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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地域文化
与 “XX 课堂 ”建构
的关系 ， 还想讨论
“XX 课堂” 本身的
一些问题。

“XX 课堂”是
完 全 不 同 的 课 堂

吗？ 当然不是。 建构“XX 课堂”绝不是再造
一个与其他课堂完全不同的课堂， 而是要
寻找、把握、突显这一课堂的特质，以体现
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教学个性， 进而克服当
下教学中的同质化现象。

之所以判定“XX 课堂”不是与当下课
堂完全不同的课堂，那是因为课堂教学有
其共同的基本规定性。 由此，我们需要关
注和研究课堂教学的基本问题。 我认为，
教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教学的本源性问
题，是原初性的，是“第一问题”。 假若，这
些本源性的问题不搞清楚，教学改革就不
会触及深处的问题，只能在外围打转。 本
源性问题的昏昏必然使外围的、非本质的

问题也昏昏 ，不仅使改革不得要领 ，而且
还会遮蔽本源性问题，使得教学改革方向
模糊、重点偏移。

作一些梳理的话， 本源性问题在于两
个回归。一是回归教学的本质。教学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有不同的说法。 当下比较一致
的认识是：学生会学习是教学的核心，是教
学的本质。 这不难理解，陶行知为什么早在
1917 年就指出，中国的学校，论起名字来叫
“学校”， 但讲起实在来， 学校却成了 “教
校”，这都是因为学校太过注重教了。 不难
理解， 哲学家海德格尔为什么要提出教比
学难，难就难在“让学”；也不难理解，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
的今天和明天》 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重要

判断：教学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要让学
生学会学习，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
学，更不是良好的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当
下的课堂教学仍然是教师讲授、灌输为主，
学生被动地跟着教师亦步亦趋， 在教师锁
定的圈子里， 不能独立思考， 不能大胆提
问，不能建构自己的学习。 总之，这一现象
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这一本源性问题
不解决，不管什么名称、什么特色、什么流
派的课堂都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坚决
回归教学的本质。

二是回归教学改革的本土。 上篇，我
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作了初步讨论，这次
我们可以从 “地方性知识 ”的角度来作简
单论述。 地方性知识的寻求与后现代意识

共生 ， 即后工业社会带来统一的强势文
化，毁灭着文明的多样性。 矫枉现代化、全
球化进程中的弊端，应以现代特征之一的
“地方性”来求异，以防止人们打磨掉与自
己不同的地方。 可见，地方性知识与全球
化之间引起的冲突，恰恰是我们解决全球
化进程中文化单一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方
法。 因此，“地方性知识”对人类知识提出
了重新寻求和重新梳理的要求。 地方性知
识原本是人类学的概念 ， 但它有着教育
学、课程论、教学论的意义，即我们要从地
方性知识出发 ，开发地方资源 ，建构地方
课程，同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课堂教学
模式。 回归本土，用本土的理念、资源和传
统来优化课堂教学， 不仅是完全应该的，
而且完全是可能的。 正因为此，提出“金陵
新课堂”、“苏式课堂”、“苏派教学”， 回应
着时代文化要求，也顺应着世界教学改革
的走势 ，这也应当是本源性问题 ，我们当
支持、鼓励。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回到本源性问题上去
———新课堂讨论之二

□ 成尚荣35

□ 王瑞玉 常建忠

教师，请扔掉“拐棍”
一直以来，教参、教案、标准

答案、 多媒体等一些教学辅助资
料、 设备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教师
的“拐棍”。 教师习惯拄着“双拐”
进行教学，彼此见怪不怪，不觉得
别扭。

不可否认， 就像拐棍在伤者
康复过程中曾起到重要支撑、辅
助作用一样，教师的诸多“拐棍”
为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较为全
面地理解把握教材、确立教法、突
破教学重难点提供了智力支撑和
有效保证，使他们能借助“拐棍”
走上讲台。 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
识到， 伤者只有及时摆脱拐棍的
束缚， 才能及早恢复正常人的脚
力，练就矫健的步伐。 教师过分依
赖“拐棍”，会养成不能自主深度
钻研教材、不会创新教法学法、不
尊重学生思维、 不重视教学基本
功训练、一切唯“拐棍”是从的惰
性和惯性。 教师成了“传声筒”，学
生成了“应声虫”，师生成为狭隘
教学资源的奴隶， 导致教学视野
狭窄，师生发散思维、创新思维停
滞，综合技能得不到提升。 这样的
教师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
教书匠， 而不会快速成长为优秀
的创新型、科研型人才。

不言自明，缺乏较高的学科
素养与教学能力、底蕴不足是教
师在教学现场仍手拄“双拐”做
“二传手”的主要原因。 好多教师
离不开教参，其实就是因为自己
的阅读、理解、表达等素养与能
力较差———硬功夫不硬，当然就
需要“拐棍”支撑，没有哪个“武
林高手”愿意让累赘的“拐棍”妨
碍自己大显身手。 在对“拐棍”问
题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各类教师
培训机构要着力在提高教师学
科素养与教学能力上加大力气、
下大功夫。 教师亦应当主动多
读、多写、多观察、多思考，在实
践中提高学科素养， 锻炼能力，
形成自己真正有底蕴的教学“个
性”， 而不能总是人云亦云，让
“拐棍”左右自我，一旦失去这些
“拐棍”，就如盲人失去手杖一样
眼前一片漆黑，讲什么，怎么讲，
心中无数，无所适从。

教师要成为一名创新型、科
研型的教师，面对“拐棍”就要做
到：平时学习拿得起，关键时候能
放下。 这样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
学科底蕴和教学能力， 教师才能
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教坛
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北临
城小学 祁慧）

仪式：穿越生命的旅程
学生成长，需要关键事件。怎样才能让

孩子对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刻骨铭
心？ 怎样才能使普通的事件成为学生不普
通的经历？朱永新教授曾指出：“仪式、节日
和庆典……使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伟大的事
物能够拥有一种伟大的时刻，获得神圣、庄
严与尊重。 ”这样的仪式，会启迪孩子的心
灵，让他们的生命与伟大事物交汇在一起，
从而形成长久的动力。

仪式课程必须发挥每一个学生的
积极主动性 、创造性和个性 ，并让这种
主体作用在仪式活动中体现它的价值 。
换句话说 ，既要让仪式保持隆重 、热烈 ，
又要让仪式涉及具体教育情境中的人 、
事 、物 ，只有这 样 ，才 能 触 动 孩 子 的 灵
魂 ，引起生命的共鸣 。 因此 ，我们将仪式
课程的落脚点放在班级 ，使每个班级立
足自己的班级文化 ，结合孩子的生命特
性 、生活实际和心理特点 ，开发和创造
适合自己的仪式课程 ， 以新的班级生
态 ，普照每一个人 ，凝聚每一个人 ，发展
每一个人 。 比如 ，“小荷 ”班的 “咏荷 ”仪
式 ， “小鲤鱼 ”班的 “环保———留住碧水
蓝天 ”仪式 ，“七色光 ”班的 “体艺花开香
满园 ”仪式 ，都让教室里的生命有了自
己独特的文化印记 。

课程属于儿童， 研发必须站在儿童的
立场，满足其自身的发展需求。在研发班级
仪式课程时，我们以学生的生活为起点，将

班级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喜欢的事、有意义
的活动，或者特别的日子，通过庄重和雅致
的仪式一一呈现出来，既满足孩子的兴趣，
也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成长点。 比如新
学期伊始，举行一个隆重的开学仪式；某个
同学过生日，全班一起举行一个生日仪式；
新一轮班干部评选出来， 举行一个授受仪
式。 更重要的是， 我们顺应孩子爱玩的天
性，真正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如雪花飞
舞的“赏雪”仪式，陪植物经历开花、结果的
“收获”仪式，让想象尽情驰骋的 “童话旅
行”仪式，以及乐翻天的“传统游戏”仪式，
让课程回到了儿童原来的意义———“自由”
上去。

叔本华曾指出 ：“世界当然不是指理
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 ， 而是在生命的
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 。 ”因此 ，生命
体验也就成了我们理解 、 建构班级仪式
课程的基础。

我们要求各班级的仪式课程， 在时间
上， 关注学生生命成长的过程性； 在空间
上，扩展学生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努力形成
一个能让学生不断汲取正能量、 释放正能
量的精神场。 如二（4）班通过“文明礼仪之
星”颁奖仪式，让孩子们、家长代表、班主任
共同回顾学生“文明礼仪”主题活动中一个
个温暖的细节、 美丽的瞬间和令人感动的
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体验
收获的喜悦，迸发追求卓越的力量；四（4）

班则通过 “创设情境———主题阅读———说
说自己———情境实践———回归生活” 等环
节，让学生在“爱绿、护绿、植绿”启动仪式
中，感受“绿色环保，从我做起”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同时，我们努力在班级仪式课程中，让
更多孩子参与进来， 让每个孩子都尽情释
放自己的能量。 在三（1）班的“感动班级人
物”颁奖仪式中，主持稿、颁奖词的撰写以
及活动的流程都是由学生独自操作完成
的；“诚实守信奖”、“上进好学奖”、“团结友
爱奖”等 6 个奖项的获奖学生，以及作为颁
奖嘉宾的学生代表，几乎包括全班学生，把
育人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更令人欣喜的是，
无论是上台宣读颁奖词，还是发表感言，孩
子们个个神情自若，充满了自信、自豪。

“感动可能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许
就是一句温馨的话语 ， 一个不起眼的手
势。”这是学生在参与“感动班级人物”颁奖
仪式后的感悟。 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家
长， 都在这样一次次隆重而热烈的仪式中
不断升华自我。班级仪式课程，让师生共同
穿越生命的旅程， 让每一天的班级生活都
过得隆重而热烈，让成长中的每一件小事，
都成为里程碑式的记忆。 班级仪式正在为
每一位学生营造一个不断汲取正能量的立
体场，在不断唤醒沉睡的生命，激活孩子的
潜能，点燃生命成长的幸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诸城市西郊学校）

□ 刘海勇仪式教育可以这样做
小题可大作

教育即常道。 在我们常规的学校生活
中，也许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会影
响到我们的教育效果，因此，不论是多小的
事，我们都要充分发挥教育智慧，以建立内
心的秩序感。如何让仪式教育正本归位，唤
醒孩子的生命自觉，为成长助力？是我们应
该思考的问题。

例如，针对小孩子乱扔粉笔的事件，我
们安排了一场别样的仪式教育， 包含追悼
仪式、粉笔状告与宣判仪式。

第一部分，场景是追悼会。黑板上用绘
画与大字营造好“灵堂”的氛围，并且给“支
离破碎”的粉笔安排灵柩，一切妥当，仪式
开始。 首先由主持人介绍此次事件的前因
后果，接着让准备好的学生为粉笔致悼词，
然后全体学生向“遗体”告别，三鞠躬并瞻
仰“遗体”。

第二部分，场景转化成法庭。首先由班
干部代理粉笔进行诉讼； 其次由值日的学
生、受伤害的学生出庭作证词；接着由扔粉
笔的学生自我辩护，当然也可放弃辩护；最
后，由班级法官宣读判决书，扔粉笔的学生
根据判决书的要求弥补过失。

如此一场“小题大做”的仪式教育，我
相信孩子的心灵会受到震撼。当然，能够进

行如此“大作”的事情有很多：破坏桌椅板
凳等公物、不善管理自己的书本……

大题应细作
学校的仪式有很多 ，升旗仪式 、活动

启动仪式 、入队仪式 、出旗仪式 、颁奖仪
式……细究一番 ： 为什么这些仪式越来
越不受重视 ？ 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关注到
细节。应该关注哪些细节呢？比如升旗仪
式———

着装。 每一次的升旗仪式都让旗手们
身着礼服，手戴白手套，全体学生着校服，
佩戴红领巾、校徽。庄重的场面足以引起全
体学生对升旗仪式的重视， 激发学生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

行为。不论是主持人，还是国旗下讲话
的学生，其进出主席台都是走标准的步伐、
行标准的少先队礼。 就如在阅兵式上的感
受一样，台下的学生自然会羡慕上台的人，
这也激励着他们争取下次能登台参加国旗
下的演讲。

声音。标准的普通话，再加上响亮的进
场乐与颁奖乐，这声音催人奋进，能感染每
一个在场的人。

程序。每一个环节都精心安排，不多余
也不简化， 完备的流程能教育学生做事应
严谨认真， 这也是言语无法替代的仪式所

拥有的神奇力量。
当然，仪式教育的细节可不止这些，只

要我们激发教育的智慧， 就能让我们的仪
式教育更加发扬光大。

后题能先作
教育要让孩子更好地生活。 可是如今

很多孩子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 缺乏人
生奋斗的理想信念。对此，我们应该引导孩
子着眼将来，精心地设计安排仪式教育，对
其理想信念进行正确引领。

《成人仪式》、《我的葬礼》、《入党 (团 )
仪式》、《家族庆功会》、《毕业典礼》 ……这
些都是能够收到教育效果的仪式教育内
容，比如就毕业典礼而言，大部分孩子都会
遇到好几次，在每一次毕业典礼时，看看自
己有多少荣誉收获， 又长了哪些知识与智
慧，又读了多少经典名著，又习得了什么特
长……借此可以坚定学习的信念。

仪式先于事件旨在改变认知， 仪式后
于事件旨在警示教育， 仪式伴于事件旨在
浸润洗礼，这就是仪式教育，这就是仪式给
我们的教育所添的砖瓦。如今，我们不仅要
还它本位，更应该精心经营我们的仪式，让
仪式服务好教育， 让仪式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保驾。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景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毕业季里的
“最后一课”

□ 狄 强
时下，中小学毕业典礼在部分学

校渐趋边缘化，一些学校把毕业典礼
视为一种制度性负担，认为与教学无
关，占用学习时间不划算。 即便有些
学校坚持为之，往往也只是走走过场
而已。 殊不知，毕业典礼是学生告别
母校的重要仪式，是学生学校生活中
印象最深的经历，不仅要传承，还应
创新，真正把毕业典礼作为一种教育
资源来开发。

挖掘毕业典礼文化内涵。 文化是
一个学校的灵魂，一个学校的内涵需
要通过文化来表现，而毕业典礼作为
“典礼文化”的组成部分，则是学校文
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小学、中学，以至
于大学，学生一路走来，很多学生没
有参加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
典礼。 其实，毕业典礼仪式没有大小
之别，重在营造一种满足学生情感需
求的氛围，将毕业庆典当作一种“社
会礼”、“责任礼”、“亲情秀”， 将毕业
典礼做出人文味，才会给学生带来不
一样的体验。

创新毕业典礼活动模式。 传统的
毕业典礼不外乎“领导发言———先进
表彰———学生宣誓———拍照留念”的
固化模式， 起不到应有的教育功效。
诚然，一些学校在创新毕业典礼模式
上也做出了诸多尝试， 做出了特色，
值得学习与借鉴。 吸纳各地的典型经
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学校应将毕业
典礼作为一门活动型课程开发，以学
生为本，通过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
活动形式，让师生在愉快与感动中分
享往昔，祝福未来。

比如，以感恩为主线，让感恩“唱
主角”。 毕业典礼承载深厚的情感教
育意义，其中感恩氛围的创设，感恩
活动的开展，是对学生精神和灵魂的
一种无声的感染与震撼。

多成分组合，形成“典礼群”。 毕
业典礼要办成全校师生、 毕业生家
长、往届校友等的大聚会 ，让毕业班
同学感受到被母校的重视，强化“最
后一课”的情感记忆。

像朋友般走近学生。学校领导不打
官腔，放下官架子，以朋友的身份与台
下的“校友们”一起畅谈未来，真正走进
他们的话语系统，下台来与他们握手话
别，生成学生被尊重的情感体验。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灌
输式毕业典礼之所以不被学生所接
受，一个原因在于，这种模式下学生
只是单纯的接受者，他们找不到自身
的地位。 而现在的学生渴望被认可，
毕业典礼则是一个他们向老师和家
长展示的窗口。

将典礼“下放”到班级进行。 现在
的学生在一些大的场合往往感觉隔
膜，无法融入，而在熟悉的班级集体
里，学生积极性更高，效果更好。

总之，毕业典礼作为典型的仪式教
育，可以开发出许多有意义的内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张汪
镇大宗村小学）

仪式带来的神
圣感、神秘感往往具有一种

能量场，能让人在精神上受到强
烈感染。 但曾几何时，一些仪式也被

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不被人重视。
在教育领域， 我们如何利用仪式的力
量，带给学生精神的洗礼，为他们的思
想注入正能量，同时避免“走过场”呢？
学校的仪式课程， 亟须我们深入开
发与研究。

让教育在仪式里发生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