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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变革的“家”在那里
我们的教学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比

如说考试，考试为什么每一次都像高考
一样要排名次？ 考试本身没错，美国的
学生也考试，甚至考试次数也不少。 但
是，为什么美国学生不紧张 ，中国学生
非常紧张呢？因为我们每一次考试都要
排名次。

如何让评价与目标匹配

为准备一节公开课， 教师往往会花
许多时间做视频、找资料。 我曾见过，一
个课堂导入搞了 4 项活动。 教师不认真
吗？ 很认真，甚至太认真了。 到底是找资
料重要，还是让学生学会什么重要？这就
是教学目标问题。

如果一堂课目标不清， 就相当于女
士逛街，没有明确目标，结果，东西买了
不少，但真正想买的却没买一件。我们的
课堂应像男士逛街， 从家里出去的时候
就想清楚了要买什么， 甚至什么牌子都
想清楚了，直奔那个店，买了就回家。

值得注意的是，学习目标清楚之后，
教师不要先思考教学环境， 要先思考评
价任务，就是怎么知道学生已经学会了，
何以知道学习目标达成了。 教师必须注
意评价任务与学习目标的匹配性。 以前

的课堂， 许多教师是前 35 分钟上课，最
后 5 分钟做练习，号称“堂堂清”、“堂堂
巩固”。 教师在学生做练习时发现了问
题，想解决却到了下课时间。如何解决评
价的及时性、有效性问题，对教师也提出
了要求。

就课堂活动而言， 一定要与学习目
标匹配。 我们要清楚，教了不等于学了，
学了不等于学会了。遗憾的是，许多教师
意识不到这一点， 经常发牢骚：“这个题
目我在黑板上都讲过三次了， 结果考试
又做不出来。”最后归因为学生“笨”、“不
努力”。

一堂好课，学得好才是真好，教得好
不是真好。 教师教得好，如果学生没学，
就等于无效教学。 所以，就一节课而言，
我们要关注学生有没有明白， 不是教师
有没有讲完。当教师关注怎么教时，课前
准备出来的只是教案， 比如设计几个环
节、创设什么情境等，创设情境的主体是
教师；当教师关注学生怎么学时，把学生
的学习过程设计出来，这叫学案，将学生
真正当作推进教学的主体。

怎样促进深度学习

什么叫学习？学习就是在原有经验、

知识的基础上，经历一个体验过程，形成
新的经验。人生下来都是会学习的，没有
一个孩子不喜欢学习。 既然人生下来都
会学习，为什么还需要教师呢？教师是干
什么的？教师的作用是促进学生学习，让
学生更想学、更会学，让学生学得更多、
更好、更有意义。

怎么促进学生学习？ 怎么能够促进
学生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的关键是信息
的自我转换。 在信息社会，课堂根本不
需要教师传递信息。 教师的作用是帮助
学生实现信息的自我转换， 加工信息、
理解信息、评价信息、应用信息，反思自
己的学习。教师的作用不是在前面传递
信息，而是在后面保证学生实现学习信
息的自我转换。 所以，教师不要只停留
在传递信息的层面，教师的专业形象不
能是一支粉笔、一张嘴巴、一本书、一个
PPT。

课堂教学改革，千变万变，唯一不变
的是让学生学习增值。 增值的指标有 4
个：一是怎么让学生更想学；二是怎么让
学生更会学； 三是怎么在同样的时间里
学得更多、更好；四是怎么让学习更有意
义。 什么是更有意义？ 就是不仅现在有
用，将来还有用，对自己的发展，对自己
今后的生活都有用。

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班级授课制背景下，两大难题现在还

没有解决好。
一是许多学生没有真学会，就是虚假

学会，简单说就是答案知道了，过程没掌
握。 比如，一个题目做错了，是学生的思考
过程错了，结果教师让他更正，让他抄一
遍答案，却没有纠正他的思维，所以考试
时继续错。

二是用不正确的过程教正确的知识。
这种例子很多，哑巴英语就是因为过程错
了，不是语法知识错了，也不是词汇错了。
所以，托福考满分，仍然不会交流。 还有用
不道德的方式教品德，用不科学的方法教
科学。 科学离不开实验，没有实验就没有
物理，没有实验就没有化学。 但不少学校
是在黑板、PPT、微视频上教实验。 所以科
学课程考 100 分，科学素养却没有。 用这
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会用科学知
识造假药、制毒品。 如果地理教学整天让
学生在地图上画来画去， 即使地理考 100
分，地理素养也不会高。 真正有地理素养
的人外出旅游，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为
什么形成这种风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
研究所所长）

李平：“分”的方法 ，只是把学生领
到“品牌店”，而“合”的方法是把学生带
到了师生自己创办的“超市”。 两种方法
看似都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但从本质上
看，前者对学生的控制依然强大 ，后者
才能实现对学生的解放 ； 前者依然在
“教中心” 寻找途径， 后者已然进入了
“学中心”。 更重要的是一“分”一“合”，
教师观和学生观完全不一样了。

杜金山：是的，“术”都在载道，只有实
现了“以道驭术”，其“术”方能载正道。

学生中存在的第二种资源叫差异
性资源。 曾经以为，差异性资源的理论
是我的原创，共 16 个字———“承认差异、
认识差异、利用差异、‘消灭 ’差异 ”，后
来我才发现， 孔子说得更简单———“三
人行必有我师”。 再后来，我认识到，有
一个人比孔子说的还简单而且更深刻，
这人是谁，我不知道 ，反正是这个人命
名了我们的职业身份“先生”。 反复品读
这两个字，就知道教师为什么会成为教
师了，开句玩笑话就是“先”“生出来”的
人。 其实，在人群里，教师只是一个职业
身份，但是能做教师的人 ，却未必是有
教师身份的人， 只要您能超越别人，您
就是教师。 所以，高效课堂强调课堂里
只有一个教师，那个教师叫“能者”。

李平： 恐怕当时的知识形态主要是
常识和经验，先生先知，也就可以顺理成
章成为师者。 时至今日，“双基”目标、三
维目标、核心素养，我们的价值追求在一
步步深化和发展， 越来越接近教育的真
实目的———育人。 当我们坚信 “能者为
师”时，关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教与
学的关系一下子就捋顺了！ 根本不用再
争论“谁是中心”了，“教”与“学”的潜能
都得到了最大的释放。 其实，这种思想自
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些萌芽： 孔子不
愿学生做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希望学生
能提出相反意见。 他不仅肯定 “后生可
畏”，学生可以超过教师，而且还鼓励学
生要有“当仁不让于师”的勇气，提倡学
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要求教师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杜金山： 高效课堂强调能者为师，
看似“无”师，却处处“有”师，“无”中生
了“有”，老祖宗的智慧，终于落到课堂。

差异性资源是必然存在的。 只要承
认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把任何两个人放
在一起，他们之间都是有差异的 ，只要
有差异，彼此间就可以构成“师”“生”关

系，从而产生“教”“学”关系，不再强调谁
是中心，离开了教与学的二元论陷阱，直
接走到了“三生万物”的广阔天地。

李平： 高效课堂的第三种学生资源
叫组织性资源。我个人认为，建设、开发、
利用、增值和保护组织性资源，是高效课
堂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放乱”、“管死”
像魔咒一样， 让许多学校、 单位不知所
措，高效课堂真的做到了“活而不乱”，彻
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功莫大焉。

杜金山：人是天生需要组织的动物，
生存、生活、生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都
离不开组织。 遗憾的是，在传统课堂，师
和生是主、 客体关系 （服务与被服务关
系）， 学生无论是接受教育还是接受知
识，都处在被动状态。由于学生是被动的
接受者， 所以组织教学仅仅是课堂教学
很小的一部分， 只要保证学生们在听就
可以了，至于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状态，
无关紧要。

高效课堂把组织建设到了 “对子”，

管理作用发挥在了“小组”。 从传统课堂
松散的班级管理， 到高效课堂紧密的小
组管理，再到“一对一”的“对子”管理，高
效课堂使课堂的内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蕴含在小组和对子中的资源，我们叫
组织性资源。

组织性资源的利用，可以彻底解决
两大问题 ：第一 ，班级教学 “活 ”而不
“乱”的问题；第二 ，学生学习的内在驱
动力问题。 这两个问题价值有多大，我
不必多说！

李平：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勤”“苦”二字，让中华民族的世世
代代不再追求“乐学”的幸福感，有人甚
至认为学习就是一件苦差事，不要用“乐
学”去忽悠孩子。高效课堂，让快乐学习、
幸福成长成为现实。

杜金山： 高效课堂是如何做到活而
不乱的？ 关键是厘清“活”与“乱”两个群
体活动现象的本质区别。 世界杯足球赛
场叫“活”，火车站广场叫“乱”。

世界杯足球赛场上，两个世界级团队

在拼杀， 每个球员的潜力和团队的潜力，
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球场，活而不
乱的原因是：第一，所有球员都在追求共
同的目标，进攻的想把球踢进去，防守的
千方百计不让球进门；第二，球场上 22 名
队员看似两队厮杀，水火不相容，实则也
在相互成就。 只要球动，所有人都会随之
而动。 两队之间、每个球员之间，其命运是
紧密相连的。 正是这两条，保证了球场活
而不乱。 火车站广场为何“乱”？ 你可以在
车站广场随意观察 22 个人， 虽然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目标， 但绝不会有共同的目
标。 如果火车站广场有一个人被犯罪分子
侵犯，别的人首先需要判断，谁是坏人谁
是受害者，绝不会立刻见义勇为。

李平：所以，如果您的课堂变成了世
界杯足球赛场， 那就可以保证每个个体
和群体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如果您的课
堂成了火车站广场， 表面上看好像也解
放了学生，其实只能导致混乱，根本无法
实现课堂效益的全面性和学习效率的高
效性。

三论“知识的超市”

既不能记住什么， 也不能理解或应
用什么，这就是“无效学习”。 虽然能记
住什么，但没有理解也不会应用，这就是
“机械学习”。 不仅能记住， 更善于应用
和迁移，这就是“意义学习”。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桂华）

学生的潜能不是我们拿着 放 大
镜、望远镜观察出来的 ，而是必须以他
自己的经历、体验告诉他 ，这个经历和
体验靠随机性经历和体验是不典型
的 。 我们要在学校开发出相对系统的
课程，让学生用最少的时间 ，通过最典

型的环节，去发现他自己。
（北京十一学校 李希贵）

学习成绩=兴趣×方法×智商 。 学
生可改变空间最大的是学科情感 ，而
学科情感也是学生学习的前提 ； 学习
方法虽然可以改变 ， 但学习方法极具
个性，更需要学生琢磨 ；学生智商基本
不可改变。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周彬）

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只在“不帮不
行”之时才会插嘴、出手，他的教育言行

应该是非常吝啬的。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王晓春）

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
如果学生把教师、 家长的话奉为金科玉律，
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
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那样，学校只能教出
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一批驯服的、没有
思想的奴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栋生）

善良、宽忍、慈爱，这是一切教育行
为的前提， 也应当成为所有教育活动的

最后皈依。 为此，我始终坚信，教给学生
“对付世界”的方法，远不如教给学生“对
待世界”的态度重要。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进修校 谢云）

不要相信课堂活动越多越好 ，因
为 ，知识是学习目的 ，也是学习手段 ，
活动要紧盯目标的达成。 不要轻信“没
有教师讲授 ， 学生照样可以学会 ”，重
视自主学习绝不是轻视教师指导 ，低
水平学习得到的是分数 ， 高水平学习
得到的是素养。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崔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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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火如荼的课堂教学改革中， 教学
目标的定位也在进行一些适时的变迁：从
“把学生教会”到“让学生学会”，再到“让学
生会学”……现在，也有人提出，课堂教学
目标应该定位于“让学生想学”。那么，现代
课堂教学目标究竟该如何定位？ 是定位于
“让学生会学”，还是“让学生想学”？

现代课堂，
让学生会学还是想学

（四）

□本期主持 王占伟

想学与会学相辅相成
本学期， 我们学校在中高年级推行高

效课堂教学模式，想学的学生不断增多，劲
头十足； 会学的学生大面积增加， 不断超
越，改变了学生原来厌学、不会学的局面。

教师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学生
想学了就会追求会学。 在对学、 群学过程
中，学生交流学习收获，探究知识疑难，帮
助别人解惑，在交流和解惑中得到快乐，学
生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自然就会想学，有
了想学的基础，就会去思考、追求、总结会
学的方法。

我原来的课堂总是少数精英学生发
言、展示，其他学生缺乏展示机会。 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我实行小组捆绑评价机制，以
小组发言、展示人数多少记分，这样就给每
个学生发言、展示提供了机会，有效激励了
非精英学生，其学习欲望日益增强。

想学，解决学的动力问题；会学，解决
学的方法问题。想学的学生会去追求会学，
学生会学了就会去想更广、更深的知识。想
学与会学相辅相成。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培英小学 范正君）

想学是基础 会学是关键

想学是基础。 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来
自于多方面的影响。 教师应该从多方面加
以努力，促进学生想学乐学：扎实掌握自己
所授的学科知识， 同时要提升自己的综合
素养；深挖学科知识内涵，让学生感受到知
识所蕴藏的无限魅力，让学生学在其中、乐
在其间；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
自己积累的学习方法科学地传授给学生，
与学生一道探究和成长。

会学是关键。学生由学会到会学，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不能做旁观者，要
做引导者和启发者。 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帮助他们在学习和摸索中树
立信心。教师的指导和关注，是学生会学的
保证和前提。在享受成功的同时，学生会慢
慢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固化深入学习和
探究的念头， 学习也就充满了惊喜和无限
的喜悦。

（北京市顺义区教育委员会 李建生）

想学是“发动机”

学生如果不想学，就不会积极、主动地
学习，会学就成空中楼阁。当学生硬着头皮
学的时候，他们就会背负沉重的包袱，即使
机械地学会了知识，也缺少“含金量”。学生
只有在想学的引导下， 才能全身心投入到
学习中去，直至会学。

想学是课堂教学的“发动机”，能够充
分激活学生学习的自觉和潜能。 想学和会
学是一个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想学是会学的“根据地”，会学是想学的延
续和扩展。

激发和调动学生想学是现代课堂教学
的第一“要务”，学生想学什么，教师就要教
什么。 教师要以学定教，从学生立场出发，
“跟着学生走”, 选择他们喜欢的学习内容
和方法。 要寓教于乐，摒弃单调、生硬的教
学方式，将学习内容置于游戏化、生活化、
主题化教学情境之中，让知识“活”起来，课
堂“动”起来。

课堂不是知识的传送带， 而是学生展
示学习成就的平台， 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
课堂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初级中学 杨云）

想学与会学应融为一体

学生之所以为学生， 是因为学生具有
向学的生命力。教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唤醒
学生向学的生命力， 教师应该充分地相信
每位学生都有好学之心、乐学之心，因为儿
童对于一切知识都充满好奇心。“三流教师
教知识， 二流教师教方法， 一流教师教状
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状态， 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真
正想学。

仅仅使学生达到想学的状态还是不够
的，还要引导学生会学。当学生真正会学之
后，又能促使其想学，因为他们体会到了学
习的成果与快乐。 想学与会学本是融为一
体的，想学会促进学生会学，会学也会激发
学生想学。当学生对学习既想学又会学，那
么我们的课堂离“无师课堂”还远吗？

（湖北省麻城市英才小学 郭青松）

做无用功比不做更危险漫画课堂
王柱华/绘

□崔允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