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1 日， 首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在乌镇落下帷幕。 这次大
会让 “互联网思维” 成了一个热
词。 当互联网不断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 教育因为互联网又发生了
哪些变化。

在经济领域 ， 互联网思维
的定义是 ，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
据 、云计算等环境下 ，对市场 、
对用户 、对产品 、对企业价值链
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
审视的思维方式 。 作为教育人 ，
我们该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来思
考教育 。

据了解， 有九大互联网思维
值得关注，即用户思维、大数据思
维、跨界思维、迭代思维、极致思
维、简约思维、平台思维、社会化
思维、流量思维。这些思维我们了
解了多少，又使用了多少。

比如用户思维 ，是指在价值
链的各个环节都要“以用户为中
心”去思考问题。对应教育，我们
是否已经在思想深处建立起“以
学生为中心”的观念。 用户思维
让“学生至上”成为共识，让体验
成为课堂教学中一种深刻的教
育力量。

比如跨界思维 ， 当未来的
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 ， 越来越
趋向融合 ， 如何让这一思维在
教育教学中渗透 ， 打破课堂边
界 ，打破学科边界 ，使学习可以
随时随地发生 ， 使分科教学逐
步向学科的跨界融合过渡 ？ 据
了解 ，在打破课堂边界方面 ，安
徽铜陵铜都双语学校的跨界课
堂 、 山西泽州一中的无界大课
堂 都 是 率 先 做 出 探 索 的 领 跑
者 。 而如何在更广泛的领域使
用互联网思维 ， 还需要有心的
教师去发现和探路 。

专家指出，互联网思维有六
大特点 ：民主 、平等 、分享 、个性
化、免费和自传播。 作为一线教
师，如何使用九大互联网思维来
玩转课堂，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严
肃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
开放、共享将成为互联网精神的
主题词，深处互联网时代的教师
是否具备了互联网精神 。 有人
说 ，“技术带给教育最核心的是
改变的精神。 ”当越来越多的教
师都乐于消费互联网资源的时
候 ，需要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学
会了分享，我们向互联网贡献了
多少资源。

有一种课堂叫“无师课堂”。
在过去的一年里， 缘起杜郎口

中学的“无师课堂”再一次引起了业
界的关注。 本报曾就此展开了一场
关于“无师课堂”的大讨论。 正像杜
郎口中学的改革始终伴随着争议声
一样，“无师课堂”的概念一经出现，
就备受争议。 甚至有人会怀疑，这是
不是在玩概念游戏， 是不是杜郎口
中学制造的吸引眼球的又一个 “噱
头”。 其实，对“无师课堂”做盲人摸
象式的臆测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是
在质疑之前能真正走进这样的课堂
探个究竟，然后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无师课堂”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启发？

当你发现 “无师课堂 ”其实就
是杜郎口中学 “0+45”模式的另一
种说法时 ，可能就更容易接受这个
概念了 。

把“无师课堂”理解为去师化是
一种误读。 “无师课堂”是有先决条
件的， 那就是学生高度的自主学习
和合作学习能力。 正如有专家所分
析的，“无师的潜台词是有师， 在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形成前， 实际上需
要教师做大量的工作。 ”“无师课堂”
并不是“去教师”、不要教师，也不是
靠打压教师在课堂上的地位来成就
“以学为本”， 而是让教师在课堂上
进一步放手，让学生真正实现自由、
自主。

“无师课堂”可以理解为一种凸
显学生主体地位的探路，意在佐证：
当学生的主体意义被唤醒后， 没有
人不愿学习，没有人不会学习。 当学
生在课堂上有真正的合作发生时 ，
所谓无师，即人人为师 ，所谓 “无师
课堂”是为了打破一个人的控制。

“无师课堂 ”告诉我们 ，学习是
一种主体性行为， 没有人可以替代
另一个人去学习， 教师只是帮助学
生学习的条件之一， 学习不等于必
须“从师”，“从师 ”只是学习的一部
分，离开学习就没有教师，但离开教
师却仍然会有学习。

“无师课堂 ”告诉我们 ，教师就
是把学的责任交给学生 ，把学的能
力教给学生 。 教师应始终围绕让
学生学会学习这一核心来提供帮
助 ， 让教师真正成为与学生共同
学习的人 ，成为平等的学习伙伴 。
“无师就是让教师与学生同角色 、
同身份 、同感知 ，才能产生更多的
教育思考 ，激荡更多的教育智慧 ，
才能走向课堂灵魂深处 ， 贴近教
学真谛 ”。

杜郎口中学从“无师课堂”再出
发， 把课堂教学改革带向了一个新
的高度。 从模式教学到“无师课堂”
意味着教学的升级， 也意味着课改
的升级。

台湾台北市语文教师李玉贵
说 ，在课堂上 ，老师永远是要退居
次要地位的 ，一堂好课 ，是上着上
着老师就不见了 。 这是不是也在
说明 ，“无师课堂 ” 代表着好课堂
的一种高度 。

这一年无需定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与改革有关。

当改革成为这个年代的特征，深处课堂之中的教师不可避免地成为改变者或被改变者。无

论是改变者还是被改变者，重要的是，都身处于改变之中，通过改变让教育变得更契合理想。

在这个技术改变教育如此之快的时代，我们的课堂会好吗？这不取决于技术，而取决于技

术的使用者———每一位教师，取决于他们在通往理想课堂方面做了多少改进和努力。我坚信：

参与改变的人多了，我们的教育自然会朝向明亮那方走得更远。

未来已来！你可以拒绝改变，但不能拒绝未来。面向未来的学习，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样的

变化，在课堂改革的微观领域究竟发生着什么？这一年，在聚光灯下有哪些被照亮的课堂新象

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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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重建未来的学习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2014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

你相信吗？ 技术可以重建学习。
当慕课来袭，当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当技术打破资源壁垒，连接课
堂内外，连接过去和未来，我们看到，基于
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正在重建课堂———无
处不在的学习场， 更多样的学习策略，大
数据的分析技术，游戏化体验学习，创客
式自主新形态，这些新技术开始让学习真
正成为高度私人化、个性化的事件。 这意
味着，一个全新的学习时代即将来临。

在新技术背景下，被改变的学习趋势
将使学生成为风景，教师成为背景，此此

同时课堂资源的呈现将更加生动，多元交
互将更加便捷，学情调查将更加精准。

这一年，《上海基础教育信息化趋势
蓝皮书》的发布，为我们认识这个全新的
学习时代打开了一扇窗。 《蓝皮书》指出，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此人的学习就会千
姿百态，而技术让我们有了区分、支持和
激发每一个学习者的各种可能性。

《蓝皮书 》更想表达的是 ，这种转变
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教学
法的问题； 它既是教师如何突破自我适
应未来的问题， 也是学生如何学会学习

把握明天的问题， 更是课程与教学本身
如何随时代发展而进化的问题。 因此，这
样的变革必须系统思考整个教学过程 ，
单方面的局部改进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新
的学习时代。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纳， 未来都会
到来，尽管信息技术只是工具和手段，但
它在实现个性化学习上有着不可替代的
价值， 甚至会瓦解课堂和学校存在的形
式。 所以，每一位教师都需要合理地运用
现有的科学技术去支持、 改进我们的课
堂教学。

新学习时代来临

当新技术成为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
一种重要力量，教师角色转变成为再次被
提及的话题。

教师的角色决定着教师的 “边界”和
“行为”。 新课改要求，教师要从知识传递
者转变为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呵护者，教师
的角色将日益呈现为“唤醒者、欣赏者、互
动者”。 如果在过去的教学实践中，作为教
师， 你还没有在新的角色中找到位置，那
么，信息技术背景下，一次不得不面对的
角色转型将真正开启。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 基础
教育版》显示，新技术将促进教师角色转

变，教师需要成为学习主题及其过程的设
计者、指导者与促进者。 教师更多的压力
不再是了解如何应用不同类型的工具，而
是更多地整合诸多教学因素以创设更为
真实和数字化的学习环境。

新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革
命，它还伴生着一场理念的革命。 信息技
术的应用不会自然而然地创造教育奇
迹， 任何技术的社会作用都取决于它的
使用者。 教育技术变了，教学方法也得相
应变革。 在这过程中， 必然出现两大趋
向： 一是在教育过程中趋向于比较民主
的教育模式， 二是教育者本身必须利用

信息来强化自己。
这些都说明了一点，教师在教育信息

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自我的
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教
师观念的更新和角色转变。

如果缺乏对学生心态的认知，不去点
燃、唤醒、激发学习的动力，知识的传输过
程就可能成为一种从教师课本到学生笔
记之间的机械转换。 当教师真正直面所处
的时代，站在学生发展的视角审视教与学
所面临的挑战的时候，当教师真正从知识
的“二传”走向“一传”的时候，我们就将接
触到最核心的转变。

教师角色再转型

信息化时代，美国教师又是如何面对
未来学习的？ 当未知的世界扑面而来，什
么样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好老师在追求什
么样的教学？2014 年 9 月，当“美国年度教
师中国行”在上海拉开帷幕的时候，一次
跨越太平洋的教育对话让中美教师在“好
老师”和“好课堂”的标准上找到了共识。

2012 年美国年度教师丽贝卡的课堂
总是能让孩子们有出其不意的小惊喜。 她
说， 教书最重要的不是学科层面的东西，
而是用爱与孩子们建立起一种联系、一种
亲密的关系。 在她看来，作为教师，她可以
无底限地相信自己的学生。

2007 年美国阿肯色州年度教师贾
斯汀是一名小学教师 ，在信息技术正在
改变教育生态的背景下 ，他致力于教学
生电脑不能做的事 。 他说 ，老师的职责

不是告诉 ，而是不断地提问 。 学生不是
一个个等待被各种知识倒满的杯子 ，而
是一盏盏灯笼 ，期待被点亮 。 贾斯汀认
为 ， 美国课堂的焦点应该转移到创造
性 、高阶思维以及 “21 世纪技能 ”，包括
合作 、创新以及批判性思维上 ，必须确
保学生真正地在这个国家获得成功 ，而
不仅仅是在这里生存 。

戴安是 2013 年美国堪萨斯州年度教
师。 作为一名教师，戴安信奉一种基于项
目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帮助学生锻炼沟
通、策划、研究和项目执行等技能的课堂。
她希望学生建立起一种对文学、沟通和技
术的热爱。 她说：“我教什么并不重要，不
管教什么， 都必须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系，
让有创造性的学习真正发生。 ”

作为 2012 年美国罗德岛州年度教

师 ， 朱莉·波义耳最喜欢听学生讲这样
一句话 ：“我很好奇……” 在她看来 ，当
一个学生有好奇心时 ，他就有了内在的
动力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 教师的工作就
是协助和指导他们朝着有意义的方向
前进 。 这些协助和指导包括 ：为不同学
生提供个性化指导 、帮助学生选择与真
实世界相联系的主题和内容 、细心监控
学生的学习过程以确保不偏离学习目
标 、及时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情况
反馈 ，等等 。

美国年度教师的教学观给我们带来
了什么启发？ 如果向美国年度教师学教
学，您会最关注什么？ “站在学生的立场”，
“读懂学生的故事 ”， “让教学从学生出
发”， 这些也许永远是中美教师不可偏离
的公约性标准。

向美国年度教师学教学

只有不断改革教育方有希望，只有不
断改进的课堂才是最美的课堂。 但是，我
们同样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在改革的旅程
中千万别从一端滑向另一端。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 ，信息技术只是
服务性工具 ，技术规律永远要服务于教
育规律 、教学规律 ，教育不能被技术裹
挟着前行 ；无论改革走向哪里 ，无论环
境和技术改变有多少 ，总有一些是不变
的 ， 而始终不变的也许就是那些常识 ；
无论教育的生态环境如何变化 ，作为教
育者 ， 在行动和反思中都不能偏离常
识 、遗忘常识 。

所谓常识，即“普通的知识，众所周知
的知识，一般的知识，或是众人皆知、无须
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 ”那么在教育领
域，指向学习的常识有哪些———

“最好的教，就是让学生学会学习。 ”
“最好的学，就是让学生讲给别人听。 ”
“最好的教学，就是在教学发生之前，

要了解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 ”
“最好的成长是错误发生时。 ”
“没有体验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 ”
常识是用来遵循的 。 这些常识你了

解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你的课堂
上你使用了多少 。 技术是用来服务学习

的 ， 但不能让技术主导我们的学习 ；新
技术可以改进学习 ，但它不可能改变学
习的本质 。 所以 ，回归常识就是回归规
律 ，回到对学生的关注 ，对学生学的关
注上来 。

作为教师，其职责就是唤醒、点燃、激
励，然后把美好的事物不断带进课堂。 当
挥手作别 2014 年的时候， 我们期待更多
的教师能从“伪教学”中解放出来，找回常
识、尊重常识，真正成为常识的遵循者，真
正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成为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和展示欲的好教师。 如此，在重
建未来的学习时，我们才会更加从容。

回归学习常识

“无师课堂”
告诉了我们什么

“互联网思维”
你用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