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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真正成长？将批判性思维运用在诗词
鉴赏中靠谱吗？本期，我们将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路 冰

崔其升教育思想报告会
走进山东泰安

本报讯（通讯员 高霞） 3月29
日， 崔其升教育思想报告会公益
巡讲走进山东泰安 。 此次活动由
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和山东省
泰安市泰安区教育局共同主办 ，
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代表参加
会议。

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校
长崔其升在报告中说， 教育应集
中在一个“道”字上，要以道为师，
而非拜术为师。 教育之道贵在做
人，善良是教育的最高原则，教育
最重要的是做自己， 而教学也是
做人的呈现 ，是人品 、道德 、价值
观的体现。

在报告会的开幕式上，泰山百
灵学校正式成为崔其升教育思想
实验学校，泰山区教育局局长邹斌
和崔其升为实验学校揭牌。 同时，
崔其升受聘为泰山百灵学校名誉
校长。 未来，崔其升每学期将会带
领杜郎口中学的教师深入百灵学
校指导课堂教学。

泰山百灵学校是一所致力于
发现孩子的学校，近年来一直学习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经验，践行
崔其升教育思想。 崔其升教育思想
实验学校正式落户百灵学校，意味
着百灵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将迈
上新的台阶。

据了解，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
会是一个公益性行动研究组织，研
究会不做课题研究，不搞“坐”而论
道，而是在“做”中谋道，秉承公益
情怀和行动研究精神，吸纳一线志
同道合的思想者、行动者，在实践
中总结崔其升思想，发展崔其升思
想，传播崔其升思想。

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与本报结为课改共建单位

本报讯（通讯员 徐红） 日前，
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校与本报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正式确立课
改合作共建关系。 中国教育报刊社
副社长雷振海和遂宁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胡家正出席课改共建启动
仪式。 结为合作共建单位后，本报
将依托专家资源为该校的课堂教
学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系统的智
力支持，将定期派驻专家进行诊断
指导和专题培训。

成立于2007年的遂州外国语
小学校是遂宁第一所高规格、高起
点的民办寄宿制学校。 近年来探索
的“三学一论坛”思维课堂模式，受
到专家的高度评价。 该校教师曾受
邀到成都、 海口等地执教公开课。
“三学一论坛” 思维课堂模式配合
大单元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重组，
以学生为本， 以启动思维为核心，
以建构学生智慧思维模式为主要
方式， 以承载智慧教育核心理念，
以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造
性思维品质为根本，真正让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

校长李启书说 ， 遂州外国语
小学校一直坚持 “用研究论证憧
憬， 用行动丈量思想” 的课改理
念，以课堂教学改革为切入点，推
动学校的整体发展， 将学校办成
学生快乐成长和教师幸福工作的
高品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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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偏重理性， 而古典诗歌
更偏重感性。 两者能不能融为一体？ 我的
回答是肯定的。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我
发现 ，诗意在 “批判 ”中能得以丰富 、丰
盈、丰满！

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引入批判性思
维，能让师生更好地体会诗歌语言的绝妙
之处，古典诗歌的意象才更能展现出特有
的魅力。 这样的课堂学习过程，学生不仅
在知识上获得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延
伸了思维的深度，拓宽了思维的广度。 下
面，我以《古代诗词曲五首》的教学为例，
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

跨越典故，活化诗歌意象
有的语文教师存在一种惰性思维 ，

他们一直以为古典诗歌让学生背会就行
了。 古典诗歌有许多典故，如果只做简单
理解甚至完全无视， 原本丰富的意蕴就
会大打折扣。

《酬乐天扬州出逢席上见赠》这首诗
中的颔联所用典故不仅精当， 而且意味
丰富。 我在教学中采用了如下步骤 ：首
先，让学生读这联诗，重点关注两个词语
“怀旧”“到乡”。 其次，让学生说说上下联
中有哪些不懂的内容，找出“闻笛赋”“烂
柯人”两个典故。 然后引导学生看注释，

并说说典故的含义。 第三步，把译文发给
学生，让学生理解故事的含义，再让学生
说说这两个典故用的是否合适。 第四步，
把上句的“空”换成“哭”，把下句的“翻”
换成“恍”，让学生对比进一步体会。 第五
步，让学生再读这首诗，体会 223 结构对
诗歌意蕴的影响。

上述的教学步骤展示了批判性思
维的魅力 。 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积
极、活跃、投入，不断有妙语呈现。 比如
有学生说，“闻笛赋”的典故意义极为丰
富 ，把作者的痛苦 、思念及对朝廷的怨
愤都暗含其中，一个“吟”字使作者的形
象宛然在目！ 还有学生说，“烂柯人”这
个典故更好，我能感受到刘禹锡回到家
乡后恍如隔世的沧桑感……在这样的
理解过程中 ， 诗歌的含义得以充分发
掘，学生的思考则更为深入。 因此，在我
看来，一个懂得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教
师，一定要多多创造学生参与“批判”的
机会。

“矛盾”突围，扩展诗歌张力
诗歌赏析的经验告诉我们， 关注有

鲜明矛盾的意象之间的关系， 对于诗歌
鉴赏和诗歌教学非常重要。

古代诗词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比如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
胜寒”就有明显的矛盾之处。 “我欲乘风”
去天上，为什么“又恐”？ “高处”为什么
“不胜寒”？

以这几句诗的教学为例。第一步，让
学生找出这首诗中明显矛盾的词语？ 学
生不难找出“欲”“恐”两个字。 第二步，
让学生思考苏轼为什么 “欲乘风归去”。
第三步，解读“恐”的含义，让学生对“恐”
有更深入的理解。第四步，让学生在读中
感受其中的矛盾和深刻含义。 “乘风归
去”读出一种期望，适当上扬；“又恐琼楼
玉宇”中的“恐”适当用延长音来读，读出
苏轼心中所想；最后一句中的“寒”一定
重读，读出苏轼内心的悲凉。

上述的教学过程， 采用的方法主要
是：正视矛盾，拎出矛盾；议论矛盾，解开
矛盾；走向纵深，化解矛盾；走出矛盾，扩
展诗意。这种从矛盾中突围的学习，是最
能激活学生思维的学习， 也是最有效的
学习。

参透哲思，批判中走向纵深
有哲思的诗句， 比耳提面命式的说

教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古代诗词中有哲思的诗句不少 ，比

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等诗句，皆形神兼备、诗意盎然，咀
之嚼之诗意无穷。

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
此事古难全”为例，为了让学生的思维得
到更好的培养， 我在教学中采用了倒推
的形式。第一步，让学生说说最后一句的
“此事 ”是什么事 ，如何才算 “全 ”。 “此
事”，有的学生肯定会说是指“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第二步，让学生对
“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进行配对，然后
再让学生说说整句诗的意思。第三步，让
学生结合文学作品和自己的经历谈谈对
这句诗的理解， 你是不是也有过作者这
样的感受……

我觉得，在参透带有哲思的诗句时，
一定要把握哲思的根本， 进而解透意象
的内核，让生活和诗意结合，并让学生辩
证思考。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走进诗歌的
纵深处。

新的时代要求教师把批判性思维引
进课堂，引入古典诗歌的教学，引入其他
文本的教学， 进而提高学生解读文本的
能力、思考力和创新力，我想，这才是当
下教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实验中学）

诗意在批判中走向丰盈 □王在恩

学习是感性、理性经验的结合
台湾学者黄武雄曾在 《学校在窗

外 》一书中阐述学校的任务 ：一是丰富
学生的感性经验 ，通过师生 、生生间的
彼此分享实现；二是提升学生的理性经
验，通过师生、生生间的判断甄别实现；
如果还有第三点，那就是留白。 可见，学
校是为感性经验的汇聚与理性经验的
生成而存在的。

具体到学习过程， 经历过的学习经
验一定是最具力量的。 只听，可能是轻风
过耳；只看，可能是过眼烟云。 只有亲历，
才有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记， 形成解决类
似情境的能力。 这似乎能帮助我们对杜
威的“做中学”产生进一步的理解，让学
生在实践中掌握学科知识与学科技能 。
这里的“做”，不能仅仅理解为学科实践，
还应该理解为学习过程本身的实践。

真正对话，让学习经验得以丰富
课改以来，我们不再对“对话 ”这一

理念感觉陌生。 传统课堂上，我们常常不
让学生开口， 只因学生有时说的话不正
确。 于是，我们关上了课堂上学生“七嘴
八舌”的门。

听，是形成对话的前提，而这一学习
基本条件为何难实现？ 君不见，课堂上师
生交流时， 所有目光齐刷刷地聚焦于教
师的脸庞，只因教师是课堂的“判官”，发
言与不发言的学生只看教师的面色行
事。 试问，眼睛一直盯着教师，耳朵听着
同学发言，这样的“听”能真正听进去吗？
由此，我认为，“用眼倾听”是听取别人发
言最起码的身体准备。

只是用眼倾听当然还不能实现 “对
话”。 许多人常常误将“独白”理解为“对
话”，看不到观点的辨析、汲取与生成。 所
谓的“对话”，大多停留在唯我、定向、封闭
的输出状态，没有形成心中有他者、表达
有多向、商讨有往来的话语“呼吸”状态。

学习，就是相遇并对话。 显然，这里
的对话不是 “相互说”， 而应是 “相互
学”。 相互学的对话， 不仅是彼此的倾

听，更在于倾听后的彼此行为带来的改
变。 彼此行为应包括汲取、纠正、质疑 、
补充 、肯定……教学中 ，只有让对话真
正发生， 才会让学习经验更为丰富 ，让
学习真正发生。

高阶思维，让学习经验高效沉淀
所有的学科学习都是一个接受前人

积累的知识和培养一种学科特有的核心
素养的过程。 这个过程，应该是接受与体
验相结合的深度学习过程。

这里的“深度 ”，是聚焦于学科的思
想方法和思维能力。 要使学科的思想方
法与思维能力抵达一定的深度， 课堂教
学必然要出现有阶度的思维挑战， 即所
谓的高阶思维活动。

布卢姆把教学目标分成 6 个等级 ：
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新。 前 3
个等级，以背诵、默写为主活动的识记，
以自己的话语解释为主活动的理解 ，以
直接套用、填空为主活动的应用，这些显
然为低阶思维；而后 3 个等级，以辨析 、

判断、推论为主活动的分析，以讲自己的
观点为主活动的评价，以创思、创意 、创
作为主活动的创新则为高阶思维。 以某
篇课文的教学为例， 如果只停留于内容
层面的理解、掌握或背诵，应该说也发生
了一定程度的学习， 但这样的低阶思维
学习过程，很难形成能力 ，遗忘率极高 ；
如果通过比较、讨论、表达自我感受与观
点，甚至对文本有更好的创作学习过程，
这便是高阶思维的学习过程， 理性经验
便自然会高效沉淀。

黄武雄在《学校在窗外》一书中还提
到：“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经验拿来不断
跟他人的经验相互印证，视野才能开阔，
判断才能延伸，思路才能清晰，人的内心
世界才能充分发展。 ”

简言之， 教学就是让学生的学习经
验既有丰富的过程，也有沉淀的过程，当
然两者没有必然的割裂。 学习经验在丰
富中沉淀，彼此互补互助，这就是我对教
学本质的认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

让学习经验在丰富中沉淀 □姜树华

课堂资讯

众所周知，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
上，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一所乡镇中学如
今却闻名遐迩， 而闻名的原因就是向传
统教育“挑战”，向自己“革命”，这所学校
就是杜郎口中学。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已历经
十几个春秋，在这段岁月中，杜郎口人在
校长崔其升的带领下，体味各种艰辛，克
服重重困难，无论面对何种挑战，杜郎口
人的课改之心始终坚定不渝。

课改初期的杜郎口可谓 “举步维

艰”：家长不同意、教师不认可，甚至崔其
升的家人对此都持保留意见。 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 ，崔其升拿出“壮士断腕”的精
神，一心一意搞课改，最终用杜郎口的成
果向世人证明了一切。

杜郎口人之所以有勇气革自己的
命，正是因为有崔其升这位“将帅”，才让
教师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 杜郎口人
并非高学历，亦非高能力，正是凭借满腔
热血，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众人拧成一
股绳，朝着同一个目标奋进，才会有课改
的初步成效。

但仅凭满腔热血只能让课改初见成
效，要想保住课改的果实实属不易。 在课
改的道路上充斥着各种反对的声音 ，如
何才能让课改继续下去， 这是杜郎口人
遇到的又一道难题。

必须承认， 杜郎口的课堂改革并非
完美无缺， 但杜郎口的大门向全国甚至

全世界的教育同仁敞开， 随时接纳来自
各方的质疑与提问。

面对质疑， 杜郎口人形成了一种反
思文化，既然有人提出疑问，说明我们还
存在问题，面对问题就要反思。 一旦出现
问题，教师们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勇于承
担责任、做好自律。 杜郎口中学一天两次
反思会，教师们可以畅所欲言、分享教育
心得、背诵文本、反思自律，正是这种严
谨的治学之风， 才使得杜郎口的课改坚
持至今。

都说新年新气象， 可在杜郎口却是
日日新气象，如今的杜郎口中学，每天都
会有新的变化。 学校每天都有学科组、年
级组、质检考评组负责检查课堂，出现问
题第一时间整改。

学校会根据发现的问题，结合教师的
建议，随时制订新的评价方式，只为更好
地践行课改理念。 记得一位教师请了两天

假，回来后发出如此感慨：“怎么感觉离开
才两天就跟不上节奏了呢？ ”是的，杜郎口
的节奏的确快，尤其是对问题的处理更是
快节奏、高效率。

而在推行“无师课堂 ”过程中 ，尤其
能体现杜郎口的这些特点。 在推行初期，
教师们心中都有疑惑， 多数教师不敢尝
试，面对这种情形，校长和各主任身先士
卒，率先推行“无师课堂”，然后由教师们
自由申请“无师课堂”公开课，最后人人
都要参与其中。 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各种
问题， 但正如副校长张代英所说：“不要
怕出现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才让
我们明确自己的短板， 有问题才会有进
步。 ”这也是杜郎口中学的惯例，面对问
题，总是校长打头阵，这给教师们吃下了
“定心丸”，众人齐心协力，让课改成为学
校发展的新常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课改：直面问题方有未来
刘兆全
河北省临西县新教育小学校长

怎样才能像杜郎口中学
那样有勇气革自己的命？ 怎
样让课改成为学校发展的新
常态？

提提提问问问者者者：：：

向杜郎口提问

学到深处 思到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