先生说过，教育即生活。这话谁都会说，但
真正明白它的含义并不容易。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室重建 系列 3

教室是过日子的地方

教室新说

重建教室，固然要颠覆教室里存在的“禁锢”与“偏离”，剔除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元素，但这种重建，也绝
非将教室无限美化，或将教室变成娱乐场如此简单。 教室的本质功能还在于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场所，我们要做
的是让孩子们在教室里感觉到，学习就像过日子那样，自然而然，也许没那么精彩，但却是发自内心的需要。

教室何必是“教”室
□ 王 钢

在论及郑州课改时，就不能不提到郑州市教育局副
局长田保华所倡导的“六个转变”：教师变学长，讲堂变
学堂，教材变学材，教案变学案，教室变学室，教学目标
变学习目标。

在我这样一个对文字有“强迫症”的小学语文教师
看来，这“六个转变”的提法看似咬文嚼字，其实一语道
破了教育的本义。

我们的教育，本应为了学生的发展而为之，自然要
以学生为主体，居高临下、一厢情愿的姿态肯定是荒谬
的。 然而长久以来，我们的教学活动的确是以这样一种
“以教独尊”、“无视生本”的方式进行着———这一生态反
映在学校的诸多细节之中。

比如教室。
因为是 “教 ”室 ，所以其主要的设施莫过于黑板 、

讲台、课桌椅这三部分。 因为是“教”室，所以墙面的布
置是以课程表、评比争优、作业展示等板块为主。 因为
是 “教 ”室 ，所以教室的设计 、环境的布置等都出自于
教师的意愿。

当然，近几年来，我们的教室也在悄然变化———
有卫生角，有图书角，还有英语角。
有花有草，甚至也有叮咚作响的风铃，有一个漂亮

的鱼缸，自然也有两三条悠然自得的小鱼儿。
这样，够吗？
应该说，诸如此类的布置 ，仅仅是 “自发 ”的 ，而非

“自觉”的。 老师们的想法很简单，无非让孩子们的学习
环境优雅一些而已。 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对
教室的认识仍然不够到位， 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质
的飞跃。

显然，教室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更是对学生有
着潜移默化影响的隐性课程，教室之改，势在必行，而且
这一改绝不能只是“改头换面”，而应该“抽筋洗髓”。

一切为了孩子。
教室，应该给予孩子更大的空间。 我非常同情那些

在同时容纳七八十个学生的教室里上课的教师。 而令人
遗憾的是，这样的“大班额”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记得
有一年冬天，我到这样的班级听课，一推门就不由得屏
住了呼吸，而那位教师呢，也许是出于责任，也许是习惯
使然，整堂课都在口若悬河地讲，让人很担心她的嗓子
是否能受得了。 我尤其心疼那些每天在这样的教室里最
少待上 240 分钟的孩子———不要说心灵的自由、精神的
独立，在那样桌子挨着桌子、椅子并着椅子的环境里，任
何一个孩子的身体都不能不僵硬起来！

教室，应该给予孩子更美的观感。 为什么不可以挂
上雅致的窗帘？ 为什么不可以刷上淡淡的色彩？ 为什么
不可以有一点点可爱的喷绘？ 为什么不可以让牵牛花攀
上窗子？ 为什么不可以给开关盒、电源插座穿上漂亮的
衣裳？ 为什么不可以在门上、柜子上贴点儿俏皮的小贴
画？ 以家的感觉来装饰教室，孩子们的心情是不是会更
加放松而愉悦？

教室，应该具备更丰富的功能。 教室为什么只能是
“教”室！ 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是爱玩的，那就给孩子一个
游戏角吧。 建议孩子在这里玩一些安静的游戏，比如下
棋、拼图和堆积木。 当然还要有读书角，放一张彩色的毯
子，孩子们可以席地而坐，在阳光里捧起书来。 墙壁呢？
那些精彩的作品———无论是作文还是图画，都要张贴出
来，以供大伙评头论足。 还要有一面墙，就像是班级的
BBS，大家互相留言，不亦乐乎？ 对了，再留一面涂鸦墙，
如何？

教室，应该成为学生当家做主的天地。 讲台不是教
师专用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教师是用不着讲台的———
相对孩子们而言， 你已经够高了， 本该蹲下身子来讲
话，何必高高在上？ 其实，讲台就应该是学生的舞台、演
讲台。

还有，每个班级都是要办黑板报的，而为了学校的
统一布置而办板报，往往动力不足、质量不高。 那就不如
放手给学生去办，从主题到选材，从排版到插画，没有问
题，会有惊喜！

教室，一定要有一幅很大的世界地图。 这地图，又不
仅仅是地图，更像是一扇窗，一扇让孩子忍不住踮起脚
尖来向远方眺望的窗。

因为教室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孩子们就是从这里起飞 ，飞向那个叫做 “梦想 ”的

地方的。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加斯顿小学）

教室里诞生的“蜜蜂园”
□ 何晓云

教室的环境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特点，它就像
一部立体的、多彩的、富有魅力的、无声的教科书，能使学生
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与感染。 我们学校怎么建设教室文
化，答案就是“把班级还给学生”。

“采蜜园”是我们班的班名，为了给孩子们创设一个
“美”的环境，经过科任老师及小干部们的讨论，一个美好
的班级愿景自然而然产生了， 那就是像勤劳的小蜜蜂一
样，在学习的赛道你追我赶；在活动的舞台尽显风彩；在
服务的岗位全心全意；在多彩的课外博览群书；在美丽的
校园幸福成长，让我们的班级成为绚丽芬芳的“采蜜园”。

营造教室蜜蜂文化

我们有效利用教室这个学生接触最多的空间， 师生
齐动手，共同营造教室的蜜蜂文化氛围，让每一面墙壁都
成为孩子们无声的导师。 我们通过营造以下几个板块的
“采蜜园”来凝聚班级精神。

采蜜园一：这块园里有我们的“班级概况介绍”、“班
主任寄语”、“班级宣言”、“班级口号”等，这是我们班级的
核心精神———打造勤劳进取、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

采蜜园二：这块园地里主要有教师、学生、家长共同
收集的咏蜂诗句、咏蜂歌曲，还有孩子们画的图画，以及
与家长一起写的咏蜂小诗， 墙壁上还有 “采蜜园班级公
约”、“采蜜园公告栏”、“采蜜园爱心榜”、“采蜜园课程表、
作息时间表、值日表”等。

采蜜园三：主要从“学做勤奋的小蜜蜂”、“学做博采众
长的小蜜蜂”、“学做团结协作的小蜜蜂”、“学做乐于奉献
的小蜜蜂”等几个方面，记录学生在采蜜园中收获的点点
滴滴……引领学生学做勤奋、团结、奉献的小蜜蜂。

此外，我们在教室后边墙壁上开辟了一个“采蜜角”
（也就是图书角），并附上了“我读书，我快乐”的口号。 墙
壁中间是“我们的黑板报”，黑板报的内容精彩纷呈，其中
有我们搜集的赞美蜜蜂的诗句。 下方张贴的是学生画的
赞美蜜蜂的图画。在这块黑板报的上方张贴有“用勤劳坚
持，换春华秋实”的格言。 去年 9 月，在“采蜜园”迎来她 3
周岁生日的难忘时刻， 我们回顾了她几年来成长的点点
滴滴，并在教室做了以“培养现代少年 引领快乐成长”为
主题的文化墙，分“萌芽篇”、“成长篇”、“收获篇”、“祝福
篇”等 4 个篇章回眸了她成长的足印。

开展“采蜜园”特色活动

我们在采蜜园中通过设置蜜蜂岗位来开展活动。 采
蜜园中设置了 3 个蜜蜂岗，美其名曰“家庭窝”、“学校窝”
和“社会窝”，每个窝又设有 6 个“蜂室”（受“蜂巢”的启
发，“蜂室” 是由最科学最完美的 6 条边 6 个角构成的），
如“学校窝”设有“安全卫生室”、“学习习惯室”、“行为习

惯室”、“热爱劳动室”、“参加活动室”、“兴趣爱好室”，每
个蜂室的内容都有 6 点具体的评价指标，比如“学校窝”
中的“兴趣爱好室”这一块有这样几项评价指标：你是否会
跳扇子操、会玩空竹；你都参加了哪些兴趣小组，如毛线编
织、绘画、捏橡皮泥、折纸、贴画、钢琴、舞蹈……

“家庭窝”也设有 6 个蜂室，取名为“尊老爱幼室”、
“小岗位室”、“课外学习室”、“健身健体室”、“勤俭节约
室”、“兴趣爱好室”。 “小岗位室”板块有以下 6 点评价指
标，你能否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每周打扫一次自己
的小房间；每天整理书桌椅；睡前整理好自己的学习用
具；睡前整理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每天早上自己整理
房间，叠好被子；每周帮父母做两次以上家务劳动。

“社会窝 ”同样设有 6 个蜂室 ，取名为 “寒假实践
室 ”、 “暑假实践室 ”、 “社区服务室 ”、 “节日宣传室 ”、
“遵纪守法室”、“公民意识室”，最终学生在 3 个“窝”中
的点滴表现 ，我们体现在一张反馈表上 ，即 “让小蜜蜂
飞舞在多彩世界”家庭、学校、社会反馈一览表。 “家庭
窝”和“社会窝”采取“自评”和“家长评”两种评价方式，
“学校窝 ”一览表采取 “自评 ”和 “互评 ”两种评价形式 。
比如我班夏欣怡同学去年 9 月份的 3 张反馈表显示，9
月份她共获得 512 朵花朵，表明她采到了 512 朵花蜜 ，
而且是 9 月份采蜜最多的学生， 她当之无愧被评为“9
月蜜蜂之星”。我们利用周三班会时间开展“蜜蜂之星”
颁奖典礼 ，组织全体学生开展学习 “蜜蜂之星 ”事迹活
动，并将她的事迹在“采蜜园”公告栏里公示。到了学期
末 ，把评比结果汇总 ，进行综合评比 ，为获得花蜜最多
的学生授予“桂冠蜂王”称号。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 3 套评价方式可灵活穿插使用，
上面提到的 18 个蜂室中的评价指标可随着队员年龄的
增长，年级的升高，根据校情、学情的变化逐步调整。

学生自主认领班级管理员

00 后的小学生都是家中的宝贝，家长呵护多，缺乏
责任感，合作意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较弱，单靠课堂教育
很难改变这些。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让每
个学生都有事可做，经过科任教师和小干部们的讨论，我
们在常规班干部设置上做了探索，在“采蜜园”中设置了
负责排好组员桌子的“桌长”、负责关教室灯的“电机小
子”、负责清洁教室后排柜子的“柜子小护士”、“领读小百
灵”、“爱书小蜜蜂”等 20 多个班级事务管理岗位，每个学
生都可以自由认领适合自己的一个或多个岗位。这些“管
理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班干部，没有任何权力，更多
的是责任，时刻提醒孩子们自己应该完成的岗位职责。这
些岗位每月轮岗一次，以便让学生有更多岗位体验，对做
得好的学生还要进行奖励。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珞狮路小学）

我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