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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小组合作学习⑧

“读读议议”
并非合作学习

□郑 杰

课堂策

教学方法可以决定教学效果和
教学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
到底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好呢？ 在
这个问题上有两大传统： 一是讲授
教学，二是探究教学、对话教学。 这
两大传统，后一种也许更为古老，中
国的孔子、 古希腊的柏拉图都是这
方面的典范，只要读一读《论语》和
《理想国》，对此一定会印象深刻。我
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自
主 、合作 、探究 ，集中体现 “探究教
学”和“对话教学”的精神，也可以认
为是教学传统上的一次回归。

“讲授”和“探究”“对话”到底哪
种教学方法好？这是没有定论的，各
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所以
优秀教师总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
但对于经验不足的教师 ，“灵活运
用”也可能变成随心所欲运用，结果
可能比生硬地运用某一种方法效果
更差。

在教学时间有限而教学内容过
多时，使用讲授法的课堂效益最高。
关于讲授法的利弊，有研究发现，讲
授法对能力强的学生最有好处。 在
大班额情况之下， 采用讨论和探究
教学方法，如果组织不好，弊要大于
利。一对一讲授、同伴辅导最适合能
力差的学生。在讲授法条件下，学生
往往不能很好地参与课堂学习，他
们被灌输太多的知识， 而能力却没
有得到发展。在教师使用讲授法时，
学生容易感到厌烦而产生纪律问
题，那些注意力不够集中、记笔记能
力差、记忆力不好的学生，有可能会
跟不上教学进度， 因而逐渐变成学
困生。

讨论法（即探究和对话）适合中
等水平的学生， 特别优秀和特别差
的学生在讨论中受益不如中等学生
多。什么时候应该运用讨论法？在复
习所学知识、形成观点，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能力、交流能力时，应该让学
生开展讨论；当需要学生长期记忆、
高层次思考时， 也应该采取讨论的
方法；想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希
望学生转变态度， 想更好地满足学
生的需求时，也应该开展讨论。

但是，讨论法也有局限性，如耗
时太多，教学任务完不成；学生还不
够成熟， 讨论停留在浅层次难以深
入；讨论发生在少数学生身上，有的
学生不太愿意参加讨论……

所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并不是由着领导的兴致和教师的喜
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到底哪一种
方法有效，要在实践中验证。

在培训活动中， 我反复向学员
强调， 千万不要将课堂讨论当成合
作学习， 有的教师随意将学生组成
小组，让他们自由发言，不规定发言
顺序，不规定时间长短，可以随便插
嘴，可以打断对方发言，可以群体说
话，可以说给全体听。 我认为，这不
是合作学习，是自由讨论。

在我看来，“合作学习”和“自由
讨论”有两大区别:

一是“学习”。 合作学习是一种
学习方式， 其目的是学生通过合作
真正“学到了”。也就是说，合作的目
的是为了学习。而自由讨论，讨论的
内容可能很宽松， 很可能真如茶馆
里的一群朋友拉家常， 最终什么也
没有学到。 那种如茶馆般人声鼎沸
的课堂，看上去挺美，实际上可能是
无效的。

二是“合作”。 合作学习要将学
生有效地组织起来， 其中有互助也
有协同。为了将学生组织起来，教师
要告诉他们合作的步骤、 要领和方
法，绝不能像在茶馆里那么随意，更
不能随意插嘴、 没有规定的发言顺
序，甚至说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

所以，“读读议议” 类的自由讨
论是一种教学方法， 但不一定是合
作学习；相反，合作学习一定是“读
读议议”的。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合作学习
研究专家）

一大早， 温和的阳光均匀地洒在英国
南威尔福德小学低矮的房檐上。 这所外观
很不起眼的学校居然有 300 多年的历史，
没有围墙、没有保安，朴素的外表展现的却
是美丽的童话世界。 这所学校在校生 420
人， 是诺丁汉校区唯一超过全国平均人数
的一所政府投资的集团化教会小学。

英国的小学课程除了英语、 数学，最
重要的莫过于科学课了。 不少城市都有规
模很大的科技博物馆，孩子们从小就耳濡
目染，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那
么，对基督教保持信仰的教会小学是如何
对待科学课的？ 我进行了实地观摩。

准确地说， 这是一堂四年级的物理
课，没有铃声，不喊起立，也不喊老师好。
只见教师将许多电线、电池等教具放在地
上， 孩子们兴奋地随意拿上一两个接线
柱，三五成群地开始自由拨弄。 我观察身
边的两个小男孩，他们小心地用鳄鱼夹开

始接电源线，可是不管怎么接，灯泡就是
不亮。 只听见旁边响起欢快的呐喊声，原
来有个小组已经将灯泡点亮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教师提醒大
家可以去观摩学习。 可是我发现，居然没
有人离开自己的位置。 许多学生仍然在地
上不停地摆弄，教师也不停地穿梭在各个
小组之间。 学生一旦在教师的指导下让灯
泡发出亮光，不仅孩子们会跳起来，教师
也会情不自禁地哼起小曲儿。

坐在我旁边的两个小男孩一直在用
一根电线接 4 个灯泡，遗憾的是灯泡一直
没能亮。 我试图帮助他们，结果也是无功
而返。 于是， 我说：“请老师过来指导指
导？ ”小男孩摇头说：“我们还要继续尝试
不同的方法。 ”我不忍心，示意教师过来瞧
瞧。 教师“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并不直
接对那两个孩子说，而是面向其他孩子自
言自语地说；“有的孩子急于求成，一下连

接 4 个灯泡， 电量有限， 可能承受不了
哦。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男孩似乎恍然大
悟，跑去又拿来一根电线，不一会儿，两组
灯泡亮了，两个孩子露出满意的笑容。 整
堂课，教室里吵吵闹闹，但每个孩子都在
不停地动手操作， 实践着不同的方法，直
至他们手中的每个灯泡都亮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个小时快到
了，学生们完全不知疲倦，无视旁人的存在，
沉浸在探究之中显得意犹未尽。 最后，教师
要求学生把自己手中的电源线都摆在地上，
关上教室的灯，让每一组的灯都串联起来。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顿时，整个
教室被点亮了。 其实，点亮的不仅仅是教
室，更是孩子们求知的欲望，还有我的眼
睛。 这就是我一直追求倡导的“学起于悦、
活而有序”的课堂。

课后，我主动与教师尼古拉贝蒂进行
交流，告诉她：“我很喜欢这种物理课的感

觉，您还没有教，学生已经在自己动手操
作中成功了。您一定很有成就感。 ”她幽默
地答道：“不，我是数学教师。 ”哦，我想，这
才是真正的全科教师，才是真正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探究创新的课堂。

不同的国家体制孕育不同的文化，不同
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教育。 应该说，中英两国
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都符合各自的国情。英
国重在培养创造性和实践性人才，培养人的
合作意识，因此，学校注重学生的小组团队
合作精神， 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基础
性人才， 人才的竞争还停留在知识与学历
上，学校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授与梳理。 诸如
这样的课， 我国的教师往往是先讲原理，教
其程序，再讲注意事项，学生的好奇心、创新
热情自然容易被泯灭。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坪
洲小学）

观课笔记 点亮的不仅仅是灯泡
———一位小学校长眼中的英国课堂

□张云鹰

课堂上的孙建锋幽默风趣、 激情
四溢、游刃有余。 他精湛的教学艺术，
让听课教师折服， 现场不时传来阵阵
掌声。 但是，最让我感慨的，是他在课
堂上作为师者对学生深入到骨子里的
尊重与柔软。

一次次蹲下

配合孙建锋进行课堂展示的是我
们学校六年级的学生， 因此我比较熟
悉。 我知道这些孩子平时是习惯站起来
回答问题的。 但是那天，或许孙建锋的
亲切感染了他们，孩子们竟然都是坐着
回答问题。 听课时埋头记笔记，再抬头
就可能找不到孙建锋了，原来他蹲在了
孩子们的身边。

数不清那堂课孙建锋瘦弱的身体
蹲下多少次。 课后我问他，这样频繁下
蹲你不累吗？ 孙建锋却笑着说：“一点儿
也不累。 ”

陶行知说：“唯有平等，才能将‘人
与人之间的隔阂完全消除， 才会发生
人格的互相感化’。 ”这一蹲，是孙建锋
的一个动作，更是他的一种理念，他用

自己骨子里对学生的尊重， 消除了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 使学生在心中种下
一个念头：教师和我们是朋友，是平等
的。 这样，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师生之间
的距离。

一阵阵掌声

在这堂课上， 充满了孙建锋对学生
真诚的赞赏与热情的鼓励。 在他的引领
下，偌大的报告厅数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比如，在课前交流环节，孙建锋给
学生带来了几个成语。 有个学生对成语
“囊萤映雪”的第一个字读得不准，孙建
锋很自然地请其他学生帮忙，读错的那
个孩子不仅纠正了读音，还带领全班同
学又读一遍。 孙建锋评价说：“第一次不
认识， 但听别人说一遍就能当老师，难
道不值得掌声鼓励？ ”

在学生交流小猴子更喜欢和毛巾
妈妈在一起，还是更喜欢和奶瓶妈妈在
一起时，有个女学生这样回答：“我认为
小猴子更喜欢和毛巾妈妈在一起，因为
毛巾妈妈能给小猴子带来温暖，虽然不
能带来充足的食物，但是能和温暖的妈

妈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孙建锋紧接着
说：“你是一个内心温暖的孩子，值得赢
来大家的掌声。 ”

……
每一次掌声，都饱含着孙建锋对学

生的赏识，也饱含着学生对自己和学习
伙伴的激励。 整堂课，孙建锋充满人情
味的评价就像一条潺潺的小溪，在每个
学生心头荡漾， 使学生感受到了温暖，
他所倡导的平等对话的语文教学，就在
师生彼此的柔软中生成了。

向更深更远处引领

如果说尊重学生是一种品质， 理解
学生是一种涵养，善待学生是一种胸怀，
那么作为语文教师， 引领学生在课堂向
更深更远处前行是一种义务。

对于什么是柔软，有学生答：大自然
是柔软的，青草是柔软的，友情是柔软的
……当一个学生说 “妈妈的乳房是柔软
的”时，这群还处在懵懂时期的孩子发出
了轻微的哄笑声。 孙建锋巧妙抓住这一
时机，如此引导：“人类都有生母，都吃过
母亲的奶， 你是一个吃奶不忘母恩的孩

子，应该给你掌声。 ”这样的引领，让本来
想笑话别人的学生有所思考， 也让本来
会感到难堪的学生充满温暖， 这样的引
领不是朝着柔软的方向前行吗？

课堂上，学生遇到了一个生字。 在
请教同学和查字典两种方法都行不通
时，孙建锋耐心地询问：“要不要求助别
人？ ”然后，他引导学生明白在遇到困难
时可以请教别人。 最后这个学生大大方
方地转身， 向身后听课的教师进行询
问。 孙建锋继续引领，“老师告诉你了，
你要做什么？ ”然后，这个学生又向帮助
他的教师表达了谢意。

换位思考一下， 遇到这种情况，我
可能会直接告诉学生这个字的正确读
音， 但这样仅能帮助孩子记住一个字。
孙建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引领孩子
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并且学会感谢那
些在困难时刻给自己帮助的人。 这对于
孩子的意义就不只是认识这个字了。

泰戈尔曾说：“不是锤的打击，是水
的载歌载舞才形成了美丽的鹅卵石。 ”
作为教师， 如果我们能像水那样柔软，
就能更接近学生的心灵。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听课者心里也有不同的课堂评价。
通过观摩语文特级教师、深圳市福田区教研中心孙建锋老师的《修得一颗柔软心》一
课，两位不同地域的教师究竟会有哪些不同角度的评价……

唤醒学生内在的“柔”
□薛镇芬

对于孙建锋的这堂课，我可以将其
概括为：自然———内在———超越。

浓浓的平等与自然

整堂课，无不让人感觉到平等、自然。
说平等，是因为孙建锋作自我介绍

时，让孩子们直呼其名 ，孙建锋———建
锋———锋……这样就与孩子们一点点
拉近了距离。 每一次师生间的对话，孙
建锋都是躬身提问，从语言、动作或每
一个点滴， 都能让孩子们体会到平等；
在学生紧张无措时，孙建锋一个轻轻的
拥抱，让学生感到了温暖的力量；在学
生光芒闪耀时， 孙建锋一句由衷的赞
美，让学生感受到语言的美妙……一个
语文特级教师与学生们如此亲近，顿时
让我敬佩不已， 对比平时严肃的课堂，
我们似乎相差甚远。

说自然，是因为课堂的大多数故事
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孙建锋列举了我们
平时不太留意的自然真实事件， 比如

“蟑螂的故事”等，让学生具体而生动地
感受到课堂的主题。 他首先让孩子们从
中体验、感悟，然后再与他们进行深入
对话，诠释了最朴实的智慧。

唤醒内心的柔软

“人之初，性本善”，孙建锋引导孩
子们通过文本对话， 唤醒自己内在的
“柔”。 他以“小猴选妈妈”的故事为切
入口，引导学生认识并理解柔软，写下
对柔软的感悟， 再通过孩子们最爱听
的故事 ，让他们充分理解 “柔软 ”这个
概念。 比如通过“大雁的故事”“蟑螂的
故事”等，让孩子们知道世间万物皆有
存在的价值， 动物和人一样也是有生
命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生命，用一
颗柔软的心对待他们。 而后孙建锋指
出，“善”的反面不是“丑”而是“恶”，然
后他又给孩子们播放了展示人类恶行
的视频，比如人类杀害小动物的视频，
震颤着孩子们的心灵。 在观看这些视

频时，许多孩子都低下了头。 通过这节
课， 孩子们知道了什么是善， 什么是
恶，明辨了是非，有的孩子甚至流下了
泪水。

这堂课从语文的人文性出发， 教育
学生懂得善，在此基础上再出示“恶”的
事例引发学生思考， 让学生具体感知并
分辨善与恶，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超越文本，超越课堂

孙建锋的这堂课，与其说是一堂语
文课，不如说是一堂语文味儿十足的人
文课、思辨课。 课堂上，孙建锋引用了许
多思辨性素材，让学生体会真善美的本
质， 也锻炼了学生的写作和思辨能力，
形成了信息量非常大的“大数据教育”。

在孙建锋的课上，一首《摸鱼儿·雁
丘词》 让我回味人与雁的一丝柔软，作
者元好问在应试途中遇见大雁殉情的
场景而创作了这首词。 孙建锋介绍了这
些背景后问学生， 如果你是主考官，对

元好问会有什么评价？
这样一个发散性问题，让学生动了

一番脑筋。 学生们的回答可谓精彩纷
呈，一位女生回答：“人间有情，亲情、友
情、爱情。 没错，当官的确要读四书五
经，但是遵从本心即为至善，这已经不
是儿女情长的问题， 是元好问至善的
心。 试问这世间，能有几人为雁悲、为雁
悯？ ”这位学生回答完毕，掌声顿时响
起。 这么富有哲理性的场面，让我觉得
这既是一堂散文鉴赏课，也是一堂习作
课、美学课，更是一堂让孩子们锻炼思
辨能力的课。

孙建锋的课如诗一般，他轻轻柔柔
的语调， 带出了一行行优美的文字，为
学生打开了一扇扇神秘的窗。 他以一颗
柔软的心诠释着这堂课，让课堂处处散
发着魅力，让课堂层层递进、不断升华。
这堂课， 不仅让学生有知识上的收获，
更唤醒了学生内在的“柔”。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锦溪中
心小学）

骨子里的尊重与柔软
□刘艳萍

一堂课背后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