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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没有自我目标

课堂教学改革强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 目的是改变应试教育过于注重知识传授
的弊端。 这个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 ， 然而不同地
区 、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不同 ，仅有 “大方向 ”而
忽视了立足自我，往往会备感艰难，难以见效 。 当
课堂教学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 各学校首先要聚
焦自身问题 、明确自我目标 ，然后 “对症下药 ”，这
样就能事半功倍 。 如果没有具体目标，只是“见什
么学什么 ”，就很容易出现 “瞎折腾 ”的现象 ，让学
生成为试验品。如果先明确目标再寻找方法，就可
以避免 “比照葫芦画瓢 ”的问题 ，有利于学校选择
性地制定改革策略，形成自我特色。 不过 ，需要注
意的是，学校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之前，一定要明
确 “培养什么样的人 ”。 明确了这个问题 ，改革就
会“万变不离其宗”，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

误区二：过度追求创新

有些学校在改革初期 ，一味地 “打破常规 、创
新求异”， 力图建立不同于他人的模式。 于是 ，这
些学校挖空心思为自己的课堂 “起名字 、 建新
规”， 导致课堂教学改革名目繁多、 花样频出 ，真
正有突破、有成效的改革经验反而并不多见。常言
道 ，不破不立 ，改革需要破旧立新 。 然而 ，什么能
破，什么不能破？ 每所学校都应该认真甄别 、谨慎
对待 。 比如 ，有的学校颠覆学习常规 （包括预习 、
复习 、作业等 ），倡导所谓的 “零作业 ”“零测试 ”；
有的学校无视记忆力、专注力的培养，对学生的粗
心 、马虎听之任之 ，反而美其名曰 “善待学生的错
误”；有些学校提倡课程资源整合却忽视课程内容
转化，过分注重流程环节却忽视基本要素，不把精
力投入到 “问题 、活动 、评价 ”的设计上 ，却在学生
展示的形式上煞费苦心。此外，新的学习方式有新
的常规要求，如果不能认真培养新的学习规范 ，新
课堂就会让人感觉如飘浮在空中一般 ， 落不到实
处。以小组合作为例，如果教师不能把合作技能纳
入常规养成计划，那么学生围坐起来之后，也不知
道如何分工、如何对话、如何处理成员之间的冲突
与矛盾。 这样的小组合作，肯定会破绽百出 、问题
不断。

误区三：误读生命活力

关注课堂活力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一大亮点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许多学校进行了大量的尝试
与创新 ，比如 “游戏进课堂 ”“语文戏剧化 ”“学生
问满堂 ”等 。 于是 ，课堂上热闹异常 ，学生不断提
问 、不断对抗 ，展示形式也丰富多彩 。 然而 ，什么
是真正的课堂生命活力呢？我们不妨听听“让课堂
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提出者叶澜的观点：“我不认
为凡是让学生在课堂上当小老师 、 让学生问老师
答，或学生互问互答才是改革，也不认为学生活动
越多、教师讲得越少，课堂桌椅摆成六人组状而非
秧田式，就是体现当代教学改革要求的课。 ”实际
上， 真正体现课堂生命活力的教学活动应该以问
题解决为核心、以多维对话为形式、以思维产品为
成果。如果教学互动不具备这 3 个条件，课堂教学
就会偏离方向、劳而无功。只有学生在课堂上自由
畅想 、各抒己见 、辩驳争议 、论证事实 ，碰撞出无
数个 “精彩观念 ”，让学习过程幻化为奇妙的 “生
产之旅”，才会真正产生“课堂生命活力”。 不顾学
生创造力，不顾教学生产力，只是形式创新的知识
搬迁，这样的“课堂活力”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误区四：忽视思维发展

课堂教学改革最受关注也是争议最大的地
方就是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 支持者以自主 、合
作 、探究为核心 ，把力气放在了新学习方式的建
构上 ，并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 ；反对者则以 “有意
义的接受学习 ”为 “武器 ”，极力发掘课堂教学改
革中出现的问题 ，反对新的学习方式 。然而 ，不论

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都未能从本质上审视课堂
教学改革的理由与方法 ，未能探寻学生 “到底缺
少什么 ”， 从根本上解决课堂教学中的短板 。 比
如 ，有些学校倡导促进 “学生幸福发展 ”，却并不
清楚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发展 。 中科院院士杨叔
子认为 ， 批判性思维是理性与创造性的核心 ，没
有批判性思维教学 ，就没有真正的素质教育 。 学
习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被动接受 ，没有对现存知
识的质疑与反思 、思辨与否定 ，就不可能拥有创
造性 。 教师在课堂上不要急于提供结论 ，而是要
让学生自主探寻 ，引导学生用不同的观点甚至相
反的观点进行争论 ，再让学生互相评估各自的想
法 ，找到证明自己观点的最佳证据 。 这种做法可
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促进学生批判性思
维的发展 。

误区五：警惕课改“速成论”

有时 ，我们对 “抱残守缺 ”的课改反对者批
评有加 ，但对一些认为 “只要改课 、必有效果 ”的
盲目乐观思想缺乏警惕 。 日本学者佐藤学曾指
出 ： “当今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实验并不总是理想
的 ，未必会给教育带来进步 ，也未必注定会给儿
童缔造幸福的未来 。 在这些改革与实验中也夹
杂着教师的困惑与失望 。 改革与实验的时代 ，也
是混乱与迷惘的时代 。 ”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极
其复杂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存在失败的
危险 。 一些地区 、 学校把课改看作是一种 “时
髦 ”，简单冒进 、包装打造 ，使课堂教学改革成为
闹剧 ，失去了改革的严肃性 。 我们对待课堂教学
改革应该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不能 “拍脑袋 ”
下决策 ，要学会科学论证 。 课改是慢的艺术 ，容
不得急躁与冒进 ，那种指望 “马到成功 ”，指望全
体教师 “齐步走 ”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也是违
反教育发展规律的 。 要记住 ，课堂是 “为学生发
展而改 、为教师发展而改 、为学校发展而改 ”，而
不是 “为喝彩而改 ”。

误区六：主导与主体相互排斥

教与学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在倡导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的时候，并不排斥教师的“导”。 真正的
高效课堂包括“科学的导”与“科学的学”。 没有教
师科学的导，课堂就可能没有高度、宽度与深度。

教师科学的导主要体现在 6 个方面 ：导向 、导
序 、导思 、导法 、导练 、导结 。 学生在自学与合学
时 ，教师并非无事可做 ，而是要研学 、助学 、备学 、
量学、思学、调学。

高效课堂的“灵魂”是双向的，一是相信学生 、
解放学生 、利用学生 、发展学生 ，这是针对教师而
言的 ；二是相信教师 、解放教师 、利用教师 、发展
教师，这是针对校长而言的。 教学合一，不仅是传
统课堂的教学原则，对高效课堂同样适用。

误区七：放手成了“放羊”

“放手”不等于“放羊”。 有些学校经过了长时
间的实践， 教师与学生在高效课堂背景下的素养
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适度
放手自然水到渠成， 学生也因此锻炼了自主学习
与自主管理的能力。 然而，一些学习者不明就里 ，
也让教师大胆放手，甚至要求教师不写教案、不批
作业、不作讲解，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导致学生成绩
“大滑坡”。

教师的放手应该建立在学生自主学习 、 自主
管理能力的持久培养上，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后，
教师才能大胆放手。 在新课堂中，“放手” 是建立
在“放心”基础之上的。

与“大胆放手”相对的，是一些学校唯恐学生学
不会，让教师事事包办。 实际上，自主精神与自主能
力的培养是高效课堂的核心， 教师应该不断解放思
想，尝试让学生备课、上课、命题、批改作业。

自主应该无处不在、时时发生 ，只有让学生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他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教
师应该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相信学生自己能够学
会；激活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为学生提供相应的

学法指导 ；鼓励学生大胆质疑 、大胆讨论 ；在适当
的时机，让学生参与教学设计并主持课堂教学。

误区八：导学案止于“学什么”

导学案的价值在“导学”，导学不能止于 “学什
么”。 一份优质的导学案要重点解决 “怎么学 ”与
“不会怎么办”两大问题。

“怎么学 ”即 “会学 ”，教师要与学生一起探究
学会某个知识点的思维方法、 共性方法与个性方
法。但是，许多导学案上的方法都是流程操作的方
法， 缺少思维含量。 真正的方法应该是学习的策
略、途径、方式、工具、规律、窍门、技巧等。 如果导
学案上没有方法指导，课堂高效自然无从谈起。

解决 “不会怎么办 ”的问题 ，就是要求教师在
课堂上找到每个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 ”，摸清学生
的学习起点，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背景知识 、已学知
识、相关知识等，保证人人学会。

导学案编制应走出 “一重两轻 ” 的误区 ：“一
重 ” 指重导学案编制的格式 ， 比如学习目标 、流
程 、环节的格式要求 ；“二轻 ”指轻导学案本质 ，轻
对课标、教材、教参的研读。 导学案的本质是助学
工具，旨在引导学生的学，在自学的关键处给予目
标导航、困惑处给予方法指导，对学习新知识有困
难的学生给予旧知识的铺垫。还有些时候，教师把
备课重心放在了套模式上，忽视了对课标 、教材的
研究，导致有些导学案用习题代替问题，有些导学
案的合学内容无必要、探究内容无价值。

误区九：展示就是说答案

学生的展示水平决定课堂的高度与效率 。 许
多学校存在的共性问题是 ：“示 ”多 “展 ”少 ，重结
果轻过程， 重答案轻方法， 重成果分享轻问题暴
露。 因此，课堂应该从“示中心”走向“展中心 ”。

展示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展成果
（知道 、理解 、明白 ），展问题 （不解 、不同 、疑惑 ），
展思路 （依据 、论证 、结论 ），展过程 （步骤 、要点 、
规范 ），展观点 （看法 、见解 、理由 ），展方法 （多样 、
发散 、迁移 ），展规律 （一点 、一类 、一片 ），展体系
（梳理 、穿线 、建构 ），展意义 （教训 、感悟 、启发 ），
展质疑 （异见 、批判 、建议 ），展发现 （盲点 、疏漏 、
生成）。

展示的落实角度包括 ： 从一道题怎么做拓展
到一类题怎么做 ；从点引申到面 ，比如 ，问本文线
索是什么，就可以联系到文章线索有几种 ，再针对
每种线索举一个例子；如果问题是个例子，就要尝
试总结问题、验证规律；可以展示问题回答的切入
点 、易错点 、易混点 ；可以展示自己独到的见解或
由他人观点引发的思考。

总之，“展”要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要解决困惑
问题，要让自己和他人都能有所收获，还要提出有
价值的观点，切忌让展示变成表演与问答。

误区十：忽视反馈与反思

检测与反馈环节是衡量课堂达标情况的 “镜
子 ”与 “回音壁 ”，不可或缺 ，也不可仓促了事 ，更
不宜推至课外。

为了让检测与反馈更有效 ， 可以重点强调以
下几方面：题目设置要回扣学习目标，当堂检测的
习题要少而精，让学生自拟检测题并相互批改 ，采
取问答 、操作 、展示 、背诵 、听写 、笔试等多种有效
的课堂反馈形式，保证充分的时间当堂完成任务。

课堂反思也是被许多教师忽视的一个环节 ，
往往是练习 、交流 、展示等环节设计得精彩纷呈 ，
最后的小结却一笔带过、草草收场。 实际上 ，一堂
完整的课，不仅要有扣人心弦的导课环节、引人入
胜的主体部分，还要有回味无穷的结尾。一堂好课
犹如一台戏，结束时应该是高潮，而非尾声。

课堂小结要简明扼要 、 提纲挈领 ， 要突出要
点 、重点 、难点 、易错点以及技能 、规律与方法 ，要
制造悬念、 埋下伏笔。 课堂小结可以采取趣味游
戏、知识树、歌谣、顺口溜、列表比较等方法 。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河
南省新安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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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让自学真实发生
高效课堂的概念体系里预

习可理解为自学 ， 自学不仅仅
是 为 后 面 的 学 习 提 供 知 识 基
础 ， 还在于它是学生主动学习
的起步 ，有了这个起步 ，学生才
会对整个学习过程负责任 ，才
能够意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 ，
而不是在帮教师的忙 。 遗憾的
是 ， 有不少自学成了学生在课
本、参考书上找到答案。 只有当
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知识
并学会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才
算是成功的自学 。 自学的基本
流程 ：裸学 （不看资料 ）———助
学 （借助资料 ）———记学 （消化
吸收）———量学（自查反馈）。

之二：流程切忌走形式
高效课堂的流程不能硬套

模式，依据学情，“学、展、点、练”
几个环节可任意排列组合；针对
每个问题，“学、展、点、练”一步
能完成的就不要进行两步，两步
能完成的就不要用三步。

之三：警惕“新碎片式教学”
与过去烦琐分析不同， 把一

篇课文翻来覆去地嚼， 不厌其烦
地问，肢解成了碎片。 如今，是从
文本里截取几个碎片，供学习、品
赏， 然后用一两个活动环节连接
起来，看着既美观又有用，实际上
对于学习文本而言，属管中窥豹，
盲人摸象；对于语言增长而言，也
是微乎其微，所得甚少。

之四：探究学习等同于在活
动中学习

许多教师认为，在活动中学
习就是探究式学习。 于是课课必
安排活动。 完整的探究式学习过
程 ， 教师首先要创设一定的情
境，让学生产生问题 ，然后围绕
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推测、
猜想、规划，找出可行性方案，最
后由学生根据设计方案在实践
中实施、验证，从而解决问题。 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亲历探究的全
过程， 获得探索的积极体验，提
高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
交流分享研究的成果，形成科学
的态度和方法。

之五：警惕评价的异化
关于评价，合理的发展路径

应该是： 初期阶段重视评价，中
期阶段变化评价，后期阶段淡化
评价。 在高效课堂的成熟阶段，
应该用习惯 、文化 、精神引领学
生。 许多时候，课堂上的廉价掌
声太多 ， 后果就是一些学生患
上了 “赞美疲劳症 ”。 课堂上的
评 分 环 节 也 存 在 不 合 理 的 地
方，主要表现为 ：各学科教师打
分标准不统一 ， 同一层次的行
为打分差距悬殊 ； 优等生重复
发言多次得分 ； 一个小组不同
层次学生发言打分相同 ； 同一
层次的学生读答案 、背答案 、用
自己话说答案 、 艺术呈现答案
打分没有区分 ； 点评过于注重
对外在形式的点评 ； 只评回答
的次数 ，忽视回答的质量 ；重视
小组评价，忽视个人评价。

高效课堂
小贴士

□崔成林 夏书芳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误区
暑期专刊

■ 策划者说
反思，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课改人的成长方式。当高效课堂走过10年，迫切需要进行一场系统的反思，反思哪些

课堂行为是过度的，哪些是需要提升的，还有哪些是存在错位的。本版梳理的这些误区就是一线实践者反思的结果，既
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可能只是挂一漏万的呈现。但意在提醒，课改路上有哪些弯路可以少走，甚至不走弯路，让更多
的人走出高效课堂的理解误区和实践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