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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在哪里
———2015 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如果说， 预见方能遇见的话，那
么，回看才能看清、看准、看透。

于是，当一夜之间 ，时间的指针
已经转到 2016 年的时候， 我们是否
有必要站在这个时间的节点再一次
回望过去的一年，课堂改革的现场到
底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需要坚
持什么、纠偏什么？ 是否有必要追问
自己：关于教育，当初的梦想还在吗？
关于课堂，曾经的猜想还在吗？

掐指算来， 这样的年度观察我们
已经持续了 5 年。 我们旨在为读者提
供一种关于课堂改革现象的年度判
断。 当然，因为占有的资料有限，关注
的视野有限， 这样的观察只能是挂一
漏万，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确
代表一种视角、一种思考。 我们所能做
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深入课堂现场，用
一种眼光去发现、去梳理、去解释、去
判断， 进而不断提升我们的观察力和
解释力， 为读者提供一种有立场和有
方向感的分析。

反思，是一种成长方式 ，也是课
堂改革的深化方式 。 在过去的一年
里，经历了太多的探路 、纠结和争鸣
之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讲与不讲、
讲多讲少、挺模式与反模式的争鸣终
将只是课改的“花边”，课堂改革真正
的关键事件不是 “手中有法”， 而是
“眼里有人”、“心中有爱”；我们发现，
课堂还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些
所谓的课堂还权仅仅是有限还权，即
便是已经还权于学生的课堂，还权之
后还存在太多需要关注的细节；我们
不得不正视，课堂还存在许多教师的
“告诉”，还存在许多“伪合作”、“假展
示”现象，甚至还有“唱衰”课堂改革
的论调。 这些都表明：课堂改革需要
再出发，需要再深化，需要坚持做什
么和不做什么。

课改的速成论和课改的悲观论
都可能是一种偏见，也许行动才是课
改的最高纲领。 在过去的一年里，实
践领域已经形成更多的共识： 比如，
以学的方式进行教，以学生为中心建
构全新的学习生态；比如 ，不能以改
革的名义拿新技术支持落后的教学；
比如，“学习学” 建构已经提上日程，
越来越多关于脑科学、心理学方面的
成果已经引入课堂。

与此同时，新的命题开始从实践
的田野生长出来。 课堂改革的最后一
公里到底在哪里？ 课堂改革必然要解
决为何教、谁来教、教什么、何时教、
何为教和怎么教的问题，前 5 个问题
似乎哪一个都比“怎么教”更重要，前
面的问题没搞明白，再好的教学方法
都可能是一种伤害。 那么，前 5 个问
题我们研究了吗，研究透了吗？

课改初期，课堂必然要从过去的
“静”解放出来，走向“动”，而真正的
“动”有着丰富的内涵，当我们直击了
课堂“动”的内涵之后，必然要再一次
回到课堂“静”的状态。 所以，课堂改
革要经历 “静———动———静 ”这样完
整的链条，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这样的
观点：课堂改革应该是一场 “静悄悄
的革命”。 那么，我们的课堂回归到更
高层次的“静”了吗？

媒体是负责提问的。 所以，这一
年我们选择以问题为线索展开如下
观察。

重提改课， 在今天似乎有点不合时
宜。 但对于多数区域和学校而言，改课依
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依然是一个需
要纳入重要议程的课题。

“课程改革的结果必然要落实和体现
在课堂上。 ”这是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成
尚荣早在 5 年前就提出的一个观点。 在
我们看来，课改之根只有扎在课堂的土壤
中，才可能枝繁叶茂。 教育这场自救运动
必然要从课堂这个主阵地开始。

我们无意将课程建设与课堂改革对立
起来、割裂开来。 其实，课程改革从来都不
是孤立的，课程与课堂原本就是一体的。 可
是，回看课改会发现，真正触及课堂的，让
学生课堂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 仍然是少

数。 而那些落后的教学方式实在无法支撑
国家顶层设计给出的先进的课程思想。

过去的一年， 核心素养成为基础教育
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崔允漷曾说，落实“双基”是课程目标 1.0
版， 三维目标是 2.0 版， 核心素养则是 3.0
版。 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
这是从教书走向育人这一过程的不同阶
段。 核心素养的培养，一方面要有具体的课
程来体现，另一方面要在课堂上得以实现。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里， 国家既定的课程框
架很难触动，对于一线教师而言，所谓的课
程建设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和领导力， 即便
是整合一些课程，或增加一些课程，都只是
有限开发， 更何况对于大多数一线教师而

言，这实在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难题！ 相
反，教和学的方式变革则更有空间！

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改课远比课程开发、 整合和建设意义更
大。 如果课堂教学的组织方式不变，教和
学的关系、 师和生的关系则很难真正改
变。 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大量的时间都
是在课堂上度过的，而改课则意味着重建
一种课堂生活方式和生活秩序。

课程开发、整合、建设往往是在某一
段时期内发生的，而课堂教学却每天都在
发生。 对教师而言， 研究学生如何学，如
何调动学生学，比开发课程本身更重要。

我们之所以力挺改课，实在是因为今
天的学校教学太需要改革、优化、改进了！

实在是因为自主、合作、探究 ，不是太繁
荣，而是太萧条了！

改课无疑是重建一种生活方式。 正
像我们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
一样，以民主的方式过一种学校生活，永
远比开发一门公民课程本身更重要！

改课的重要意义乃是让教学从艺术
走向科学，凡是科学的，一定是有标准的、
规范的、可复制的、属于大多数人的！ 改
课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撬动学生学
习的动力。 好的课堂一定体现在这样一
个公式中：“欲+鱼+渔=好课堂”。

课改需要重新回到改课上来，改课才
是课改的“牛鼻子”。 在改课上，我们需要
有高度的道路自信和改革自觉。

为什么课改要重新回到改课上来

课改也有 AB 面。
课改的 A 面是一群理想打底、思想先

行的人在探路，课改的 B 面则是一群原地
踏步的人在批评正在奔跑的人，是一群站
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在指责、嘲讽，甚至非
议，并且往往是以很正义的面孔出现！ 课
改的 A 面，几经探索有了一点成果总要展
示一下，展示即总结、即提示、即暴露，课
改的 B 面，又有人开始怀疑你的动机，“是
作秀、是作假、是显摆、是吸人眼球”，总有
一条理由可以用来攻击你的“作为”！ 课改

的 A 面，在课改中难免遇到新问题、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原本就是做事
情的常态，课改的 B 面，又有人要发话了，
他们往往会拿问题说事，还没有深入了解
就简单否定， 抓住一点问题就无限放大，
以偏概全，他们会把这些作为不课改的理
由，也会把改革说成是一种折腾！ 课改的
A 面，某个学校和某个区域探索的经验受
到相关领导、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成为“课
改明星”，课改的 B 面，则有人开始怀疑你
是否是原创， 有人批评你的经验无法复

制，不具有普遍意义……
这就是当下课改 “怪现状” 的部分片

段。这也许正是最真实的课改生态。课改从
来都是有人干、 有人看， 还有人专门来添
乱，课改从来都是改革派、保守派、反对派
“三派鼎立”。 其实，课改正是在这样的博弈
之中向前迈进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坚
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没有困惑、苦恼、甚
至彷徨， 说明课改还未真正起航； 没有争
论，甚至反对声，说明课改还没有触及问题
的要害。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一定伴随制度

重建，一定冲击文化传统，一定触及人的心
灵。 课改人要有勇气摒弃错误的言论，要有
能力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改革者往往有相同的态度。 关于反对
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也曾有一个形
象的比喻，大意是课改人就像登山人，在最
初登山的时候，会遭遇许多困惑、嘲讽和质
疑， 山底下的人总不相信甚至质疑登山人
看到的风景，这个时候登山人别去管它，越
往上走，那些声音就越远了，当登山人听不
到的时候，可能意味着你马上到达山顶了！

课改现场有哪些AB面

台湾教师李玉贵的演说温柔却给人
以力量。

过去的一年里，李玉贵先后两次出席
中国教师报主办的会议。 这位擅长讲述
故事、解读细节的台湾教师，让与会的课
改人看见了另一个课改现场。

在江苏徐州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名
校长高峰会议上，李玉贵说，她曾访学日
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指导的学校。 在交流
过程中，佐藤学说：“一节课最重要的目标
是什么？ 课堂的第一目标是要让所有学
生有这样的意识：不管教师讲过多少遍，

只要自己还不会，就可以放心地对同伴、
对教师说，‘我还不会，我还没听懂’。 ”

受佐藤学思想的影响，李玉贵对课堂
教学有了许多全新的认识———

“只有学生安心坦然地说出‘不会’的
课堂，小组合作才有可能真实发生。 ”

“课堂里无论是谁的声音都代表着权
力和话语权。 教师要时刻注意自己在教
室的音量、音质和发言的权利，与学生是
不是平等的。 ”

“当一个人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说
的是他已知的内容。 而好的课堂是重视

未知、重视不解的课堂，是从学生‘不会’
出发的课堂。 ”

“从学生学的过程来教学。 如果以学
生学的立场教学生的话，学生的问题会在
教学中自然流淌，作为教师要有足够的底
气面对学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

在演讲中，李玉贵给内地教师的建议
是：在课堂上，教师永远要退居次要地位。
一个好课堂，是上着上着教师就不见了的
课堂。

在海南海口举办的全国中小学高效
课堂成果展示会上，李玉贵上了一节语文

课，面对积极举手的学生，李玉贵诙谐地
提醒：“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就是太快举手
的人。 ”

在这堂课上，多数时间学生都处于一个
静静思考的状态。 随着问题难度的加大，学
生就像侦探一样不断经历着判断、推理的过
程。 “安静的课堂自有它的力量，之所以提醒
学生不要太快举手，就是为了给学生更多安
静思考的时间。 ”李玉贵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在李玉贵看来，课堂改革应该是一场
“静悄悄的革命”。 让课堂从动到静，这何
尝不是课堂应该呈现的新常态呢？

台湾教师李玉贵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过去的一年，高效课堂在既定的旅
程中一路前行，一些核心的文化因子开始
沉淀下来，一些新的课题则逐步凸显。 比
如，“学习学”在这一年开始被提出，并逐
渐成为高效课堂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有
人说，教育难主要是因为学习难，而太多
的教育者乐于研究 “教 ”， 却很少研究
“学”。 “教”和“学”是一对天然存在且很难
调和的矛盾，过于关注教师的“教”，就有
可能弱化关注学生的“学”。 学习是一门科
学，为什么我们在理念上苦苦追求因材施
教， 在实践中却常常被简单化为 “一刀
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学生

学习规律和特点的研究不够，至少在研究
“如何教” 上投入的精力远远大于在研究
“如何学”上投入的精力。 那么，如何整合
心理学、脑科学等知识建构丰富的“学习
学”， 这将成为未来课堂教学改革的应有
之义。

本报特聘课改专家、河南民办教育共
同体理事长王红顺曾撰文指出，建立高效
课堂学习学，一方面，如何进一步认识知
识加工的过程，打开大脑的“黑匣子”，将
思维变得可视化， 如何培养学生高效的
学习能力，改善学生的思维习惯及行为习
惯，使其形成一套完善的自我调节、自我

监督、自我管理的整体性系统，这将成为
一项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如何细化知识
的深度学习，如明确对概念多元探究的视
角———辨析易错易混概念、 上位下位概
念，明晰对定理、公式、学习方法的探究，
养成正向思维、逆向思维、特例思维、变式
思维等多元思维。

杜威说过，教育并不是一件关于告知
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
的过程。 当我们在以学的方式进行教的
时候，首先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对学生的
学了解了多少、研究了多少。

未来的课堂必然朝着大容量、 结构

化、高效率演进，未来的课堂也必然颠覆
我们所有的想象。 当新技术迎面而来的
时候，高效课堂不是回避、不是旁观 ，而
是需要拥抱、借力，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支
持学习， 让学习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变得
更便捷、更简单、更有趣。

研究学生，研究学习，从而构建一种
学习学，并不是高效课堂的终极目的，目
的是让课堂真正成为一个以爱为最高使
命的场，一个互帮互助、助人助己的场 ，
一个敢言说真实、表达不同的场，一个不
断相遇美好事物的场，一个发生错误、包
容错误、善待错误的场。

高效课堂突破了什么

再提杜郎口中学不是炒作 ， 而是
责任 。

在过去的一年， 杜郎口中学的经验受
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我国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课题组
的关注。 课题组认为，杜郎口中学自主教育
模式打破了现行的教育学关于课堂教学模
式的规范性要求，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毫无疑问，杜郎口是一个传奇！ 在我
们看来，她是一座山峰，不仅代表乡村教
育的高度，也代表课改精神的高度。

这不是夸大和美言。 无论是她创造
的经验，还是经验背后的精神，杜郎口都

注定是一个地标！ 大概是因为崔其升、张
代英们的“真”打动了我们！ 所以，我们愿
意为这个经验、为这些人说话！ 教育其实
很简单，真实就好！ 杜郎口做到了！ 他们
在做最简约的课堂，追求最简单的教育！

有人说，杜郎口是媒体吹起来的肥皂
泡。 奇怪的是，十多年了，这肥皂泡始终
不破不灭，追随者依然不离不弃。 杜郎口
用时间和真实证明了那些写着酸葡萄心
理的言论才是真正的肥皂泡！

客观地说，杜郎口不是被媒体神化的，
而是被络绎不绝的学习者神化的。 有人相
信神，神才存在！ 而大大小小的媒体描述，

可以确信都是真实的，只是视角不同、呈现
不同而已，无论是记者还是学习者，你心中
有什么才能看见什么、发现什么。

当然，那些乐此不疲地妖魔化杜郎口
的人，也是杜郎口现象的缔造者！ 我想杜
郎口正是在这种被神化和妖魔化的过程
中一天天传播开来的！

杜郎口的火，偶然中有必然，杜郎口
的火，并不代表她的完美，我相信，她的缺
点、她的短板、她的遗憾、她的硬伤，与她
的优点、她的贡献、她的魅力一样多、一样
生长、一样真实地存在。 但这并不妨碍我
们认识并读懂杜郎口的核心价值！

我们想表达的是，关于杜郎口不是媒
体关注得太多，而是太少，因为发现她的
价值比指出她的不足更重要，而我们发现
她的价值还远远不够！

杜郎口的课堂理念在中国大地成为
课堂常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至少还
要 30 年。 可能少说了！ 陶行知倡导的从
“为学而学”走向“为教而学”已经走过 70
多年了，结果又怎样呢？

历史需要铭记杜郎口，当下需要学习
杜郎口，因为我们太习惯于遗忘，太热衷
于创新，而习惯遗忘和过度创新会让我们
的浮躁、肤浅、虚假暴露无遗！

杜郎口中学为什么要被铭记

写在前面

年度研判·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