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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本身并不像 “创新 ”的含义那样
简单，不然也不会成为管理中最难解决的
问题之一。 有的学校领导对创新很迷信，
似乎创新是一种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东
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创新的理解
需要一定的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掌
握其灵魂与核心，从而在教育中灵活自如
地运用。

创新是新思想加上能够带来改进的行
动。创新并不需要刻意，也不仅仅是一种思
想，而是实实在在的过程。真正的创新能给
教育和学校带来新的机遇， 但创新也面临
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一味地迷信创新，学校
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创新试验场”。 缺
乏科学论证的创新试验只能让学生为之付
出高昂的代价。

我们并不怀疑创新对于教育改革发展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却不能不怀疑某些所
谓创新的动机、目的和实际作用。当前的许

多创新通常并不是革故鼎新， 而是头痛医
头、脚痛治脚，非但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
用，反而会成为学校改革的拖累，阻碍了教
育教学的健康发展。

我们应该认真分析， 哪些是我们需要
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哪些是我们必须小心
谨慎的东西。 教育不是赌注， 不能盲目迷
信，更不能天天忙于所谓的创新，而忽视了
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科学管理的原则。

许多学校的创新之举， 把教育变得越
来越简单化、模式化、功利化，样样改革、样
样创新，仔细分析却只是一些“奇招怪术”，

除了吸引眼球并没有什么实际功效， 甚至
适得其反。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后，我们却发现，一切都没有实质性改变，
创新变成一场“作秀”。

追根溯源，教育中的种种作秀创新，是
当前浮躁世风的一种表现。 比如，“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之类的“创新”；大肆炒作概
念，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创新”；某些学
者耐不住寂寞，坐不得冷板凳，为名为利甚
至不惜抄袭剽窃的“创新”；等等。

创新的原则其实就是两条：一要适度，
二要实用。为了创新而创新，往往都不太实

用。改革的背后躲藏着两条“美女蛇”：一条
名叫“追求完美”，另一条名叫“迷信创新”，
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很迷人， 实质上却是改
革的大敌。 追求完美的人犯的最大错误在
于，他们认为不完美就没有价值；迷信创新
的人犯的最大错误在于， 他们认为要有价
值就不能重复别人的路。

应该警惕教育改革中所谓的管理
创新 。

教育管理改革需要依据一定的法律法
规，更需要全体教职工的一致拥护。 然而，
总有一些中小学校领导我行我素， 以个人
的意志作决定。于是，创新“变异”为某些领
导专断独权、控制教师的工具。

有些学校确实真心实意想依靠创新做
一些好事，但好心未必就有好结果。风风火
火地将别人的改革方略拿来就用， 全盘照
搬，梦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结果却是矛盾百出、问题丛生———教

师不能人尽其才， 物资不能发挥最大的效
益，不仅学校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发展，连
正常运转也难以为继。这样的创新，就成了
一桌难以下咽的“夹生饭”。

所谓的教学观念创新也应该警惕。
以课堂评价为例， 教师对学生行为的

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
好，可是偏偏就有人创出一种新理论，非要
盲目地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 并非不能
赏识，但赏识一定要有条件，那种不分年龄
段、不讲实际情况、一味地夸大赏识作用的
行为，容易给学生造成错觉，并不利于学生
的成长。

中国教育的创新，太需要大智慧，不需
要小聪明。 学校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花样百
出、不见实效的创新，而是拨乱反正、重新
定位的创新，如此才能还教育以本色，还教
学以本色。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丰台区第二中学）

警惕“创新迷信”
□常作印

我见

高效课堂还要提升什么

问道课堂

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许多
学校的高效课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
是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我认为，目前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缺少思维引导。 学生主体性发挥与教
师思维引导并未真正实现 “形神兼备”，学
生只是形式层面的“动”，而不是思维层面
的“动”，更谈不上生命活力的涌动。 同样，
教师对于学生的思维引导， 许多时候只是
低层次的信息呈现与简单交流， 甚至是对
学生思维的控制与束缚， 根本谈不上 “点
燃、激发、点拨、点化”。 因此，课堂缺少生
成，实效性不强。

没有真正自主。 自主学习有形无神，不
能真正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依然是“控制、
考核、压制”，学生缺乏有效的“调控、激励、
引导”机制，享受不到自主带来的成就感与

幸福感。
过于乐观自信。 课堂教学改革是一项

艰巨而漫长的工程， 需要经历许多艰辛与
付出，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有些学校被
眼前的成绩所迷惑，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热
衷于追求表面的创新， 只说空话、 不做实
事，过于自信乐观。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缺乏一支
理念先进、态度坚决、执行有力的课改团队；
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了课改的质量与实
效，没有正确处理好课改与成绩、课改与模
式、课改与学科等关系；过分强调创新、关注
特色，忽视了课改常规工作的落实；新课改
理念没有转化为管理行为，缺乏激发内驱力
的管理、考核、激励等长效机制，有些政策还
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等。

课堂教学改革必须坚持以新课改理念

为指导，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为根本，以改
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为策略， 以养成自
觉主动学习习惯为标志， 努力实现由 “教
本”向“学本”、“学会”向“会学”、“知本”向
“能本”的转变，着力打造规范化、特色化、
高效化自主课堂。 具体的推进策略包括以
下几方面：

团队机制。领导团队要努力落实学校
管理 、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等环节 ，激发
师生的生命活力 、工作激情 、学习动力 ，
用行动带动课改发展 ； 学科团队以各学
科组长和备课组长为核心 ， 潜心探索课
改实践 ，打造学科名师团队 ，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班组团队以班主任为核心 ，加强
学习小组和科研小组的组建 、 培训 、考
核、评价。

培训机制。 一方面，学校要注重小组

建设和小组长选拔 ，在使用中培训 ，在活
动中提升 ， 强化小组捆绑式考核评价机
制，采取班组培训与学科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增强小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另一方
面 ，学校要鼓励教师自研自修 ，以学科备
课互研会为主要阵地，积极开展各种教学
研究交流活动。

激励机制。 学校应该修订完善各种制
度，倾注人文关怀，变制度为约定、变要求
为倡导、变惩罚为奖励、变考核为激励；应
该开展年度教师选拔竞赛活动， 为教师提
供展示交流的平台， 不断帮助教师成长与
发展；应该坚持开展教学成果评选活动，鼓
励教师加强课题研究、撰写教学案例、打造
特色课堂、 开发校本课程、 开展社团活动
等，并对成果显著的教师予以奖励。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宜川中学）

机制建设升级课堂 □张顺平

我们的课堂还需要什么？ 这是一个课
堂教学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解读这
个问题之前 ，我认为可以先思考 ，我们的
课堂有什么？ 在新课改理念的背景下，我
们的课堂发生了许多变化，拥有了许多新
元素———

课堂有了“灵魂”。 课改以来，课堂教
学由注重基础知识传授向注重学生能力
发展转变，由注重教学结果考核向注重教
学过程体验转变，由实施统一的教学方法
向实施差异教学策略转变……这些转变
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让课
堂有了灵魂。

课堂有了 “活力 ”。 新的课堂教学模
式会为学生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 ，注重
学生在课堂中的亲身体验 ，努力引导学
生将知识变为能力 。 学生在课堂上积极

参与 、自信展示 ，展现出无限的精彩和
活力 。

课堂有了“方法”。 在新课堂上，教师要
做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教师的教要为
学生的学服务，讲在知识疑难处、点到知识
关键处，充分发挥教师的激发和引导作用。
在长期的实践中，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
有了更科学、更合理的方法。

课堂有了 “安静 ”和 “热闹 ”。 要想让
课堂有活力 ，首先要让学生动起来 ，要让
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探索 、畅所欲言 ，展开
激烈的交锋与争辩。 但是，仅有表面的热
闹还不够 ， 学生还需要在热闹的基础上
沉下心来 ， 对知识进行深度与广度的拓
展 ，全面理解消化 。 因此 ，课堂应该既有
安静也有热闹———自学时的安静为展示
时的热闹完成储备与积累。

当然，我们的课堂还缺少一些元素———
课堂缺少“尊重”。 课堂教学改革让学

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但是许多时候，教师
还是改不掉一些积弊：在学生积极思考时，
教师总会催促：“快点，考虑好了吗？ ”在小
组成员回答问题时，如果一时答不上来，教
师也经常会说 ：“如果不会 ， 小组讨论讨
论。 ”这些现象在课堂上屡见不鲜，教师担
心完不成课堂任务， 对学生缺乏耐心。 其
实，耐心等待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教学策
略，更是一种尊重和理解。

课堂缺少“总结”。 一堂精彩的课需要
课前、课中、课后认真打磨，才会闪闪发光。
许多教师能认真备课，把知识理解透彻，带
着充分的预设面对学生。 但是，面对课堂的
临时生成，一些教师就难以及时、合理地引
导点拨了。 因此，课后总结十分重要，教师

一定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课堂教学
过程，看看有哪些需要改进或提升的地方，
不断总结、不断进步。

课堂缺少“责任”。 许多学生缺少责任
感， 原因在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没有告
诉他们责任的意义。 课堂教学的目的不仅
是知识学习，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
获得健全的人格。 因此， 责任教育非常重
要， 教师要让学生体会到自己在小组和班
级中应该担负的责任， 从而进一步体会到
在学校、家庭、社会中的责任感。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到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的职责， 并将这种职责体现到平
凡、普通、细微的教学管理中。 只有这样，课
堂教学才能不断升级， 课堂教学模式也才
能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原平市实达中学）

补上课堂稀缺元素 □刘舒芹

许多学校并没有认识到高效课堂的
更高层次和真正意义 ， 仅仅将改革停留
在课堂教学的流程 、 手段等方面 。 实际
上 ， 高效课堂已经在多个方面完成了创
新和拓展———

从教学走向教育。 高效课堂模式的核
心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以促进学生全面
而独特的发展为目标。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利用有限的课堂时空， 实现教
学效益与学习效果的最大化， 改变了传统
课堂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学”的消
极局面。 但是，高效课堂又不仅仅是一个教
学概念，更应该由教学走向教育，由原来侧

重对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教学行为的研
究， 转变为如何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效课堂
的主要任务，研究如何实现全科育人、全程
育人、全员育人。

从学校走向社会。 学校是社会大系统
中的一个子系统， 学校教育也是社会教育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高效课堂的
理念不应该局限于教室，更应该走向校园、
走向社会， 使高效课堂与学生的生活实际
联系起来。 比如，学校可以通过“高效课堂
开放日”“家校合作互动日”“学生社会活动
日”等形式，将高效课堂的育人理念、方法、
行为、成果等让家庭、社会了解；学校还可

以统筹课堂 、校园 、社团 、家庭 、社会等阵
地，打造学校教育引领、家庭教育配合、社
会教育协助的良好环境， 实现高效课堂的
理想追求，让社会成为更大的课堂。

从制度走向文化。 在推进高效课堂教
学模式改革的初期，许多学校为了保证改
革的有效实施， 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以规范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通过 “自主、合
作、探究”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规范教师
必须按照 “启发式 、探究式 、讨论式 、参与
式”等方法完成教学任务 。 这些制度对推
动高效课堂改革的有效开展起到了规范
和引领作用， 但制度毕竟是一种约束，是

一种强加于教师、学生身上的“负担”。 新
课改发展到今天，学校应该将高效课堂的
相关制度内化为学校的文化建设，通过学
校文化的影响与发展，让高效课堂的学习
方式成为学生的自觉习惯，让高效课堂的
教学理念成为教师的内在需求。 如此，主
动开展学习 、研究 、反思将成为教师的工
作常态 ，高效课堂建设也将由原来的 “要
求教师、学生去做”，变成“教师、学生要求
去做”。 由制度约束走向文化熏陶，将是高
效课堂理念在学校教育层面的全面发展
与全面深化。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阜新市教师进修学院）

课堂走向更高层次 □李世春

课堂教学改革应该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努力
实现由“教本”向“学本”、

“学会”向“会学”、“知本”
向“能本”的转变。

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不断发展，我们应该深入思考，课堂改变了什么，
还需要提升什么，应该用哪些策略或方法完成这些提升。只有不断思考、不
断实践，才能让课堂教学改革全面升级。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的职责，并将这种职责
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
的教学管理中。

高效课堂应该由侧
重对学生学习方式和教
师教学行为的研究，转变
为研究如何实现全科育
人、全程育人、全员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