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52023年6月30日 星期五 前沿观察责任编辑：言 宏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2
E-mail：qygc003@163.com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编者按：

一谈到课堂改革，人们

往往着重于探讨技术层面

的变革，事实上，师生关系

和谐、好的课堂文化能促使

课堂转变。进入新时代，高

扬立德树人旗帜，着力提升

育人质量是深化课堂教学

改革的核心。高品质的课

堂竭力让每一个学生经历

主动发展、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完满学

习经历，其中师生关系极为

重要。本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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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铁安

常常有人诟病现在的课堂见分不见

人，暖暖的师生关系被冷冰冰的分数隔绝，

课堂被异化了！研究表明，课堂文化、师生

关系是影响课堂效率的重要因素。

学生最需要怎样的课堂和教师
当一个人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我

们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描述：

“当时我最喜欢的学科是数学，因为我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对我

非常好！”“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特

别讨厌语文，因为我的语文老师总是在训

斥我；但后来我语文学得特别好，因为到我

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好的

语文老师，他在课堂上总是表现出对语文

学科的如醉如痴，他也总是在鼓励我，就这

样，受他的感染，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语文。”

“当年高考，我的数学成绩非常不好！其实

在我读初中之前，我对数学很有兴趣，成绩

也很好，可是到了高中，我的数学老师在

课堂上一点激情也没有，而且不知为什

么，他似乎很不喜欢我，渐渐地，我对数学

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这种描述传递了两个基本事实：如果

教师热爱学生，学生怎能不热爱教师？如

果教师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学生怎能不

热爱这门学科？或者，虽然学生确实不热

爱这门学科，但因为热爱教师并且因为教

师热爱自己这门学科，所以也“不得不”热

爱这门学科。反之，如果教师不热爱学

生，也不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如何能够

得到学生的热爱？又如何能够唤起学生

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和激情？

中国和美国分别做了关于“学生对优

秀教师素质的看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中国学生心中的优秀教师特征是有责

任感、重视品德教育、不刺伤学生自尊心、

对学生一视同仁、有幽默感、知识面广、敢

于承认自己的失误、理解当代教育思想、关

心尊重爱护学生、教学生动有趣容易领悟

等；美国学生心中的优秀教师特征是有耐

心、品德良好、态度友善、公平公正、有幽默

感、兴趣广泛、宽容、尊重课堂上的每一个

人、颇有方法等。不难发现，虽然来自不同

的国度，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各有特点，但

是在两国学生心目中，优秀教师的素质是

相似的，归结起来，不外乎就是要尊重爱护

学生、关怀学生，对学生负责任。

事实上，在充满尊重、信任、关怀和公

平的良好课堂文化氛围里，也许不能使学

生变聪明，但学生可以更好地发展兴趣和

能力，进而提高认知学习能力和自我价值

感；而学科蕴含的真善美的光辉足以点亮

学生的智慧和情感；至于教师所表现出的

对自己所教学科的热爱，终会使学生因为

热爱教师而热爱这门学科。

如何让课堂彰显高尚的魅力
课堂教学是师生同心携手经历的一

段活生生的生命历程和静悄悄的文化之

旅。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45分钟里，必

然有也必须有学生在生命层次上的身心

成长。在这段特定的生命历程中，必然有

也应该有人类高尚的文化和高雅的情感，

悄悄地、绵绵地灌溉每一个学生的心灵。

让课堂彰显爱的伟大主题，让课堂弘扬真

善美的深刻立意，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

力，让课堂赋予育人的永恒意义，或者归

结起来说，让课堂彰显高尚的魅力，这是

高品质课堂的第一要义！

高尚的课堂概指教育立意与育人境

界的高尚。具体体现在：教师要担当起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要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做学生健

康成长的引路人。教师要以高尚的道德

情操示范、启迪、感召和鼓舞每一个学生

的生命，要以一份至真至爱的良知情怀尊

重、关怀、呵护和抚育学生的人格，要以课

程的文化价值激发、启迪和培育学生的道

德、情感与智慧，要以对所教学科充满情

怀，感召、激发和鼓舞学生的信心、情感与

价值观。这就要求教师把一份至真至爱

和一份良知情怀尽情地捧给学生，把课程

本身的育人价值充分挖掘出来传递给学

生，把发现、感悟、思考和创造的机会巧妙

地设计出来提供给学生。

高尚最直接地体现在课堂教学的点

点滴滴。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叩问：

备课时——

你是否为了哪怕是一个极其微小的

知识点可能蕴含着的文化价值和育人意

义而煞费苦心，深入挖掘，精心论证，直至

设计出一个精到的问题？你是否一边做精

细的教学设计，一边努力地将自己假设为

学生，假设为班级里思维最活跃的学生、注

意力最不集中的学生、学习最吃力的学生，

以至班级里的每一个学生，思考如果学生

面对这样的内容、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设

计会怎么想？反之，你是否认为这节课自

己已经讲过N遍了，还需要备课吗？于是，

你只是把从前的教案“誊写”一遍？

课堂上——

你的精神脉搏是否与学生的精神脉

搏一起欢跳？你的心中是否装着学生的

喜怒哀乐？你的眼里是否常含一份真挚的

亲善之情？你的脸上是否长挂一泓温馨的

笑颜？你的语言是否流淌一股温暖的清

泉？你是否流露了你对所教学科的如醉如

痴，以此点燃学生对这门学科的热爱火

花？你是否能够通过揭示所教学科的审美

意趣和文化价值来“努力唤醒那些无动于

衷的、态度冷淡的学生的意识，把他们从智

力和情感的惰性状态中拯救出来”？

当你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举手回答

的时候，你是否为了保持你预设的教学

设计和进程，迫不及待地选择一个好学

生立刻回答问题，却放弃了用热情积极

的眼神鼓励全班学生，并舍得给学生一

点思考的时间？你是否对没有顺畅和正

确回答出问题的学生给以不耐烦和冷冰

冰的表情，而不给他温善的鼓舞启发和

让他继续思考修正的机会？你是否不屑

地拒绝了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想让

教师发现自己而高高举起的小手？你是

否关注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积极地

投入学习，但还有一个躲在角落里甚至

是存在于你身边的那个不知为什么而寂

寞孤独的学生？

究竟什么样的课堂是高尚的课堂？

我们还可以进行这样的意境化想象：

当上课铃声响起时，学生们带着一种

兴奋、期待和忐忑不安：我又可以见到我心

爱的老师了！老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

彩？我又有怎样的表现和收获？老师今天

可千万不要不来上课啊！当下课铃声响起

时，学生们带着一种充实、昂扬和意犹未

尽：这节课让我更智慧了！这节课让我的

心情快乐。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我还

有一个问题没来得及问呢！

所以，如果说课堂教学只有一个价值

追求，那应该是“高尚”！如果追问时下我

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最欠缺的，或者说最迫

切呼唤和亟待强化的是什么，那也许就是

“高尚”！

有多少课堂里，教师对学生其实没有

爱，或者说虽有爱却没有真爱。有多少课

堂里，教师与自己所教的学科总是保持一

种庄严而冷峻的距离。从没有爱到有爱，

从有爱到有真爱，从有真爱到有至真至

爱，这对于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来说，确

是一种应该追求和彰显的境界，而这也是

提升课堂质量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之一。

着眼铸魂育人，打造高尚课堂

提升师生关系
回归教育本质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伍 宸

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感染，在彼此信任和充满人文关怀的师

生关系中，教育才能发生，在此基础上知识

的传递才更有价值和有效率。因此，高效

的课堂教学工作不能被冷冰冰和无生命的

技术取代，技术只能服务于课堂教学，而不

能主宰课堂教学。

这些年技术主义甚嚣尘上，遮蔽了教

育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需要人与人之间

发生关系的活动的本质内涵，导致教师和

学生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都被各种精致的技术裹挟，这不

仅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教

师自身的发展。技术主义时代下的教

育，我们需要进一步回归教育的本质，让

教师成为教育活动的主导，适度减少课堂

教学对技术的依赖，以更为和谐和充满人

性光辉的师生关系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

主旋律。

课堂里要看到
生命成长

□省特级教师、宁波滨海新城实验学校校长
刘飞耀

在谈论课堂时，很多人离不开分数。这

种观点非常现实，也容易被接受，并不落俗，

但分数不等于价值。课堂的价值在于对学

生未来的影响，而非知识的单向度传递。为

此，当我们谈论课堂时，还应该谈论课堂的

情调，让课堂带给学生更多的期许、憧憬，留

存美好的故事，听到拔节的声音。我们更应

该谈论课堂的生命成长。生命的无价在于

其有限且不可逆，课堂与生命的关系，就在

于让人的生命更有保障，更加丰盈，在有节

律的课堂里还原生命本来的样子——尚美、

抱朴、爱智、弘毅：我们既要教育学生自尊自

爱、自我完善，延展生命的长度；又要引领学

生品味世界的美妙，感怀世间一切美好的相

遇，拓宽生命的广度；更要和学生一起发现

并展示生命的美好，让更多的灵魂得到碰

撞，增加生命的厚度。这是课堂的力量，也

是课堂的伦理。

热爱，比任何技术更有力量

□省特级教师、仙居县横溪镇中心小学校长 蒋丽萍

教育的本质，是处理好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家长和孩

子的关系，当这些关系都融洽时，学生的成长也就顺利了。特别

是在教育主阵地的课堂上，教师能否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直接决定了学生对课堂学习的热爱程度，决定了学生对学科学习

的有效程度。

良好的课堂关系，是教师看见每一个学生，看见他们显露的或者

深藏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看到后进生的长处、优秀生的短处。倾听

他们在课堂上的各种声音，分析其背后传递的深层信息。“看见每一

个”“倾听每一声”，是良好的课堂关系形成的开始，是教育深度发生

的前提。

良好的课堂关系，是教师欣赏每一个学生，欣赏他们的优点，哪

怕这个优点很小很小，当它展现时，教师都应该满怀真诚地赞叹，如

此，学生的学习动力就会被激发。

良好的课堂关系，是教师接纳每一个学生，接纳他们的缺点、问

题，甚至接纳他们的错误……只有好好接纳，真诚包容，才能让他们

有机会改正缺点。

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生命体，教师要理解他们独特的生活方

式，尊重他们多元的学习方式。

当学生在课堂上真正被教师看见、欣赏、接纳、理解、尊重……他

们对教师的热爱就产生了，对这位教师所任教学科的热爱也就形成

了。热爱，比任何技术更有力量！一种包含热爱的学习内驱力被深

度激发时，一种充满学习动力的课堂文化就悄然形成了。

聆听学生的诉求

□省特级教师、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师 金明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

肉交流活动。课堂，是师生共同存在的生命场。温暖的师生关系需

要用心经营。实践表明，师生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面，“聆听学生的诉

求”堪称首要准则。

许多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第一次在课堂上与学生见

面，我先请每一个学生独立思考后在白纸上写下一个词，概括他期

待的课堂状态——诉求，写定后，不能再改。随后，每一个学生当

众宣读自己的诉求，我负责在黑板上记录，每一个学生则同时记录

其他同学的诉求。接着，我请每一个学生独立思考后选五个诉

求，经现场统计，将居于前五位的词作为班集体的诉求。

居前五位的词分别是自由、幽默、高效、投入、充实。我请学生郑

重地写在各自教科书的扉页上，而我则将其记在了备课本的首页。

从此，这些诉求成了师生双方共同的课堂追求！

这结果，着实令人惊喜！这些词涵盖了对课堂教学的全面追求：

教学内容——充实；教学效率——高效；教学态度——投入；教学艺

术——自由、幽默。它们对课堂教学具有标杆意义。

从此，“聆听学生的诉求”成了我经营师生关系的首选准则。实

践告诉我，当教师真诚地聆听学生的诉求时，基于尊重的信任与温暖

便已产生。

好关系成就好课堂

□省特级教师、舟山南海实验学校长峙
小学校区校长 周燕娜

好关系成就好课堂，好课堂就有好关

系。在当下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从知

识传授者转化为情绪管理者。如何更大程

度地激发、唤醒学生自我学习内驱力并保持

相对恒定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思维方式等，是考察教师赢得学生信任、

尊重的标准，其背后是良好的师生关系。

任何教育方式都无法替代教师对学

生面对面的影响：鼓励的眼神、赞赏的掌

声、和善的指正……师生正是在可触可感

可见可听的交流互动中，生发出特别的情

感，继而共同完成独一无二的课堂教学生

成。包裹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知识技能

也才能帮助学生从课堂走向未来五彩缤

纷的生活。

情感推动注意
注意推动学习

□省特级教师、海宁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钱金明

成语“爱屋及乌”就是情感迁移功能的

生动描述，这种情感的迁移在教学中有其

独特价值。《学记》中有一句话，“亲其师，信

其道”。学生的学习本无预定的苦乐属性，

孰苦孰乐具有动态特点：当学习满足学生

需要时便有乐的体验，当学习不能满足学

生需要时则有苦的体验；学生乐学具有极

为重要的教育价值，应为我们教学所研究

所追求；能否乐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

引导——如何使教学活动既符合教学要求

又能满足学生需要，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这取决于我们的教学理念。

好学生是表扬出来的。教师多了解学

生，多鼓励他们，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他们才会从内心深感学习的

快乐。学生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是我们

如何去开发他们的潜能，而开发的策略也

是多种多样的。教师要切实转变教学理

念，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怀着愉悦的情绪

进行学习，使学生的情感在学习的过程中

得到陶冶，使师生的情感在教学过程中积

极交融。

各方观点各方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