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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道
课
堂

我一直坚持认为，听名师讲课

不如把自己的课用摄像机录下来，

反复回放、观察、思考。10年前，我

曾经向日本中小学教师做过一项

调查：你在教学改革中学习了各种

各样的理论，听了各种各样的讲

座，对你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统计结果显示，位于第一位的是对

自己教学的反省；位于第二位的，

小学教师回答是向同年级教师学

习，初中教师回答是向同学科教师

学习；排在第三的是校长的讲话和

建议；排在第四位的是外校其他教

师的建议；排在第五位的是地方政

府组织的教师研修工作；排在第六

位的是与大学教师之间的合作。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教师成长是以

自己的课堂为中心画同心圆，不断

拓展，是从自己的教室中学习，与

自己的同事沟通，向同事学习。

——《当代教育家》杂志

成长是以课堂为中心
画同心圆

新论

学习是与教材的对话，与同伴

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让学生去体

验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是

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旅程。我

们不能命令学生去学习，如果是被

命令的话，学生讨厌学习是很正常

的。但是，如果通过学习能让孩子

不断有新的发现，交到新的朋友，发

现新的自己的话，他们就会对学习

产生兴趣。如果你的学生不爱学

习，一定要尝试从“命令学生去学

习”到“让学生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学

习”的改变，要努力把竞争的环境变

成大家一起合作学习的环境。比如

“小组讨论”，一些教师把“小组讨

论”和“小组对话”的概念搞混淆了，

他们错误地认为必须让每个学生都

开口说话才叫小组讨论。其实仅仅

让学生开口讲述自己的想法是远远

不够的，因为交流的不过是已经知

道的内容。我认为，没必要一直交

流已经知道的内容，只有当我们交

流不知道的内容时，才会马上提出

“该怎么办”的疑问，并思考接下来

该如何行动。因此，学会相互倾听

才是重要的。一个好的学习小组不

是一直踊跃发言的小组，而是大家

在认真倾听、低声交流的小组。

——《基础教育课程》杂志

学习是从已知世界到
未知世界的旅程

探究只能通过协同来实现，因

为探究是综合多种思考才能带来

的结果，没有探究的协同在学校教

育中是没有意义的，单纯的交谈或

单纯的合作在学校教育中同样是

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探

究和协同看作一个整体。创造性

被认为是一部分天才才有的能

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创造性是所

有孩子都拥有的潜在能力，不从这

个观点出发的创造性教育就会失

败。还有人认为创造性教育是瞬

间的灵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牛

顿的故事，看着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事实并

不是这样的。创造性不是一瞬间

的灵感，它是持续不断学习的成

果。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认为：

创造性不是能力，而是一种高级心

理机能，是一种可以塑造的机能。

这种机能的可塑性非常强，因此这

种可塑性就成了创造性的基础。

——第八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

（以上观点均来自日本东京大

学教授佐藤学，由伊哲摘编）

学校教育中的探究、
协同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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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次老师的指令发出后，

一个男生都比其他同学慢半拍才有

反应。陈静静至今记得，这个被她称

为“差一秒先生”的孩子在课堂上游

离于学习之外的场景。

你的课堂是否教得过度，学生是

否可以安心地说出“我不会”？只要

观课者蹲下来，以“蚂蚁之眼”进行观

察，课堂的问题和学生的困境等都会

全然涌现。

陈静静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副教授。近年来，她一直在为学困

生发声，她的文章和演讲里总有故

事、案例和具有画面感的学情描述。

读书时，陈静静是同学和老师眼

中的“学霸”，博士毕业后她曾从事教

科研工作，受导师的影响，她不愿做

“空头博士”，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

的路”，扎进中小学课堂与一线教师

一起做课例研究。时间回溯到 2007

年，陈静静到日本东京大学跟随佐藤

学教授访学，在课堂上观察记录一个

个孩子完整的学习过程，她看到了孩

子最真实的“课堂生活”，也见证了一

位大学教授如何在中小学课堂上做

学术研究的样子。

艰难的路少有人走。陈静静说：

“当我真正走进学校进入课堂的时

候，我的困惑并没有减少。”但她坚

信，一切答案都在教育现场。10多年

来，她用行动丈量理论与实践的距

离，丈量书斋与课堂的距离。从坐在

学生身边进行学情观察开始，陈静静

在一步步打开学生“学习的黑匣子”。

跳出“教的逻辑”陷阱

中国教师报：据了解，10多年来，

您累计观摩了 3000 多节课，观察了

5000 多名学生的学习历程。作为高

校学者，您为什么如此青睐实践？对

您产生过影响的关键人物有哪些？

陈静静：对我来说，教育真正的

魅力来自于实践，来自于课堂，来自

于教育现场的每一位师生所绽放的

生命光彩。学了10余年的教育专业，

本能地想去解决一些教育实际问题，

想用自己的所学去做点儿事情，想通

过自己的行动做一些改变。

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和日

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带领我走上

了教育改革之路。

我的学习研究生涯是伴随着我国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的。在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课堂教学变革是

其中最核心的领域。2007年，在钟启

泉教授的推荐下，由国家留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资助，我来到东京大学佐藤

学研究室访学。佐藤学教授是一位行

动研究者，曾经进入几千所学校的上

万个课堂进行观察、研究，并以平等对

话的方式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一起进行

改革探索，他将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

育理念与日本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

了学习共同体改革范式，带领日本中

小学进行“静悄悄的革命”。这种以行

动研究引领一线改革的方式深深触动

了我。两位前辈对教育改革的热情和

探索精神，带给我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教师报：当下，不少教师依

然深陷在“教的逻辑”里。佐藤学曾

说，教师要从研究“教的专家”走向研

究“学的专家”。您也曾深刻揭示了

课堂教学中存在的虚假学习和浅表

学习现象。在您看来，如何帮助一线

教师打开学生“学习的暗箱”？

陈静静：在 10 余年田野研究中，

我强烈感受到教师工作中的“实践逻

辑”。在特定的情境中，教师的工作

受到了时间、空间、资源、评价等多方

面的限制，教师缺少选择的自由，很

难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行动。对教师

来说，理解新的教育理念与改变教育

行动之间需要复杂的转化工作，需要

搭建脚手架，而与教育理念相适应的

行动策略、工具方法的研发则需要研

究者和一线教师共同探索。研究者

必须以教师的工作为核心去研发，正

如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情进行教学

一样。这对教育研究者来说是真正

的挑战。

深切感受教师工作的难处，体悟

教师的真实需求，是我工作的第一

步。最初，我就是安静地坐在教室的

一角，观察和陪伴教师工作的人，后

来，教室角落里学生的学习过程深深

吸引了我。那些角落里的学生往往

是教师的烦恼所在。渐渐地，学困生

和对学习缺乏兴趣的学生的学习世

界开始向我敞开。

我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观察用图片

等方式真实反馈给上课教师，那些角

落里学生的世界开始被关注，学生课

堂“学习的暗箱”一个个被打开。教师

看到了学生学习的真实过程：学生的

困难、努力、挣扎、投入、放弃。他们是

一个个独特而真实的孩子。他们的表

情、动作、一颦一笑都在诉说，他们遇

到了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

教师看到学生的学习过程往往

会被“震撼”，然后是对课堂中出现具

体问题的思考，接下来就是去研究改

进策略。教师发现“焦点学生学习历

程观察与关键事件分析”是一种通往

学生学习世界的通道，他们乐于用这

种方法观察和分析学情，常态化观察

学生、理解学生就会对学情越来越敏

感，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就不再只

考虑“教的逻辑”，而是更多结合“学

的逻辑”，这样的课堂就会呈现出新

的面貌，学生真实学习的发生会让教

师“看见”希望。

慢即是快，少即是多

中国教师报：与追求“发言热闹

的教室”不同，学习共同体倡导“用心

相互倾听的课堂”。学习共同体为什

么会强调“倾听”的价值？学习共同

体与合作学习有何不同？

陈静静：教室是数十人共同生活

的公共空间，发言是极为重要的个人

权利和能力象征，谁有机会发言，发

言的时间和频次都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个人的权利和能力范围。“发言

热闹的课堂”是学生在争夺自己的话

语权和学习权的表现，他们往往把努

力的重点放在争取话语权上，而对学

习内容本身可能缺乏深度思考，对教

室里的其他人缺少关心和联结。“发

言热闹的教室”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自

己的已知，很难通过学生之间观点的

串联来实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如何让课堂中的每个人都安心思

考、学习，每个人都得到发言的机会，

就要对学习进行重新定义，就要重构

课堂中的权力关系。学习对每个人来

说都是不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旅

程，每个学习者都有自己的原有经验

世界，而课堂是很多学习者共同探索

的过程，只有通过“倾听—对话”才能

实现深度学习。“倾听”居于核心地位，

也是学习的起点。“倾听”意味着对对

方的理解和关心，意味着向未知世界

前行，意味着对话的开始，意味着每个

人自身的世界与他人世界的合二为

一。有了倾听，课堂的权利就不是独

享的，不是鼓励竞争的，而是信任共

享、彼此托付、互相珍视的。在互相倾

听过程中，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不但

在实现知识的共享，而且在尝试心灵

的沟通和精神的契合。每个人成为其

他人的伙伴，每个人既自主思考又向

他人学习，既学习知识又浸润在一种

美好的课堂文化之中。

所谓“润泽的课堂”“静悄悄的课

堂”，每个人能沉下心来去思考、体

验、感受、理解高品质的学习内容，并

尝试去操作、实践甚至创造作品和成

果，这是学习本该有的样子，更是学

习共同体所追求的。合作学习中存

在“学优生去教困难的学生”“小组之

间捆绑竞争”“小组长的管理提升教

学进度”等现象，学习共同体就是尝

试去做一些改变，努力构建一个互相

倾听、温暖润泽的课堂，你会发现学

生在课堂上会更关心伙伴，对学习内

容有更深入的思考，表现出更强的求

知欲和好奇心。他们所关注的不只

是个人的世界，还会把周围人的世界

都纳入视野和心中，每个人的世界都

会因此变得更加广阔和明亮。

中国教师报：复杂而缓慢的学习

历程与快速压缩的教学过程之间的

矛盾，是当前课堂上存在的一大矛

盾。而学习共同体一直主张让学生

的学习慢下来，强调“慢即是快，少即

是多”，这背后基于哪些思考？

陈静静：通过对数千个课堂的观

察分析，我发现学生的学习历程与教

师的教学历程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多数学生的学习要经历缓慢而复杂

的过程，学生遇到问题情境并展开思

考，通过不断试错等方式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还要不断修订完善，迁移

运用。每一个人的学习都如此复杂，

一个班级的学情则更加复杂、多元，

但课堂中的教学往往是快速而压缩

的，每一张 PPT 中都有很多知识点，

大量的知识经过梳理，快速展示给学

生，并希望学生迅速理解、解决、举一

反三，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不少学生的思考刚刚开始，就被

后面大量的知识点所淹没，学生对问

题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还没走完整

个学习历程，就跌跌撞撞地进入了新

的知识循环，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

学困生的问题，也使很多学生陷入了

“虚假学习”“浅表学习”的困境，长此

以往，一些学生到初中阶段就会逃离

学习，丧失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第一步，是

让他们精神上能够自然、放松、愉悦，大

脑睡眠充足，感到心理安全的时候，就

会产生适量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神经突触的联结也会异常活跃，这是最

适合学习的一种状态。课堂中老师的

语言要简约，为学生创设好真实、有趣、

高挑战的学习情境，在学生遇到困难的

时候给予关心和帮助，在学生不能理解

的时候给予指导和说明，在学生遇到困

境和挑战的时候为他们搭建脚手架，在

取得成果的时候为他们加油点赞。

“慢即是快，少即是多”是学习的

重要规律。慢下来，学生才有可能去

感受、理解、思辨；慢下来，才能让学生

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突破困境；慢下

来，学生才能向知识的纵深处探索；慢

下来，教师才能真正去理解、发现和支

持学生的学习。慢下来就需要对教学

内容进行精简，需要对知识内容进行

深挖，需要问题设计得精致化，这就是

“少而精”的艺术，需要教师专业上的

自我修炼。与“风风火火”追求表面的

高效率相比，学生对学习内容真正的

理解、对学习方法真正的掌握、对学习

的浓厚兴趣才是更为重要的，才能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讲好真实的学情故事

中国教师报：焦点学生的学情观

察为当下的学校教研带来了一股新

风。学习共同体倡导通过学情观察

讲述学困生的学习故事，可以更好地

帮助上课教师看见具体而丰富的学

情。与以往的教研方式相比，在进行

学情观察时，需要注意什么？

陈静静：“焦点学生完整学习历

程观察与关键事件分析”这一方法的

独特之处是对个体学生长时间的关

注与分析。作为观察者，教师只需要

关注一位学生，并对他的学习过程进

行跟踪观察和细致分析，通过观察他

的表情、动作、语言、笔迹等分析其心

理状态、学习方法、学习困境、社会关

系和学习成果，了解学生的具体学习

困难，发现他的学习需求，并根据学

生的学情进行自我反思和教学改进。

同时，课后研讨的范式也将发生

根本变化，我们采用“观察描述—自我

反思—协同改进”的方式进行教研，观

察者不对执教教师进行评价，只描述

自己所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据此

进行自我反思，基于共性的问题进行

协同改进。这样的学情观察简便易

行，教师的日常观课和学校的校本教

研都可以使用。对于青年教师来说，

在入职初始阶段，建议每天都进行学

情观察；而对资深教师则建议在每周

的教研活动中都能进行学情观察，把

学生学习过程完整记录下来，写成报

告，就是非常好的学术成果，这也是通

往专家型教师的有效路径。

有教师可能会说，如果课堂上只

观察学生的话，是不是忽略了教师的

教学？只观察一名学生是不是会忽略

其他学生，无法了解整个班级学情？

观察以后如何进行反馈，如何将课堂

观察结果转化为教学改进的依据？这

些问题都是“焦点学生观察”无法回避

的问题。首先，我们聚焦学生，但并不

是对教师的教学置之不理，这需要我

们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提前

了解。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教学

设计的共同参与者，只有提前将教学

设计了然于胸，在课堂中才有时间从

容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将学习过

程和教学设计有效串联起来。其次，

焦点学生观察是重点关注一名学生，

这是为了观察更加深入，因为教研活

动往往是团队进行，如果团队教师进

行分工，有意识地对不同学生进行观

察，课后每位教师就可以通过讲述和倾

听其他人所观察结果共享更多学生的

学情。最后，观察过程中，个体学生的

学习特点和学习困境会被发现，学生学

习成果的分析将进一步佐证学生的真

实学习效果，这些基于学生学习证据的

课例研讨将有效反映学生的需求，也最

能启发教师的自我反思和协同改进，不

但能帮助执教教师改进教学，也能促进

所有参与者的反思，提升教师的学情意

识和专业敏感性。

中国教师报：作为本土化实践的

成果，从学习共同体到深度学习共同

体，这背后要完成哪些迭代？伴随着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实施，学习共同体的课堂实

践正在着力研究什么？

陈静静：“深度学习共同体”是“深

度学习”与“学习共同体”两个词的组

合。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倡导的深度

学习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深度学

习是一种自主、持续的探索，代表人全

身心的投入状态，能够真正深入问题

情境，通过高阶思维解决问题，获得可

以“高通路迁移”的知识，深度学习过

程不只是独立思考，更需要与他人的

协同合作、共生共创，这是学习共同体

的重要价值。多年的研究实践让我深

深感受到：深度学习需要共同体的鼓

励支持、智慧共创，只有在学习共同体

中才能达成真正的深度学习。

近年来，我们探索出整校变革和

区域教育生态重构的路径，形成了

“学生观察—学习设计—课堂变革—

教研改进—领航教师培育—整校变

革—区域生态建设”的系统，一条教

育发展的新路径日渐清晰起来。

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出和新

课标的实施，意味着素质教育的改革

方向一直没有变。或许对于一些教

师来说，理想的教育蓝图与复杂的教

育生态之间还有很大落差，此岸与彼

岸之间需要教育改革先行者铺路搭

桥，并将想象的蓝图变成真实的课堂

风景。“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

大概念—大单元—跨学科—学习任

务设计—表现性评价”，每一个节点

的实现都需要长时间艰苦卓绝的付

出，只有当一线教师都成为专家型教

师，成为“学的专家”“创的专家”，美

好的教育愿景才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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