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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和学校的栅栏拦住了什么 □朱传世

一线动态

数学课变数学活动课
不再使用传统的数学课教材，

而是通过更为轻松、 活泼的教学形
式，让学生学习数学知识，这是广东
省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取消”一年
级数学课的做法。

数学课程改革后， 该校一年级
的课程表仍有数学内容， 但从过去
的每周 5 节减至 3 节； 而这 3 节数
学课是以数学活动课的形式教学，
所使用的教材也不是通用数学教
材，而是通过故事、图片的形式串起
简单的数学知识点， 相比通用一年
级数学课本，该教材内容更为简单，
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徒步下乡上实践课
背着行囊步行 26 公里，在厂房

里打地铺睡草席， 深入乡村帮农民
打草、 做农活换取一次做农家饭的
机会，自己生火、择菜、做饭……这
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
进行社会实践的一个剪影。

日前，该校高二全体学生徒步、
打地铺、打靶、参观中山舰、干农活，
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收获颇
丰。 据悉，从 1990 年至今，这堂“大
课”已上到了第 25 个年头。

角色扮演学金融
学生角色扮演售货商家，亲身

体验一瓶水在不同商业模式下的
定价。 近日，普汇金融知识平台组
织的金融知识进课堂讲座“消费精
明眼之一瓶水的价格秘密”走进了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小学，给
学生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金融
知识课。

教师先是让学生分组讨论，每
组取一个商店名称， 带领学生去不
同的商店购买东西， 引出日常消费
问题。再通过一个角色扮演游戏，让
学生从不同的角色定位出发， 考虑
定价问题， 从而揭露一瓶水不同价
格背后的秘密。 这种课程讨论互动
的形式，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
积极性。

外教来教中医课
黄头发、蓝眼睛，时而手举针灸

银针，时而高声朗诵《伤寒杂病论》
中的名句……近日， 美国博士斯蒂
文的“中医课”在四川省内江市天立
国际学校开课。

“我第一次喝到苦涩的中药时，
以为是医生的恶作剧， 而现在中医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重视。”斯蒂
文说。 虽然这是斯蒂文第一次在小
学课堂深入讲解中医知识， 但在他
看来， 中医发源地的孩子应该从小
了解自己祖国的文化。

中学化身“联合国”
法语 、德语 、韩国语 、西班牙

语……每周三下午，在北京石油学
院附属中学的不同教室 ，4 门小语
种同时开讲 ， 授课教师清一色来
自北京语言大学 。 学生们课上学
小语种 ， 课下接待多国宾客 。 如
今 ，这所普通中学俨然化身 “小小
联合国”。

据介绍， 学校的大学课程全面
升级，共开设 9 门，其中 4 门为小语
种， 另外 5 门分别为视频编辑与制
作、中国传统礼仪等。

（钟原 辑）

更 正
本报 2015 年 11 月 18 日第 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什么才是有价
值的儿童阅读》一文的作者应为：赖
伙琪（福建省宁化县教育局）、曾扬
明（福建省宁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近年来，“走班上课”成为课改的热
门话题。 “走班制”是对班级授课制的补
充和超越，在横阻于班级与班级之间的
栅栏中开了一道柴扉。 有的学校干脆把
栅栏拆掉，变成了全校范围内的 “走班
上课”。 有的学校，学生甚至可以走出学
校，到外校选课学习。 思考这其间的意
义，当从“班级的栅栏拦住了什么？ ”“学
校的围墙围住了什么？ ”这两个原点问
题出发。

几百年来学校实行的班级授课制，
让学生长时间局限在相对固定的时空，
静态地维持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
“走班上课” 的意义在于扩大了学生的
物理空间，形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协作与
交流局面 ；同时，为单调的集体生活增
加了调味剂，班级分类被打破 ，控制与
被控制的僵化关系得到了缓解。

如今 ，由 “走班上课 ”到 “走校上
课”的逐步演进，承续了“走班上课 ”的
意义 ， 并再一次彰显了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的决心与力量 ， 这其间的意
义足以让我们更多地思考怎样打破学
校的围墙。

其一，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空间。 学
校是象牙塔 ， 而且还是一个比社会更
先进、更理性的象牙塔 。 但是 ，学校绝
不是尘封之地 ， 应该是对社会有全面
考察之后 ， 再生发出变革社会的勇气
和智慧的象牙塔 。 “走校上课 ”必然引
导学生走出长期以来 “以教室为圆心 、
以学校为半径的生活圈和学习圈 ”，并
逐渐构筑起 “没有固定圆心和半径的
生活圈和学习圈 ”，从而形成无边界学
习的意识 ， 把社会大课堂真正地纳入
学生思考的视野 、实践的天地 。 “走校
上课”的终点是“另一个象牙塔 ”，学生
会因为接触到一个 “异质 ”的学校而惊
喜 ，也可能会因为接触到 “多校一面 ”
的状况而痛惜。 无论怎样，学生的物理
空间、想象空间 、心智空间都在进一步
扩大，他们思维的触媒会更丰富 ，他们
的情意在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由
静而动。

其二 ， 让师长们看到了梦寐以求
的“求学”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
“求学”的经典故事：宋濂向老师求学 ，
“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 ，穷冬烈风 ，

大雪深数尺 ，足肤皲裂而不知 ”；清代
医生叶天士成名之前 ，寻访天下名医 ，
虚心求教……但是 ， 今天这些优秀传
统似乎荡然无存 。 “走校上课 ”让学生
可以向更多优秀的教师学习 ， 真实地
行走在求学之路上 ， 增强了学生的自
主选择性 ， 让他们主动承担起学习责
任， 这正是教师梦寐以求的学生学习
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习由被动
变主动。

其三，让学生在自我身份确认中增
强交往自信。 在以管控为潜在机制的课
堂和学校里 ， 学生不能确认自我作为
人、儿童（少年、青年）、主动学习者的身
份，被成人监管，行事处处受限，思维自
然打不开。 “走校上课”是学校自身打破
控制与被控制僵局的开端，也是学生开
始确认自己真实身份的开始。 学生的交
往空间增大， 可以与外校的师生交流，
在交流中自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确证，
所承载的权利与义务系统、责任与礼仪
系统一并被开启 。 随着交往频次的增
加，学生会更自信、更有角色担当。 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由自然人 、被管控者变

为社会人、角色参与者。
其四，通过改变校长心理格局消弭

了不良校际竞争。 以高利害考试分数为
主导的不良校际竞争环境，已然把中国
的学校生态搅得面目全非。生源抢夺战、
名师争夺战、 名誉归宿战等狼烟四起。
“走校上课”打破了这个格局。 实行“走
校上课”的校长一定认清了一点，那就是
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是国家的，不是某
个小群体的，更不是个人的。 既然如此，
互利互惠、优势互补、资源互享，便能让
学生的利益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学
校化“敌”为友。

也许，在“走校上课”这个问题上，有
人在计算时间成本 、安全风险 、人力耗
费。 其实，当把学生的认知发展、思维发
展、情意发展等计算在内时，与以往相比
较，单位时间内的效率更高 ，且更有趣
味；当学生在可控的“险象”中经历过、体
验过，未来生活的安全系数会更高；当教
师陪着学生一起走出学校，教师正在逐
渐走出“职业倦怠 ”这个难以绕开的困
局，走向更宽广的生活世界。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许多专家认为，今后将有越来越多
的学校加入到“走班制”教学尝试中。

“走班制 ”把学生的兴趣放在一个
更加突出的位置 ， 即学生可以选择一
个自己更有兴趣的学科学习 。 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是典型的“因材施教”。 实
施“走班制”，就是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
生从目前的被动接受角色转变为主动
选择角色，激发出学习兴趣。 同时，“走
班制”还能扩大学生的交往范围。 由于
没有了固定班级 ， 学生在每门学科的
学习中会接触到不同的同学 ， 有利于
培养社交能力。 “走班制 ”对教师也会
起到促进作用，因为在一些学校 ，学生
可以选择授课教师。

但是，“走班制 ”在火热之余 ，我们
要有一个冷静的思考，即学校如何实施
“走班制”，怎样的“走班制”才有意义。

首先是“走班制”课程的设置问题。
假设课程是学生自己申报开设的，那么

我们可以认定“儿童即课程”，但仍旧是
课程与教材层面的问题，即“学什么”的
问题；如果课程是教师定的 ，学生的选
择是适应教师，“教师即课程”，还是“学
什么”的问题。

在“走班制”的“走”的背后，如果课
程还是教师定，意义不大。 学生没有自
主性 ， 学习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真正发
挥，就不能很好地找准自己的需求进行
有针对性的选择。 不少学校以“走班制”
的名义，对知识进行分层，对学生进行分
等，推出“实验班”“清华班”等特殊班级，
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据此判断 ， 目前许多学校的学生
走班 、学生走校 、教师走校 ，只是在课
程资源上打破了边界 ， 尽管赋予了学
生想学什么的可选性 ， 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学校学习资源的不足 ， 但对于学
生学习和成长的意义有限 。 而我们需
要的方向是 ： 学生有自己的逻辑与规

则，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 ，每个学生就
是一门独特的课程。

传统“走班制”的“走”是选择性，更
强调了学生要适应教师，虽然增加了课
程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教师角色和师生
关系并无本质性改善。 “走”不能完全理
解为学习方式，“走”是一种选择 ，体现
的是教育理念的自主性；“走”是一种流
动，是学习资源的共建共享。

在课程与教学的争辩中，我不赞同
“大课程小教学”的说法，也不赞同 “小
教学大课程”的说法。 我的观点是，学校
要发展必须平衡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互
相促进，才是新课改的初衷。

准确地说 ，课堂才是真正的 “走 ”，
真正的“走班制”是先体验、先行动 ，这
样的“走”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而不是选择资源的 “走 ”，只停留
在知识纬度层面。 “走班制 ”的学习组
织方式充分赋予学生学习的主体地

位 ， 克服了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度的缺
陷，最大限度地让不同兴趣爱好 、不同
学习基础的学生获得最适宜自己的发
展环境。

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为追求更好
的成绩，“走班制”也出现了“尖子班”“重
点班”“普通班”。 “尖子班”的硬软件配
置要比“普通班”强，进不了“尖子班”的
学生就成了 “二等公民”。 这种分班行
为，显然失去了教育公平。

“走班制”根本的学习方式是“教师
方向+学生行动”，这样才能大大扩展课
堂的空间和时间。 没有对学生行动目标
的设计，课程只是教师的一厢情愿。 真
正的“走班制 ”应该是突破时间和空间
的，让师生达到完美的统一。

因此，在“走班制 ”大兴之时 ，这样
的冷思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课改
选择。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前景学校）

以生为本的教研
当下，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教研

活动，并逐步走向常态化，这是一种非常
可喜的现象， 对全面落实课程改革目标，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课程建设能力，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
意义。 在平时的教研工作中，教研员不仅
要关注教师教的行为，更要关注学生学的
行为，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以敏锐
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根据诊断或预测到的
相关具体教学问题，及时确立研究活动的
主题和活动方案进行组织实施，确保活动
取得成效。

总的来说，教师是否以生为本，要从
以下三个关注来判断。

关注每个学生的活动状态。 学生是学
习的主人，一切教研活动都应以学生为中
心组织开展。 从学生的活动状态可以直接
体察到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如何，收获如
何。 然而，在我们的教学中，时常是教师讲

课时，学生鸦雀无声；教师提问时，学生的
举手姿势都需要统一规范。 学生这样的举
动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 现在的教学
常表现出学生“小眼发光，小手直举，小嘴
常开”的美好状态，整个课堂动静交错，静
思默想、交流讨论、多媒体课件运用不断，
大多数学生在积极参与活动， 整个课堂充
满了活力。每次参加教研活动，我不仅关注
教学的整体感，还想方设法坐在学生身旁，
观察他们的活动状态， 特别是那些被教师
遗忘的个别学生，他们的言行、神情等释放
出的“微信息”以及教师对这些“微信息”的
应对策略，因为这些“微信息”是独具个性
的课堂反应，也是教师是否尊重差异、落实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的最好见证。

关注每个学生的活动变化。 在开展教
研活动时，教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
异， 让他们通过参加活动取得最大收获，

求得最大变化。 教师要充分认识每个学生
的差异，多用鼓励的方式启发诱导学生积
极思维、大胆想象、合理表达。 在设计教研
活动预案时， 教师要充分掌握好活动目
标、活动内容、活动过程和活动手段等相
关元素， 对于活动的目标要非常明晰，活
动的内容要适当精选，活动的手段要合理
运用，一切均要简单行事，让学生通过“滚
打摸爬”体会到活动的快乐。

在实施教研活动过程中，教师要突出
活动内容的多样性和选择性，让学生有充
分的选择自由。 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个
性体验， 重视他们富有个性的感受和见
解。 教研活动结束后，教师还要带领学生
回顾活动经过，总结活动收获，分享活动
喜悦， 让每个学生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变
化，这样的教研活动才富有实效。

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可能。 开展教研
活动就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激发潜质，为每个学生带来无限发展的可
能。 在教研活动过程中，教师除了运用情
境渲染、表扬激励等方式激发学生参与活
动的兴趣外， 还要注重活动的目的引导，
让学生大致了解活动的意义，激发学生参
与的内在动机， 赋予活动极大的吸引力，
让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和发展的可能， 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活动
中。 教师开展教研活动要端正活动目的，
摆正学生的现有水平与可能达到的水平
之间的平衡， 贴近他们的最近发展区，驱
动学生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让他们享受到
成长过程中的愉悦和幸福。

我们深知，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研活
动才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只有这样，教师
才能不断改善自身的教学行为，实现专业
水平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金湖县金南镇中
心小学）

□吴要金

教研专家谈教研 本栏目由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协办

“走”的逻辑与规则 □张 雷

从“走班上课”到“走校上课”，一种“走起来”
的学习方式在学校悄然流行，为教育教学增添了
活力。“走”意味着什么？“走”打破了什么？“走”进
入了哪些“禁区”？需要我们在分析它发展的一面
的同时，也不丢失冷静的思辨。

新视线

“走起来”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