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中我们常常发现， 许多教师唯恐
孩子不能成才，往往采取死看死守的办法，
无论是学习、生活都喜欢包办，其结果往往
事与愿违。

一些教师经常抱怨现在的学生不懂
事，太难管了。 其实，不是不懂事的学生多
了，而是敢于放手的教师太少了。放手是最
基本的教育规律， 然而就是如此简单的道
理，却被教师朴素的“爱”吞噬了。

教师要“隐退”！ 这绝不是唱衰教师的
做法，恰恰是教师作用的回归。只有教师逐
步隐退，退居幕后，让学生走到台前，与知
识、生活、社会直接对话，学习和成长才能
真实发生。

我曾接触过一名校长 ， 她的孩子即
将参加中考 ， 于是她每次出差都心有牵

挂，总是不放心孩子的学习。 我与她开玩
笑说，孩子离开你一段时间 ，学习成绩不
仅不会下降 ， 反而可能会有所提升 。 她
说，但愿吧。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她发现
孩子的学习成绩确实提高了不少 。 这样
的例子在现实中数不胜数 ， 原因或多或
少与放手有关。

教师要放手，首先要从学会隐退、隐身
开始。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协助者、资源的

提供者，当学生需要帮助时教师适时出现，
这时教师的作用才可能发挥到最大。

廊坊师范学院教授米新江一直在研
究教师角色转型。 在他看来，教师的角色
是一个从主角到导演再到谢幕的过程。学
生由观众变为演员 ， 教师由演员变为导
演，学校的管理者就成了剧务 ，没有固定
的剧本，每个人都可以演出自己的精彩节
目。教师的任务就是献给学生一个对话的

课堂，献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课堂 ，献给学
生一个探究的课堂，献给学生一个建构的
课堂 ，献给学生一个感悟的课堂 ，献给学
生一个快乐的课堂。 米新江认为，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 其实还应该更进一步，
授之以欲，甚至授之以愉。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教
师更像一座桥梁、一个媒介，教师主要负责
把最好的课程资源提供给学生。有了这些，

学生就可以开始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了。当
然， 教师隐退的前提是学生具有学习的欲
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如此，放手才能成就
自主，隐退才能成就精彩。

解放学生才能发展学生， 解放才能让
学生感受到信任和尊重， 解放给学生更多
的时间和空间， 让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
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放手的基本方式是隐身和示弱， 只有
教师隐身和示弱，学生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因此， 隐身和示弱是一种高超的也是最基
本的教育艺术。 不放手会造成学生的逆反
心理， 会给学生套上枷锁， 让学生被动做
事。而适当的放手才会让学生自主学习、积
极做事。 放手还是不放手，差距显而易见。

（作者单位系济宁技师学院）

教师的“隐退”
□高 翔

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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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提升人的境界。 有境界的教
师不会就事论事， 不会就知识讲知识，
不会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 有境界
的课堂教学会使学生感受到教师的超
凡脱俗，从而在情感上对教师产生一个
从依赖到依恋再到崇拜的过程，这就是
“亲其师”的过程。 这样的教师在学生眼
中是神圣的，是富有魅力的。 这样的教
师的课堂会更加有效和高效。

一节好课展现的不仅是教师的口
才和处理教材的技巧， 还有教师的思
想、情感、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我认
为后者更重要。 打造高效的课堂关键
在于教师的教育理念， 取决于教师怎
样理解教育规律和教育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 教师不会在每一
节课都能全面体现教育价值体系中的
所有元素， 我们也坚决反对贴标签式
的、生硬虚假的课堂说教。我们提倡教
师要根据教学内容， 联系和体现教育
价值体系中的某些元素。 这就如同烹
饪美食， 我们不可能将全国各地的美
食味道融于一道菜肴。 教师在一节课
体现什么教育价值元素， 归根结底取
决于教师对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
的深刻理解， 取决于教师对人的生活
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关注。 这样的教育
才是润物无声、不留痕迹的教育。

近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技术
手段的发展无疑会给学校教育带来巨
大变化。 我曾听过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讲座，其间我始终在思考，技术
会给教育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我看来，
这些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 它会深刻
地改变教师的角色和教师工作的内容
和方式。

但我认为，用技术取代教师，确切
地说， 用技术取代我们所理解的关于
人的教育，这还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要认识到， 技术丰富了呈现知识
的形式和方法，所以那种“传声筒型”
和“复读机型”的教师会越来越难以赢
得学生的信任和青睐。 只有那些对知
识有独立见解与领悟的教师， 那些能
给知识赋予生命色彩与活力的教师，
那些善于结合教学内容与学生分享生
活感悟和阐释生活意义的教师， 那些
不断激发学生对生活的向往与自信的
教师， 那些对未来社会和人生充满希
望和光明的教师， 才能赢得学生的尊
敬与崇拜。 赢得学生的崇拜是教育工
作者成功的标志和幸福的源泉， 技术
无法弥补教师的浅薄与平庸， 它会给
教师带来更大的挑战。

（作者系北京四中校长、中国教育
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文
章略有删节。 ）

教育价值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 我认
为，是生活，是人生。 生活不仅是教育过
程，也是教育价值的终极指向。 人类发展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使人类生活和
种族更好地延续。 如果人类创造科学技术
和发展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如果人
类没有把聪明才智用于增进生活的幸福
感，那就说明人类社会出了问题。 同样，如
果我们的教育不去关注人的生活，那就说
明教育出了问题。 在我看来，那样的教育
将会把人类社会引向危险的未来。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将人训练成为工
具或机器。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 如果教
育背离了这样的目的、宗旨和使命 ，就意
味着教育的价值发生了扭曲。

无数人的生活经历和无数的历史事
实告诉我们， 教育的价值一旦被扭曲，将
会给人类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所以十几
年前，北京四中明确提出了课程建设的总
目标，这个目标表述为“以人文教育为基
础，以科技教育为特色，培养学生善良的
人性和科学的理性，不断拓宽学生的国际
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融通能力”。 其中，
人文教育是通过学习与人文有关的各类
课程及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式，使学生具
有深情而广博的人文情怀，形成对生命、对
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自然的正确情感
与态度，从而形成善良的人性。

40 年前，在我刚刚当教师的时候，我国
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仅数百元人民币。
今天， 我们已经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然而就基础教育来讲，与 40 年经济发展、生
活提高和社会进步相比，我们课程设置的科
目类别和结构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是否
应当思考，在人均 GDP 提高了上百倍，人们
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以后，人们
对教育的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不少同行都曾考察过国外教育。 我们
通过考察和比较后了解到， 发达国家如欧
美国家的学校， 尽管课程设置的科目种类
与我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他们的课
程中，人文、艺术、体育和社会学内容的比
重比我们大得多，而学习这些课程的学生
人数比例也比我们大得多。 为什么？ 我想
这反映出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们生活
需求产生的影响。 我们要承认，人文情怀、
艺术修养和身心健康等， 是决定和衡量人
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社会的进步要求
教育不仅要培养能工作的人， 还要培养会
生活的人。 我们说一个人会生活， 是指一
个人不仅会享受物质生活的快乐，同时懂
得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 懂得追求有意义
的生活。 当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具有这样的
生活态度和生活目标追求时， 人类社会就
会发展进步， 人类社会才能文明和谐。 所
以，我们认为教育价值的终极目标指向是
人，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活。

教育的价值观念决定了教师的教
育行为。 教师行为模式的转变是一项
长期任务， 只有教师的行为模式发生
转变，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我
们的教育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近期发
展，还要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不仅要
使学生在学科知识与能力上达到优秀
标准，还应当体现对学生的终身关怀。
引导学生学会做人， 归根结底是让学
生学会正确对待生活、正确对待职业、
正确对待社会、正确对待人生。

以北京四中为例 ，我们构建了以
生活教育 、职业教育 、公民教育和生
命教育为基本内容的教育价值体系 ，
这 4 个领域相互交织， 紧密相连 ，不
可分割。 每个领域又分为 4 个层面 ，

即技能认知 、情感态度 、精神信仰和
终极价值。 这个价值体系是粗略的 、
不完整的 、不全面的 ，但其中的每一
个元素都是一个重大的生活命题或
教育问题。 如：正确理解亲情、友情 、
爱情 、婚姻 、家庭等 ，正确理解成功 、
幸福、伦理、羞耻及不幸、苦难、挫折、
死亡等，要使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热
情 、豁达的生活观和事业观 ，形成淡
定、坦荡、崇高的心灵。 我们应当将这
些教育价值和内容渗透到学科课程
之中 ，尤其要结合人文课程 ，启发学
生深入思考 ， 并组织相关的实践活
动， 使学生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 ，使
学生逐步形成人性、 理性、 崇高 、自
觉 、使命等精神境界与追求 ，理解生

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我们之所以构建教育价值体系

而不是构建课程 、编写教材 ，缘于我
们对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认
识和理解。 以往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
是学科分类模式，多年的教育实践使
我们认识到，学科分立的教育方式往
往是低效的 ，不能使我们收到预期的
效果。 从来就没有脱离教育的纯粹的
知识教学和活动，也从来没有不依赖
于知识与能力的教育教学活动。 我们
构建价值体系的目的是倡导融通式
教育，也就是要将教育的元素作为一
种价值，体现和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
之中。 这样的教育才是一种润物无声
的教育。

许多人有这样的担忧 ：在现在这
种严峻的考试压力下，教师还有时间
和精力在教学中体现这些价值吗？ 如
果教师在教学中兼顾这些价值 ，会不
会占用教学的时间而影响考试成绩 ？
其实，这是对教育规律的误解 。 将重
要的教育价值元素渗透到教育教学
活动中，不是要刻意增加贴标签式的
说教内容，也不需要专门占用教学时
间 ，关键是教师要转变观念 ，要根据
教学的知识内容，自觉地将这些价值
元素渗透到教学中， 做到文以载道 、
教育无痕、润物无声。 毫无疑问，这是
对教育者教育观念和教学技能的更
高要求。

对教育价值的关注 ，使我们对课
堂的教学效率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 。
近年来， 新的教学方法层出不穷 ，新
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也五花八门。 我
时常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各种实践和
探索， 总结出的各种经验 、 理论 、理
念 、思想等 ，有多少能经得起历史的
检验呢？ 30 年后、50 年后、100 年后，
我们的后辈教育工作者会怎样评价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他们认为我们
今天提出的各种经验、理论、理念、观
念有价值吗？

对学校来讲， 教师是最重要的因
素。 对教师来讲，教育观念指导下的教
学行为、 教学方法或教学过程最为重
要。 在我看来，教什么、学什么不是最
重要的。 在今天的技术环境下，知识的
获得完全可以不依赖于学校和教师 ，
而教师怎样教、 学生怎样学才是最重

要的。
学习同样的知识， 不同的教师采

用不同的方法， 培养出的学生特点会
完全不同。 今天，脑神经科学研究告诉
我们，伴随着学习行为的发生，人的脑
神经结构会发生剧烈变化，或者说，学
习的过程就是构建脑神经结构的过
程。 学习方式和过程决定了一个人具
有什么样的脑神经结构， 而脑神经结
构是产生思维方法的物质基础。 简单
地说，就是脑神经结构决定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理论， 我们就
必须承认这样的推论———并不是所有
的教学都能使学生变得聪明， 学生很
有可能被我们越教越笨。 所谓的聪明
或愚笨， 是指人的思维方法能否适应
未来工作与生活的需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效的课堂和
有效的教学？ 高效的课堂就是好的课
堂 ，有效的课就是好课 ，好课就是使
学生变得聪明的课……如此推想 ，就
产生了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 多年来 ，
我们总是被教学的表面形式所困扰 ：
“满堂灌”的课不是好课。那么，“满堂
问”的课是不是好课？ “满堂练”的课
是不是好课？ “满堂动”的课是不是好
课？ “满堂学生讨论” 的课是不是好
课？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课是好课 ，
一根粉笔上下来的课是不是好课？ 学
生热热闹闹的课是不是充满了启发 ？
教师娓娓道来的 “一言堂 ”是不是就
没有启发……

其实，教无定法。 多年来，人们用
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评判课堂教学 ，从

来就没有达成过统一的认识。 如果我
们抛开课堂教学的表面形式， 从对教
育价值元素的考量上评判课堂教学 ，
也许我们更容易得出评价的标准 ，形
成统一的认识。 既然教育价值最终是
指向生活，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人未来
生活有意义的教学就是好的教学 ，这
样的课堂就是好的课堂。 所以，高效的
课堂不是指单位时间完成了多少学习
任务， 而是要看教师的教学在多大程
度上关注了学生的生活， 要看教师的
教学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在多长的过程
具有意义。

高效的课堂一定是学生喜欢的课
堂。 这样的课堂不仅要教知识、 教方
法， 还要关注生活， 提升人的精神境
界。 只有联系生活的教学才能培养学
生对知识的兴趣。学生感兴趣的知识，
一定是他或她认为有用的知识。 这里
所谓的“有用”，绝不仅仅是迎合考试
的要求， 而是学生认为这些知识与自
己的生活密切相关。 仅仅把学知识与
考试挂钩是一种价值迷失， 这样的教
学很快就会让学生厌烦。

价值引领而非考试导向的教学 ，
会使学生获得主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和
热情。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引导学生关注知
识在生活中的用途， 了解知识在改变
人类生活中的作用， 激发学生运用知
识创造和改变世界的欲望和冲动 ，以
此唤醒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这样产
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坚实的基础 ，
而不仅仅是口号。

教育价值元素
要靠教师落实到课堂

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离不开价值判断

教育价值体系构建优先于课程教材
教育的终极目标
是生活与人生

□刘长铭

高效课堂的灵魂是什么？问道课堂

教育的终 极 目

标是什么？教

育价值体系如何构建？高效

课堂的灵魂是什么？5月 4日，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中国教

育报》发表文章详细回答了上

述问题。本期，周刊特别转载

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