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一定要课改？ 课改这条路究竟
走得对不对？ 中国的基础教育相比西方，
到底是谁优谁劣？

当诸如此类的话题在新课改 10 年后
的今天， 再度被一些教育人提及的时候，
正意味着新课改的“普及”远远没有我们
想象的乐观。 即便是一些号称一直在课改
的学校，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也让人困
惑不解。 当中国的教育人在怀着某种始终
不能丢弃的价值观选择课改的时候，他们
所谓的“课改”，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

技术性改良只能是“切入点”
究竟为了什么而改革？ 显然，在所有

的理由中，为了提升升学率是最站不住脚
的，然而这个最站不住脚的理由却成为某
些课改学校唯一要改革的理由。 有人这样
描述当代的中国课改： 经历了一个 “负
效—有效—高效”的过程，高效课堂就是
有效课堂的升级版。 这样的概括恰恰为某
些应试名校提供了合理的辩护：在过往的
这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应试名校都在高喊
着自己也是“高效课堂”。 这很好理解，因
为越是应试名校，越善于包装自己的应试
行为。

在早些年，高效课堂的确在教学技术
上有很多创新和突破， 诸如小组学习、导
学案导学、模式教学、成果展示等。 然而，
课改不能仅仅是“术”的改进。 改“术”固然
可以提高升学率，甚至是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但是，它终究是
停留在“能力”的层面上。 当课堂之“术”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成长的同时，却
很难触及到课改灵魂层面的内容。

如果说课改是整个教育综合改革的
切入点，那么技术性改良也只能是课改的
切入点。 课改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回到
“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 回到育人，
也就是回到了教育的“常识”。

10 年课改追问
历经 10 年的“教学技术革新”，其中

的得失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的确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但不可否认的另一反
面却是，“技术革新”并未能减轻师生共同
的负担。 教师依然缺乏职业热情，学生依
然苦不堪言，教育依然在社会的质疑声中
踯躅前行。 这样的改革难言成功，为什么
会造成这种局面？

我们教育的方向错了？ 还是我们需要
改变教育的目标？

有人这样说，当教育依然不把人当成
“人”时，无论怎样挣扎都是无益的。 也有
人说，教育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回到常
识上弄清楚自己是谁。 的确，我们的教育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其中的问
题也有很多，诸如教师待遇不高、工作量
过大、责任过重，学生课程过多、学习时间
过长、学业任务过重，学校办学经费不足、
政府对教育重视不够、校长聘任制度有缺
陷，等等。 这一切回到根本上思考，根源性
在于我们仍然没有想透教育之于一个国
家的重要意义，“优先发展”也仍然只是一
种“战略性”提法，还不能真正得以落实。
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兴则国家兴，无数
事实证明，一个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呵护
学生的社会，教育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正
能量，反之教育只能产生负能量。 教育不
可能割裂社会而存在，教育的一切问题都
可以从社会中找到根源。

教育的意义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它的版图

大小、人口多少关联不大，只和它究竟有
多少人愿意为国家目标奉献和付出有关。
在今天，民族的复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大
事，可到底有多少人在为这样一个伟大的
国家目标奉献和付出呢？ 从事教育工作的
人和每一个坐进教室的孩子，是不是有为
国家奉献和付出的目标？ 这必须成为教育
改革的关键。 我们相信，在今天，有无数的
教育人在思考和追问教育的常识性问题：
究竟为什么办教育？ 好学校、好教师、好课
堂、好学生是什么样的？ 社会之于学校教
育的任务是什么？ 学生之于国家的使命又
是什么？ 等等。

学校必须回到这些常识问题上作出
应答，这才是学校的意义，教育的意义。

我相信，教育一旦有了“三格”，就一
定能守住底线； 每一个中国人只要有了
“三格”，就一定能聚集在民族复兴的旗帜
下，践行每一个人的本分和任务。 只要这
样，中国就一定会成为崭新的中国。

从“求效”到“追魂”

第150 期
主编：郭 瑞 电话：010-82296739
编辑：金 锐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信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信箱：zgjsbtp@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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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 1 日

周
刊

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本报记者 李炳亭

教育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答案是有———基于对人的基本尊重。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这首先是
人学。 ”

如果教育不尊重人，那只能是疯狂追
求升学率的举动，一切都为了升学率。我们
只能这样愤懑地表达：当教育的一切都只
是为了升学率而存在的时候，这就充分证
明了，我们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了。一个
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应试教育已经夺走了
某些学校教育的“底线”，要不然怎会有那

些“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生时何必
贪睡，死后自会长眠”的荒谬标语？可以说，
在很多所谓的应试名校那里，教育早已名
存实亡。甚至可以说，如果教育仅仅为了升
学而存在，那么这种教育就是在与一代人
为敌！ “救救孩子”，这是鲁迅的名言，与鲁
迅先生同时代的陶行知也有一句振聋发
聩的名言———“教育就是与国难赛跑”。

教育究竟因为什么而存在？
当我们在讲“立德树人”时，实际上就

开始意味着教育要从人出发了———以人

为本 ，分析人 、关注人 、发展人 。 离开了
“人”，不可能有教育。 教育从来不排斥考
试，但真正的考试不是发生在考场，而是
发生在社会，仅仅赢得考场的教育，最终
一定会输掉社会。教育既要能让学生赢得
考场，更要让他们赢得社会。

教育部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在 2020 年实现
教育现代化。今天，我们必须思考，教育现
代化离我们还有多远？制约我们教育实现
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又究竟是什么呢？

要实现教育现代化，最根本的途径只
能是推进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

教育改革改什么、如何改？在我看来，
在教育的诸多问题中， 其实从根源性上
讲，不外乎有三个：学校制度、教师队伍、
教学方式。

学校制度：寻找教育的灵魂
学校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因而学校是道德的摇篮、文明的源头。 有
专家这样通俗地解读现代学校制度———
“好的、先进的、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制度”。
一个基本形成共识的看法是———现代学
校制度一定是一个能释放人性、提升精神
的制度。那么，我们反过来问一下：我们的
某些学校，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压抑人性、
钳制精神的？

不可否认，我们的很多学校都是注重
“文化”的。 比如，我们在教室里会挂上一
个钟表，钟表的旁边再设计一个“高考倒
计时”牌子；比如，我们所有的评价，包括
“绩效工资”，都与升学率挂钩，我们信奉
好教师就是学生成绩好的教师； 比如，我
们眼里的好学生与他的身体素质和日常
行为没有关系，所谓的“三好”只看学习成
绩……

如果我们的学校仅仅停留在这样的
文化、机制、管理上，那只能说，我们的教育
仍然是低级的、 原始的甚至是落后的，这
就是典型的“目中无人”的教育。 在我看
来， 学校应该不只是为了升学率而存在，
它应该相对完整、“三场合一”；它应该不仅
仅指向知识性学习， 更应该既是学习场，
又是生活场、精神场。 教育之所以高贵，是
因为它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道德提升
的使命。 学校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答案
是培养“三格”，即性格、品格、人格。无论是
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假如具有了“三格”，
那么它的未来就不会“出格”。 我们一直努
力地试图这样表述：“好学校是一方池塘”，
“学校是‘教育的母体’、‘国家的雏形’”，意
在提醒更多的学校，跳出升学，转而着眼
于人、于社会、于国家、于人类。

学校制度是教育魂之所在， 没有了
“魂”，就没有了“底线”。

教师队伍：让教师有精神追求
中国近代教育其实是不缺乏好教师

的，比如陶行知、陈鹤琴……中国当代也
不缺少好教师，比如霍懋征、斯霞……

好教师是教育真理的符号。好教师带
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呢？可以用 3 句话加
以概括：爱是最高的师德；兴趣是最好的
教学；研究学生是最大的课程。

“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乃是
亡国的教育。 ”“教是为了不教。 ”“不好的
教师是传授真理，好的教师是叫学生发现
真理。”“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养、自
我教育的人，也就不能发展、培养、教育别
人。 ”……

无数次，当我们聆听这些教育真理的
教诲时， 心灵都会禁不住震颤。 然而，今
天，为什么在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道路
上，总感觉底气不足呢？毋庸讳言，教师作
为现代化教育工程的“施工员”，无疑是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 挑战来自于哪
里？ 我认为有 3 方面：一是教师的职业信
念，二是教师的教育角色，三是教师的专
业能力。教师是教育的脊梁，然而，教师的
问题真是出在教师自身吗？答案其实是否
定的。教师的问题出在学校对教师的不尊
重。 一所不懂得尊重教师的学校，不可能
有教育发生；一所不能给予教师幸福的学
校，也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一所连正常
生活都不能还给教师的学校，更不可能给
教师以发展。 对教育来讲，头等大事是学
会尊重教师、善待教师、呵护教师。甚至可
以说，对教师的态度，决定了一所学校的
文明高度；教师在一所学校的地位，决定
了这所学校未来的一切。

教育的所有变革，都必须从学会尊重
教师开始，“尊师”才能“兴教”。 显然，真正
的“尊师”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也不仅是
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更不是简单地提
高教师工资。 学校可以给教师以什么样的
生活、什么样的权益、什么样的发展、什么
样的信念，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教师是简
单的知识传授者吗？ 不是，教师是有血有
肉的人。 试想，如果教师的生活是残缺的，
他能带给学生完整的生活吗？ 如果教师不

幸福，他能带给学生幸福感吗？ 如果教师
没有尊严，教育会有地位吗？

我建议学校成立三大中心：一是给教
师以生活情趣的， 命名为教师生活中心；
一是给教师以精神成长的，命名为教师情
感中心；一是给教师以自主发展的，命名
为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真正的专业成长，
不是“术”的叠加，而是精神的成长；好教
师不仅要拥有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更要
具有完整“三格”；好教师不是能让多少学
生考上大学，而是能让全体学生知道如何
做人；好教师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点燃学
生的求知欲望。

教学方式：改革生活的方式与方法
当我们在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时，必须

思考的是：课改究竟是为了“求效”，还是
为了“追魂”？

如果仅仅是“求效”，显然我们仍然无
法走出应试教育的窠臼。 如果只是在“追
魂”，显然又抹不掉“政治”的印迹。学校的
另一面是社会，假如教育不能把“自然人”
培养成“社会人”，那么学校的教育就是失
职的。儿童与生俱来的的灵性与本能告诉
我们，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物种”。因而，教
育是唤醒灵性、激发本能，而不是人为地
关闭他们心灵中一扇又一扇的“窗户”。其
实，教育从来不深奥、不玄妙，它的一切智
慧、真理、发明，都来源于生活。

课堂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它
应该有 3 色：红色信念、蓝色希望、绿色成
长。 如果只有“血色分数”的“效”，就意味
着改革是毫无意义的。教育的道德是给人
理想， 教育的不道德则是剥夺人的理想。
今天，我们必须追问，那些坐进教室里的
孩子，有几个人是有理想的？ 他们又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失去理想的？课堂教学的改
革，不只是为“求效”，而是为“铸魂”、“树
格”，是为了培育性格、品格、人格；不仅是
在改变教育教学的方式与方法，也是在改
革生活的方式与方法。

教育的魂究竟是什么？ 应该是“教师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校长的奋斗目
标”、“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教师的
奋斗目标”。

近年来，高效课堂风靡全国。 然而，
作为最早的倡导者和理念提出者之一，我
必须重申，单纯以课堂教学效益为旨归的
“高效课堂”，并不是我们真正要推进的高
效课堂。

在中国谈课改 ， 可能谁都无法回
避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 从最初
的 “10+35”，到后来的 “0+45”，再到以
“快乐 ” 为唯一评价标准 的 “0 分 课
堂 ”，一直到今天以 “自由 ”为价值追求
的 “无师课堂 ”，他们的改革所提供的
脉络 ，显然不是指向于 “分 ”，而是指向
于 “人 ”的 。

高效课堂不止于“求效”
高效课堂以“人本”为基石，是培养学

生学习能力、创新精神、意志品格、社会责
任、精神信念的课堂，基本的概述是“知识
的超市、生命的狂欢”，它具有三大特性：
主动性、生动性、生成性。 但是，高效课堂
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概念，它是以课堂
为突破口，由教学、评价、文化三大系统建
构而成的一个全新的教育概念，完整地表
述应该称为“高效课堂教育”。 对高效课
堂的理念支撑，最简洁的描述是 “四新 ”
———新教师、新课堂、新学校、新学生，核
心理念是“相信学生、解放学生 、利用学
生、发展学生”。

高效课堂的对立面是 “传统课堂”。
传统课堂是指以应试为目的、以知识为指
向、以灌输为手段的眼中无“人”的课堂。
当然，高效课堂自然不会排斥课堂的“高
效 ”，它排斥的是 ，一切都仅仅为了 “高
效”而存在。

从“人”的角度划分三代课改
第一代课改的主要特征是“调整课堂

结构”，也就是变传统的“先教后学”为“先
学后教”。第一代课改的出发点就是“效”，
是为了解决课堂“低效”的问题。 但第一
代课改显然存在的问题是依然传统的“教
为中心”、“师为中心”。 当然，第一代课改
相对于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 “五步教学
法”是一个突破，这种突破的意义在于，它
注重和增加了“学”的分量，更加强调学习
的能动性。

第二代课改的主要特征是“重塑教学
关系”，它相对于“调整课堂结构”的改良
算得上是一种突破， 更是一种改革的深
入。 第二代课改首次触及到了教学关系
的本质，即变“教中心”为“学中心”，变“师
中心”为“生中心”，它首次开始把“学”和
“生”置于主体地位。 第二代课改下的课
堂的主要特点是“师退生进”，有 3 个标志
性形式：小组学习、导学案、学习展示。 可
以说，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改革。

第三代课改的主要特征是“改变教学
意义”，它相对于“教学关系”的改革而言，
又可称为一种颠覆性改革。 如果说第二
代课改解决的是“如何学”的问题，那么第
三代课改试图解决的就是最根本的“学什
么”以及“为何学”的问题。 第三代课改抛
弃的是单纯对“效”的膜拜，转而开始的是
对“课堂之道”的叩问，它力求打破课堂的
固有形式， 创造一种全新的教育教学方
式。 第三代课改主要的特点有三个：取消
导学案、无限放大自学、一名教师同时给
多个班级上课。 第三代课改的核心价值

在于重塑“课堂之魂”，以“课堂之道”去培
养“三格”。

从教学角度谈高效课堂
单纯从教学的角度谈高效课堂，它也

与一般的“高效”课堂不同。
高效课堂一定是重视教育质量的课

堂。 我们所讲的教育质量，不是指升学率，
而是指课堂中学生所展现出的生命质量、
学习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潜力。 基于此，
高效课堂并不纠缠于更多的教学技术和教
学方法， 而是主张教学要从学生的认识成
长角度，让学生去自学。 当然，这里的自学
是“自主学习”的简称，这与传统教学中的
“自学”截然不同。 有人总是在指责高效课
堂不让教师“讲”，甚至嘲弄高效课堂是“搞
笑课堂”。 这样说其实也没错，高效课堂的
确是“抑讲”的，不“抑讲”岂能“扬学”？ 至于
“搞笑”之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真切地描
绘了高效课堂的情境。 在我看来，它至少比
让学生“生不如死”的课堂人道得多。

高效课堂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不断纠正、修改、发展和完善自身的。
尤其是第三代课改的一批实验区域和学
校，代表着高效课堂真正的追求。 它们所
展现出来的活力、意义、价值，超越了很多
教育人的经验，也远非某些应试名校所能
相提并论的， 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也
分属于不同的目的。 这一切从根本上讲，
依然是“三格”所决定的。 当我们说有什
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课堂时，我们也
应该清楚，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
教师。 教育的差别最终一定在校长、在文
化、在“三格”。

教育现代化的几个追问

在反思中回归常识

高效课堂的核心价值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高效课堂的三
大智慧：放手、示弱、
利用。

教师要敢于把学
习还给学生，放手才是
负责；

教师要能够主动示
弱， 以此激发学生学习
的好胜心；

教师要利用学生的
差异性， 把学生当作重
要的教学资源。

高效课堂的三
大抓手：小组、模式、
目标。

学习小组是课堂组
织的抓手；

课堂模式是课堂流
程的抓手；

学习目标是课堂教
学的抓手。

高效课堂的三
个到位：盯、观、跟。

“盯”要到位：盯学
习状态、课堂参与；

“观”要到位：观学
情展示、问题暴露；

“跟”要到位：跟问
题生成、能力成长。

高效课堂的三
步流程：自学、展示、
反馈。

自学是以小组为单
位， 在小组内部展开的
独学、对学、组学；

展示是以小组为单
位，在小组长带领下，利
用本组专属黑板， 展示
本组的学习成果；

反馈是教师基于学
情调查之后， 根据小组
展示中发现的问题，通
过师生合作，给予解决。

解读高效课堂

2014 从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开始，学校教育正沿着它应有的方向行走。河南
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江苏省昆山市前景教育集团、山西省晋城市泽州一
中等一大批学校，作为第三代课改的探路者，正接受着未来的检阅。 2014 年，课
改将去往哪里？ 中国教育又将去往哪里？ 周刊对此进行了预测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