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52016年 4月 6日 版方法

现如今，黄瓜没有黄瓜味，西红柿没
有西红柿味，想要吃到本真味道的蔬菜简
直太难了。在追求工业化、产业化的年代，
蔬菜生产似乎变成了“流水线”，批量化生
产使蔬菜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而教育呢？ 似乎也如流水线一般，造
就了一批批失去“味道”的学生。 许多教
育工作者一直尝试在教学中追求生态
化，回归课堂原点，但这好像没有那么容
易。 中小学教育逐渐磨平了学生的 “棱
角”， 学生不敢也不会提问题。 “没有问
题”似乎成为课堂教学的常态，也掩盖了
学生存在的真问题。

有段时间，班里复习的专题是辨析语
病，我把近五年的高考语病辨析题进行分

类整理。在答疑阶段，学生分小组讨论，最
后在班内展示分享。

但我发现，总有部分学生好像没有什
么问题，也不与其他同学交流，就坐在那
里看试题。 我问他们有问题吗，他们说没
有。 我提出几个问题，让他们给同学们讲
一下，却又讲不出来。看来是有问题，只不
过由于知识储备不足或碍于面子，不能或
不愿意提出问题罢了。

据观察， 小学生回答问题往往很积
极，课堂上举手很踊跃，生怕教师不让自
己回答； 初中生回答问题已不太积极，课
堂上举手的寥寥无几，生怕教师让自己回
答；高中生回答问题多回避，拒绝举手，会
也不说，不会更不说。表面上看，这是随着

年龄增长学生羞于表现自己而造成的，但
实际上，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
“负积累”，这就导致了学生根本发现不了
问题，或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学习过程中 ，学生总会有这样或那
样的疑问 ，但有些疑问可能仅仅停留在
表面 ，不能称之为 “真问题 ”。 围绕这些
问题打转 ，白白浪费了时间 、精力等 。
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 ，才能发现影响认
知的真问题 。 如果不能找到真问题 ，那
只能是隔靴搔痒 ，不会进入学习的深层
状态 。

但现实是，能提出真问题的学生实在
太少了，以至于最后没有问题了。 课堂上
主动提出问题与同学进行交流，主动向教

师提出问题，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现在却变得异常“珍贵”起来。 其实，即便
学生提出的问题错得离谱，也总会有这个
问题存在的理由， 这总比 “没有问题”要
好。时间久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了，自然
会提出直达核心本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 教师可以适当减少对问题的设计，尽
量创设学习的情境， 放手让学生质疑，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把课
堂变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阵地，还学
生一个自主学习的状态。

其实，有问题很正常，最可怕的是表
面上没问题，实际上问题却“暗流涌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第二中学）

为什么学生总是没有问题 □程宪勇

如何进行小组合作学习①

合作不是一种手段
□郑 杰

课堂策

这些年来 ， 我在教育领域其实
只为一件事而忙 ，就是 “让教育服膺
理性 ”。 因为教育中那么多乱象 ，其
根源是行业理性的缺失。

当下，合作学习在学校风起云涌，
但凡有人问我是不是需要在学校推行
合作学习时，我都会反问，你们为什么
要进行合作学习？ 而当有人批评合作
学习时，我又会问，什么是合作学习？
当有人抱怨合作学习效果不好时，我
就会问，你会进行合作学习吗？ 如此种
种， 是在检测提问的人是否在理性的
轨道上。

当一个地方或一所学校总是说
“理解了要执行 ，不理解也要执行 ”，
或者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 ”时 ，我想那个地方的人一
定是缺乏理性的。 过不了多久，你就
会看到那里是“一地鸡毛”。

我当过 10 年高中语文教师 ，也
教过初中和小学 。 从 1996 年起 ，我
就开始研究合作学习 ， 并在实践中
不断尝试。

在培训教师的过程中 ， 我经常
举自己的例子 ， 告诉他们只要在课
堂教学中使用合作学习 ， 教师的劳
动力就会得到解放 。 为了加深他们
的印象 ， 我还会特别强调当初我教
两个高三班的语文课 ， 担任一个高
三班的班主任 ， 同时我还是分管德
育的副校长。 虽然有那么多工作，但
是我做得很轻松 ， 因为合作学习将
“学习权 ”还给了学生 。 只要教会他
们合作学习，教师自然就轻松了。

每次我说这些 ， 受训的教师都
会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 是羡慕还
是怀疑 ， 确实很难判断 。 我试图将
“为什么要在课堂中进行合作学习 ”
解释为 “让自己的教学工作更轻松
也更高效 ”，看来这不一定有什么说
服力。

我的现身说法显然与教师的现
实体验有很大的距离，几乎在所有的
教师看来 ，无论在课堂内外 ，只要是
改革 ，就伴随着痛苦的体验 ，包括合
作学习 ，教师们心想 ：一定又是把简
单的教学问题复杂化了。 教师们对各
种各样的改革和五花八门的新花样
越来越抱以冷眼，这背后显然有别样
的隐情。 总之，让教师们信服合作学
习，是颇难做到的一件事。

一些 “务实 ”的校长和教师会直
截了当地问我 ， 合作学习能提高考
试成绩吗？ 我说当然能。 无论是理论
还是实践都已证明 ， 合作学习能大
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 我甚至
花费了不少时间 ， 向教师解释其中
的原因 ， 并将详细的数据摆在他们
面前 。 可是 ，他们依然将信将疑 ，愿
意尝试的仍然很少。

我 其 实 并 不 愿 意 以 合 作 学 习
“能大面积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为理
由 ，鼓动教师们改变课堂 ，更不愿意
以 “创学校特色 ”之类的话来说服他
们 ，因为前者有 “功利 ”之嫌 ，后者则
很“世俗”。

我认为 ， 合作学习解放教师自
身 、合作学习提高学业成绩 、合作学
习创设学校特色 ，这些理由都是 “心
术不正”的说法。 我强烈主张将合作
学习的目的设定为合作本身 ， 即使
合作学习可能会增加教师负担 ，即
使对学业成绩未构成显著影响 ，即
使合作学习不是出于课改的要求 ，
我依然大张旗鼓地宣扬合作学习 ，
因为它能教会学生合作 ， 就凭这一
条就够了 ， 至于其他都只是合作学
习的副产品。

于是 ， 我渐渐地不再向教师们
宣传合作学习 “显著的好处 ”，反而
帮助校长和教师们端正实施合作学
习的动机 ， 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一
学习方式是在成就一个 “人 ”时 ，他
们才能在面临风险的时候 ， 毅然决
然地坚持下去。

人们从来不是被外部所改变 ，
真正使之发生改变的是其自身 。 我
暗下决心 ， 远离那些将合作学习看
作手段的人 ， 如果合作必须是一种
手段的话 ， 那也仅仅是为了教会学
生合作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闭嘴了，不再苦口婆心，
而是睁开双眼去观察、去寻找，找到我
的同道者，他们与我一样，愿意为合作
而教，为学生美好未来而教。 我发现，
这样的同道者正越来越多。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合作学习
研究专家）

一堂未上完的公开课
一提起周五的课心里就堵得慌，我竟

然把这节课讲“砸”了。讲“砸”的原因让我
哭笑不得———因为我的学生不愿意扮演
我的儿子，最终没能完成教学任务。

根据要求， 周五要上校内研讨课，我
决定上《学会看病》这一课。选择这篇课文
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我和作者同样身为
母亲，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 二是我
和作者有一样的感受， 即使内心忐忑不
安、万分煎熬，也要锻炼儿子的独立能力。
于是，我选择了这篇课文。

当一首《母亲》的乐曲响起，学生们朗
诵着冰心的《纸船寄母亲》，这堂课拉开了
序幕。 学生们读得声情并茂，很快就把握
住了这堂课的基调———深情、 厚重的母
爱。 在我看来，这堂课就该沿着这个基调
行走，才能找到感觉。

学生们随着学习目标自主学习、小组
讨论，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 轮到小组交
流展示，有学生说，通过母亲的语言和坚
决的态度，他感受到了母亲的“冷漠”。 听
到这里， 我便想让学生通过深层次的朗
读，再次感悟母亲态度的坚决。

于是，我说：请同学们在课文中划出
关于母亲的语言和态度的句子，咱们来读
一读。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扮演母亲，谁
愿意当我的儿子？ 这时，我看到平时很调
皮的国辉把手放在耳边，似乎想举手。“国
辉，来，你来当我的儿子，咱俩读对话。”我
说。此时，国辉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支支
吾吾地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对话开始。我说：“儿子，你病了。 ”国
辉站在那里不作声， 教室里极安静。 我
说：“你是儿子啊，轮到你说啦。 ”他还是
站在那里不作声……我很奇怪， 这么简
单的对话，他怎么不读？ 我走到他面前，
看到他书中划的句子是正确的， 于是我
更奇怪了：“儿子， 你病了， 你该怎么说
啊？ ” 全班学生马上叽叽喳喳地议论起
来，都在着急地告诉国辉该怎么读，可是
他仍然愣在那里……

我摸摸他的头说：“现在咱俩扮演课
文中的一对母子，我是妈妈，你是儿子，咱
们俩进行一段对话。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
点头……我开始了，结果他嘴巴张了一下
又不知道读什么了……如此简单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 我当时有点蒙了。 看着坐在
后排听课的教师，我笑了笑，说：“看来国
辉是生气了，不想当我的儿子，我这个妈
妈很不称职哦。这样，让他平静一下，谁愿
意再试试？”就这样，我和另一名学生很顺
畅地进行了对话。

对话结束后，我想，还是要让国辉进
入角色， 搞清楚课文里儿子的话该如何
读。 但若这样下去，今天的教学任务估计
完不成了。 犹豫了一下，我心想：算了，即
使完不成教学任务，也得让国辉把角色扮
演成功。于是，我再次走到他面前：“来，儿
子，咱们再来一次对话，我是妈妈，你现在
是我的儿子，开始对话……”他终于和我
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嗓子嘶哑，结结
巴巴。 对话完毕，我安慰他说：“估计儿子
真是病了，看他和我说话时，嗓子都有些
嘶哑了。”台下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知
道，这掌声是送给国辉的一份鼓励。

很显然，这节课的教学任务难以完成
了，当学生们还在讨论在哪里感受到伟大
的母爱时，下课铃已经无情地响起了。 我
很遗憾也很内疚地对学生、对听课的教师

深深地鞠了一躬。 虽然教学任务没能完
成，令人有些遗憾，但是我也很欣慰，国辉
终于学会了读对话。

晚上 8 点多，我的手机响了。 “汪老
师 ，我是吕国辉……”嗯 ？ 他又怎么了 ？
“汪老师 ，今天对不起 ，我让您丢脸了 。
其实我知道该怎样读 ，我不读是因为当
时您说让我当您的儿子 ，我觉得太幸福
了 。 我当时就在想 ，要是我真能当您的
儿子 ，那才是我一生的荣幸 。 我当时大
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就不知道该
怎么读了 。 没想到您不仅没批评我 ，反
而回过头来让我重新当您的儿子 ，当时
我就想哭 ，所以嗓子有点哑了 。 您对我
太好了 ，我好幸福 ，似乎我就是您真正
的儿子……”电话挂了 ，我愣在那里半
天没说话……

没想到，这堂未上完的公开课竟然让
我有如此大的收获。 教学任务虽没有完
成，但平时一贯调皮淘气的国辉却从中感
受到了那份特殊的母爱。 这不正是《学会
看病》这篇课文的内涵所在吗？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保康县后坪镇小学）

最好的教法是什么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一篇课文的教

学内容确定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采用
什么样的教法才能让课堂教学更高效。是
以读代讲、读写结合，还是板块学习、问题
导读？ 是进行主题探究学习，还是小组合
作表演，以演促悟？

诚然，课堂教学本就是有限方法的无
限运用， 但正是在对教法的精益求精、不
断思考之中，我们的课堂才实现了一步步
的自我超越。

教法需要我们结合学情和学段特点
进行思考，还需要结合文本和自身教学风
格进行选取。 但是，这些只是为上好课提
供保障，究竟什么才是最好的教法？近日，
在观摩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执教 《匆匆》
一课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些思考。

教学片断：
师：我们每天都在过日子，但这最普

通的事情却容易被忽视。 在作者眼中，日
子有什么特点？

（生读文）
生： 我觉得第一自然段告诉我们，日

子是一去不复返的。
师：这是日子最大的一个特点（板书：

一去不复返）。你再看一看，这段话中还能
看出日子有什么特点？

（生木然）
师：同学们再看看这句话———是有人

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
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从
这句话中又能看出日子有什么特点？

生：这是作者的想象（不入题）。

师：日子能偷吗？能藏吗？又到哪里去
了呢？ 大概大家也能想到了，日子无影无
踪（板书：无影无踪）。我们来齐读这句话。

（生读文）
师：听我来读一遍……（读完）大家一

起再来读。
（生齐读）
师： 作者没有直接写日子一去不复

返，而是写了这样一句：“燕子去了，有再
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
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读一
读。 这样排列，你能看出有什么特点？

生：这是排比句。
师：你注意到了句式的特点，很好。那

除了排比句，在内容上有什么发现？
生：前面是讲什么事物逝去了，后面

是讲这个事物又回来了。
师：讲得很好。 无论是燕子、杨柳，还

是桃花，他们去了，都能再回来。那叫失而
复得。 这三样事物去了可以再来，他们都
会在时间上留下痕迹。但日子去了也可以
回来吗？

生：不可以。
师：日子与桃花、燕子、杨柳相比有什

么不同？
生：日子一去不复返，其他都可以再

回来。
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生：作者为了突出时间的一去不复返。
师：表达了什么？
生：作者很渴望时间再回来。
师：是啊，他很留恋（板书：留恋）。

生：他很无奈（师板书：无奈）。
师：读完课文后能知道作者为什么这

样写，蕴涵了怎样的感情，这叫会读书。请
大家把那种留恋、无奈、怅然若失的感觉
读出来。

（生自由练读）
师：我相信，此刻你们再来读这一段，

感觉就不一样了。
（师点名学生读）
师：不错，体会、感受到的情感都包含

在阅读中，拿起书，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在上述的片断中， 教师采用自读体

悟、特点提炼、齐声朗读等方法组织教学。
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我们看到最好的教法
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发现的， 而是 “隐身”
的，值得我们加以品味。

最好的教法是等待。 在课堂上，学生
究竟处于怎样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对文本
的理解和体悟状况，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
中逐步发现。当学生一时跟不上教师的教
学节奏、遇到文本学习的“拦路虎”时，教
师需要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给学生耐
心的等待。 正如以上教学，学生起初体悟
不够深入，教师跟着学生的节拍，给了学
生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耐心地引
导，最后可以看到学生学习的深入。 教师
不能为了落实教学环节而挤压学生的思
考时间， 应时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等
一等，再等一等，这样的教法才是最好的。

最好的教法是信任。 教学中，我们可以
鲜明地感受到这位教师的温文尔雅、 张弛
有度，看得到教师的有条不紊、不慌不忙。

这样的课堂， 带给学生的是完全放松的心
理场，所以师生对话才自然真切，课堂学习
才轻松快乐。 学生学习的潜能是无限的，不
给学生太多的条条框框， 也不要否定学生
的学习表现， 信任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做到
最棒， 并且将这种信任传递给孩子。 这时
候，学生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精彩表现。 给
学生最大的信任， 期待学生书写课堂美妙
的风景，这样的教法才是最好的。

最好的教法是唤醒。 有人说，课堂教
学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是告诉，直接把答
案提供给学生。 第二重是启发，给学生启
迪，让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拥有自己的
发现。第三重是唤醒，激发学生的潜力，让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生命力得到
激励或生长， 而这一过程是学生自发的，
也是由内而外的。 显然，我们更多追寻的
是第三种境界。 以上教学中，我们可以看
到学生一步步被教师引导、激发和点燃的
过程。 教师巧妙地为学生做好“向上的梯
子”，既有自己的亲身示范，也有恰当的问
答引导， 帮助学生的理解一步步深入，教
师由扶到放，贴着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引
领，学生潜能被一步步激发。这样的教法，
看到了教师的匠心和智慧，唤醒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细胞，这样的教法才是最好的。

最好的教法是什么？ 其实，就是心中
装着学生，眼中看到学生，课堂关注学生。
简单吗？ 看上去还真简单。 可每一堂课能
做到吗？ 也许并没有那么容易。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新
城花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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