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第 24 中学
教师眼中的理想课堂

我心目中的理想课堂就是点燃
学生求知热望的同时，培养他们的高
贵品质，让他们成为时代的真正“贵
族”！ 这种高贵品质应是对实现自我
人生价值的美好憧憬与脚踏实地的
不懈努力，应是对弱势群体真切的同
情与无私的帮助，应是对社会进步的
客观审视与卓越贡献。 （江露）

我一直憧憬着我的课堂，让人开
心、开朗、开窍。 想当年，寿镜吾老先
生给鲁迅上课的时候，不管他们听不
听得懂，只管自己讲，讲到精彩处，一
个人陷入情境中， 头就那么晃过来、
晃过去，浑然不知学生心猿意马。 这
样的课堂是让教师开心的课堂，他既
是演员，又是观众，结果是所有孩子
都跑到花园里玩去了。我希望课堂上
教师尊重生命、亲切平和、风趣幽默、
知识渊博，以此浇灌学生心灵，点燃
学生激情，引领学生成长。 （王炜）

在我心中， 理想课堂就是师生
之间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课堂，要
建立起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探求知
识的新型师生关系。 教育专家魏书
生曾说，师生之间就像“高山与高山
之间”一样，你对对方心灵的高山呼
唤 “我尊重你 ”，那么对方心灵高山
的回音便是“我尊重你”；你喊“我理
解你 ”， 对方的回音也是 “我理解
你 ”；你喊 “我恨你 ”,对方决不会回
答“我爱你”。 我们只有加强与学生
的情感交流，才能使学生学得开心，
学得愉快。 师生情感产生共鸣，自然
就会形成“亲其师而信其道”的良好
学风。 （谢帮军）

理想课堂必然存在于理想的学
校之中。我心中的理想课堂就像古希
腊柏拉图学院中的课堂，师生在民主
平等的氛围中交流自己的思想；我心
中的理想课堂又像春秋战国稷下学
宫的课堂， 不同流派的学者百家争
鸣，各种思想百花齐放。我认为，无论
中外，好的课堂应该充满民主的交流
而摈弃权威的垄断，好的课堂应该增
加促人深思的讨论而减少机械乏味
的记忆。在理想的课堂中努力培养对
自然和道德心存敬畏的人，培养追求
自由、公平、正义的人。理想课堂的终
极目标是促使人成长为一个具有积
极社会意义的公民。 （赵芳松）

理想课堂有 5 大特性———
人文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需

要长期的熏陶与渲染，而课堂是培养
人文精神的最好实践场。人文的课堂
应是有温度的课堂，从知识课堂向情
感课堂转变， 通过对学生的尊重，促
进学生成为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的人。

生态性：课堂的生态性呈现出来
的应是立体而丰富的生态结构，学生
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能拥有美好情感
的体验，达成健康人格的建立。 如果
我们的课堂总是以高考为尺、以分数
为度来衡量学生的成长，可谓“逆天
而行”。

民主性：课堂上的民主意识应是
对师生角色的一种健康的定位，教师
应摒弃独霸三尺讲台的欲望。好的课
堂应当拒绝权威，在课堂上实现平等
的对话，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让学
生的学习变得有尊严。

自主性：立足学生兴趣，课程选
择自主、学习方式自主、学习模块自
主，有了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能有效
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减少学生
学习的功利意识，让学习真正成为学
生自己的事情。

科学性： 课堂是学生的课堂，课
堂活动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学情的
基础上，尊重学生的需求，无论是掌
握知识还是培养能力，都不能是教师
一厢情愿地将课堂变成一个塑泥人
的模子，违背学生的身心发展。

（席凌云）

人们常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 “授之以鱼”是教给学生知识和道
理，“授之以渔” 是教会学生技能方法。
相对于“授之以鱼”，“授之以渔”无疑是
更好的教学方式。

无论教师“授鱼”还是“授渔”，都不
是学生自己找到的“鱼”和“渔”，还是停
留在教师“教”的层面，区别只在于教师
是教知识还是教方法。 当教师还给学生
学习的自主权，学生的学习就能体现出
一种原生态的自我探索，反而造就了没
有教师主导下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主
学习状态。

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应该回归那
一方池塘———一切自然发生的地方。 有
一方池塘，自然就有一个生机盎然的生

命世界。 我们的教育被强加赋予了太多
的功利目的，学生不由自主地成为完成
家长心愿的工具。 学生成为工具，就像
池塘成了养鱼的场所，就不会有鱼儿自
由自在的生长。

没有“教师主导”的课堂才会产生
学生需要的自主学习课堂。 许多学校往
往是因为教师既没有“授之以鱼”的本

领，更没有“授之以渔”的高明，无奈只
好放手，但无意中却让学生拥有了真正
的自主学习的环境与机会。

教师本应该是受人尊重的传道者，
但在许多学生眼里竟然沦落为 “痛苦
制造者”。 教师常常把学生看作接受知
识的“灌装桶”，课堂由教师一统天下，
学生像被驯服的小绵羊， 只能被动地
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

课改就是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不是学
生需要的就要坚决去掉。 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自主学习，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自然
会被调动起来，他们也就可以自由地以自
我需要、自我创造的方式去学习。

“我的课堂我做主，我的人生我把
握。 ”这些课堂标语折射出新课改的核

心价值理念：学生的需要才是教育的最
高宗旨。 在学生的自我发展需要面前，
传统的国家需要和教师的教学任务需
要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以人为本的教
育需要一切以学生为本，一切教育都要
为学生服务， 学习权力也要回归学生。
取消讲台，就是取消教师在学生学习中
的主导地位和控制权力，归还学生自主
学习的权力。

一旦教师强调自己的主导地位怕
失去自己的作用不愿放手，强调教育目
标和教材规定的教学目标难以实现而
无视学生的需要不愿放手时，这种教育
就变成了“目中无人”的教育，这样的教
育绝不会有真正的自主学习发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尉氏县教体局）

回归一方池塘 □赵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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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课堂的样子
理想课堂到底是什么样子？ 多少年

来，千百万教师及研究者都在不断探索
研究。 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憧憬：快
乐课堂 、美丽课堂 、智慧课堂 、绿色课
堂、低碳课堂、自由课堂、生本课堂、学
本课堂……其实，“夫物纭纭，各复归其
根”， 关于理想课堂的表达虽然各不相
同，但其中一定是有“公约数”的。 我认
为， 理想课堂至少拥有这些基本元素：
自由、快乐、智慧。 那么，又怎样才能通
往理想课堂呢？

培植“向学”与“自学”的学习本能。
每个生命都有不断成长的力量，生命不
息，成长不止。 理想课堂要顺应生命成
长的需要，创生化育天性、滋养个性的
精神生活与学习方式。 实践证明，“先学
后教”能有力地培植学生与生俱来的学
习本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先学后教”
促使个体学习能力的觉醒，也促使心灵
的觉醒、成长的觉醒。 教师的“退场”就
是在不断地催促学生上场，教师的“退

位 ”就是在逼迫学生到位 ，教师的 “示
弱”就是鼓励学生“逞强”，教师后教就
是不断地引导学生先学。 当学生的学习
本能得以舒放，自由、快乐与智慧也就
自然而然地融入课堂之中了。

建构“冲刺”与“挑战”的课堂生活。
为什么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精神不振、
思维疲软、昏昏欲睡的现象？ 原因就在
于：课堂生活缺乏适当的、令人精神沸
腾的智力挑战，无法激发学生智力冲刺
的欲望。 对于机械重复的学习内容，对
于单调乏味、 缺乏挑战性的重复训练，
对于重复啰唆的教学方法，苏联教育家
赞科夫一语中的：“如果刺激集中在大
脑皮层的一个地方，就会使它进入无兴
奋状态，于是出现睡眠———完全的或局
部的睡眠。 ”理想课堂，在于立足学生智
力生活的“明天性”，坚信教学要走在学
生智力生活的前头，而不是徘徊在学生
的身后让他们不胜其烦。

每节课都要有一个令学生为之沉

思默想、 不想出来就坐立不安的问题，
让学生真正体验到学习的困难、思考的
痛苦及快乐。 凡是学生自己能学会的或
经过学生互教互学能学会的，教师一律
让学生自学，决不包办代替，决不越俎
代庖。 这种解放有利于学生真正品尝、
品味学习的过程与乐趣，把学生引向内
在、深层次、高品质的学习。

构筑 “倾听 ”与 “合作 ”的生命基
调。 “心灵不是为了被解决，而是为了
互相倾听 ”———倾听与合作是课堂生
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是学生生命
成长中不可低估的力量源泉。 有研究

表明，“合作学习” 优于 “个人学习”。
本真 、细腻 、深刻 、美好的课堂需要建
构一个珊瑚丛集结般的学习共同体 。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学习， 思想的交锋
比比皆是，心灵的共鸣也自然而然 ，可
谓“多元的合奏”。就是在不断的“智力
搏斗”与“思维交战”中，学生的思想逐
渐变得更敏锐 、更严谨 、更丰富 、更周
密，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开阔，心灵变得
更柔和，精神变得更坚强……同时，他
们的理解力 、生命力 、思考力 、创造力
与实践力，也可以在课堂上练就。

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指出：唯有冲
刺与挑战的“合作学习”，才是润泽儿童
心田的课堂，才是宁静的教室里教师循
循善诱的课堂。 这种润泽性和缜密性正
是培育孩童知性的关键要素。

“为难于易，为大于细。 ”我们应该
从易处、细处出发，理想课堂的大门向
我们敞开着。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

自然界中，每朵花不一样，每棵树
不一样，即使同一个种类，花形不一样，
树形不一样，但都有生命怒放的状态。

理想课堂的样子也一定是千差万
别的。 因此，要为理想课堂找到一个标
准答案，注定只会是一个无法触及的理
想而已。 不过，不管理想课堂的面孔多
么与众不同，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理
想课堂一定是学生喜欢的课堂。 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 喜欢课堂才会走进课堂，
喜欢课堂学习才可能真正发生。 如果学
生对课堂都不感兴趣，无论课堂设计得
多么精致，也注定是失败的课堂。

理想课堂一定有着充分的自由，学
生可以毫无顾忌地参与，并能及时得到
成功体验。 自由，就是学生可以选择自
己想学的内容，可以选择自己舒服的学

习方式，可以不担心因为回答错误而招
致批评。 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没有自
由又何谈自主。 自由的课堂，学生一定
要有充分的话语权，他们有充分表达自
我的权利。 一方面要让学生表达完整，
不能还没等学生说完，教师就迅速叫停
或插话，教师要学会等待，给学生一点
思考的时间，也许几秒钟的等待就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另一方面要善待学生
的错误表达，当学生回答错误时，恰恰
向教师反馈了学情，所以，善待学生错
误就是善待课堂资源。

理想课堂一定是学生始终感到心
理安全的课堂。 当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总
是害怕出错， 总是看着教师的眼神，试
图回答出教师想要的答案，则意味着课
堂是不安全的。 如果课堂是不安全的，
学生们就可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因
此，教师如何使用赞赏的语言来代替抱
怨、批评和指责，进而营造没有害怕的
课堂环境，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理想课堂一定是学生的课堂。 学生
是课堂上最大的资源，学生不仅是课堂
的消费者， 也应该成为课堂的贡献者。
我们常说，学生是课堂的主人，但是，这

个主人到底可以行使多少权利，需要我
们深入思考。 在学生的课堂上，教师要
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协助者、支持者和
服务者。 当教师走进课堂时，不仅仅要
心里装着教学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装
着学生， 时刻关注学生的情绪和状态，
不能让情绪成为阻碍学生学习的障碍。
因此， 教师要先关注情绪再关注教学，
这样的课堂起点才有意义。 如果学生没
有开始学习，课堂教学就不应该开始。

理想课堂也应该是不断校正的课
堂。 只有在课堂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
调整，课堂才可能趋于和谐。 在追求理
想的课堂中，应该抑制过度的，提升不
及的，调整错位的，进而发展适度的课
堂生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蜊江中学）

我们试图追求这样的理想课堂图
景：从长远思考，理想课堂是情商和智商
共同成长的课堂；从近处着眼，理想课堂
是师生一起释放智慧和激情的课堂；从
格局变化来看，理想课堂是学生自主选
课的课堂。

理想课堂是情智共生的课堂。 情智
课堂着眼于发展学生情感潜能和智慧潜
能。情商之父丹尼尔说过：真正决定一个
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情商而非智商。 成
绩是用分数、数字来衡量的，但是孩子的
一生，关键的不是成绩，而是成长。 情智
共生的课堂不能仅仅强调思维逻辑能力
的培养， 更应该注重学生整体素质的提
高以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良好的沟
通技巧的培养。 情智共生的主阵地在课
堂，这样的课堂中，学生会学习，会沟通，
会分享，会合作，敢质疑，敢争辩，能包
容，能失败。 具备了这样的素养，走上人

生的竞技场后必定会有着热忱的态度、
适度的自信、良好的沟通，这样的成长才
是真正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基。

理想课堂是师生共进的课堂。 师生
共进的课堂上，教师表现出的不是“蜡
烛燃烧”、“春蚕吐丝”的凄苦和无奈，他
们会因为教学中的创造和超越充满欣
喜， 会因为不断收获和进步而欣喜，会
充分感受到职业幸福感、成就感。 师生
共进的课堂，教师身份将发生本质性变
化。 教师是大同学，和学生协同合作，共
同围绕核心问题开展自主性的探究学
习，在单位时间内解决问题，实现学习
目标，促进师生共同成长。 在师生关系
方面，不是上对下的长幼关系、授受关
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和谐
的发展关系。 师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相
互合作、相互帮助，追求的是一种真学
习、同进步。 在教学关系方面，师生之间

不是那种传授和告知关系，而是合作学
习、共同建构知识发展能力的关系。 师
生共同创建小组合作团队学习机制，创
建人文、自由、开放、多元、灿烂的学习
氛围，让学生实现真实、自由、自主的阳
光学习。 在这样的课堂上，看到的不仅
是学生的智慧和激情，而且是教师生命
的张扬和释放。

理想课堂是走班选课的课堂。 课堂
是学生的，我们应该尽全力“让课堂适
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课堂”。 理
想课堂要让不同性格、特长和年龄的学
生站上成长的舞台，去体验、去展示、去
参与、去创想，不让一个学生当看客、当
陪练，做到尊重学生的兴趣、尊重学生
的意愿，给每个学生搭建展示风采的舞
台。 理想课堂必须能为学生全面发展提
供最有效、最全面、最先进的学习指导
活动。 因此，可以逐步取消班级授课制，

改为学科辅导制， 目的是让学生获得
“极大限度”的知识与技能，为其发展提
供全面服务。 确定授课地点和教师，学
生根据自己所选课程，去接受学科教学
辅导。 教学方式由教师根据学生需要随
时调整。 一门课按不同进度开设与学
习，学生可以重复听讲，可以选择听讲。
摒弃“一刀切”、“一把尺”的教育，可以
让每个学生最大限度地选择适合自己
的“种子课程”。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太谷县明星小学）

理想课堂的公约性标准 □林高明

理想课堂给学生以自由 □董楠楠

给学生适合的“种子课程” □杨淑娟

理想课堂至少拥
有这些基本元素：
自由、快乐、智慧。

理想课堂一定是
学生始终感到心
理安全的课堂。

理想课堂让每个
学生最大限度地
选择适合自己的
“种子课程”。

一切教育都要为
学生服务，学习权
力也要回归学生。

在实践中走得久了，有时候需要回到原点思考一下方向性问题。
理想课堂是什么样的？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位教育者眼中的理想课堂也是不同的，但不同

的背后一定可以提取出共识性、公约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