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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

课堂：孩子们“生长”的地方
□周卫东

粗心的美国老师
□水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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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指出：教是为了不
教。要想达到不教的境界，需要解
决好“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教什么”？当然要教知识，但知识
一定不是教的全部。怀海特曾说：
当你离开学校若干年后，保留在你
头脑中的东西，那才是有用的。这
些有用的东西，又被许多教育哲人
命名为“带得走的东西”。近年来，
我们想方设法让学生能多学一些

“带得走的东西”。比如，我们开设
了数学思维方法课，让学生感受分
析与综合、假设与验证、演绎与归
纳等思想方法的奇妙；开设了语文

“主题阅读课”，让学生在不同主
题、不同形象的文章中游走，培养

孩子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思维力；
倡导科学课中的“抛物线型教学”，
老师先去探测出学生脑海中已有
的知识，对其发出挑战，让学生去
意识到问题所在，自己去探索，并
进而建构属于自己的新的知识体
系……

怎么教？教，是因为需要教。
所谓教，应是对学习内容理解的提
升，学生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教师
加以引领、提升和调控，让所学知识
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由面成体，螺
旋上升，不断交融。所谓教，还应是
对学习方法的指导。比如，我们倡
导前置性学习，让学生按照有关提
纲与线索先对相关内容作探索性的

理解，学生可以自己阅读教材等相
关书籍，可以向家长、他人主动请
教。在这之后学生交流过程中，教
师要及时捕捉学生学习过程中可以

“放大”的做法，继而使之扩散为全
班同学共同效仿的行为。

是的，对于浸润在课堂中的孩
子而言，他们就是一株株正在生长
的树苗。为师者站在小树苗旁，看
着她们日渐长大，暗暗对自己说：
对“生长”的儿童而言，我们需要
做的和可做的事情并不多，能做
的，只是选准一个地方，帮助他们
生根、开花和结果。因为，我们不
能钻进树木中干预和代替他们的
生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
存》一书中提出，“教学过程正逐步
趋向于被学习过程所替代”。教育
专家、南京市小学特级教师斯霞曾
说：“让儿童课前注重学习，比课后
打题海战役来得先进；让儿童在课
堂上兴奋起来，愉快起来，比只教给
学生若干具体的知识更重要。”这些
观点使我们认识到：“先学而教”可
以直抵教学改革的要义，其直接意
义是“学习”，深层意义是“学生”，鲜

明的立场和态度无疑为教学改革注
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教师不教，学生能学吗？”“学
生能学，教师还要教吗？”“学生能
学，学生能教吗？”……围绕这些问
题，我们的思维在激烈地碰撞，并在

“先学后教”教改实验中积极地摸
索，在多种矛盾和困惑中自觉地拷
问，并渐次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取向：
强调课堂是儿童“生长”的地方，不
是不要教师，而是主张转变教师的

角色，从“传授者”变成“引导者”“协
助者”；从组织教学转向组织学生的
学习，从设计教学转向设计学习；变
传统的“多为”“有为”，转变为“少
为”“无为”。教师与学生，彼此亦
师亦生，亦教亦学。尊重学生，发
展学生，不仅仅是像我们所理解的
要弯下腰、蹲下身来看学生，更需
要站在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以成年
人的豁达与智慧，“静候苗长”“静
待花开”。

瑞吉欧教育的领头人马拉古认
为，世界是由一百组成的，同样，儿童
也是由一百组成的世界：一百种语
言、一百双手、一百个念头、一百种游
戏、一百种说话的方式等，当然也有
一百种语言表情。在南师附小的教
师看来，这里的“一百”就是等待播撒
在课堂土壤之中的优质种子。“零起
点”的学习观已无存在的理由，我们

应该珍视这些儿童提供的、带着露水
的“绿色素材”，倡导“以学定教”的教
学观，用发现的眼光来挖掘，以包容
的方式来呈现，适时地还这些优质种
子以自然生长的力量。

我们以为：“以学定教”是传统
学习观的根本改变，立足于从学习
者的角度设计课程，并与学习者的
经验相联系，强调学习者是课程学

习的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
主动性和选择性。倡导“学路优先、
学法优先”，“让学走在教之前”的鲜
明主张。尝试构建新的教学方式：
个人学、小组学、全班学、教师帮。
在此过程中，把教师的语言让位于
学生并惜墨如金，任由学生的语言
泼墨如雨，教师以不见自我的方式，
成就学生潜能迸发的自主学习。

课堂教学的本质是什么？南京师
范大学附小一直倡导的是“爱的课堂”。

每一种植物从发芽到拔节、从开
花到结果，每一个动物从呱呱坠地到
发育成长，每个人从婴幼儿到长大成
人，大自然赋予了每一个生命无穷的

“生长”机缘和力量。难怪英国人在解
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让他们自豪的
原因时，这样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似乎把学生当成了生物，让生物生
长；但有的大学似乎把学生当成了矿
物，让矿物定型”。

正因为“生长”赋予了教育以本原
的意义和价值，因而，美国教育家杜威
鲜明而深刻地指出：“教育即生长！”用

“生长”来定义教育教学、来观照我们的
课堂，不仅在于因为人具有类生物生长
的特征，更在于一种教育观的改变，即
从“成人立场”转到“儿童立场”。

“以学定教”——生长性课堂的优质种子

“先学后教”——生长性课堂的繁茂枝叶

“教是为了不教”——生长性课堂的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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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上周三，学校将把本学年的第一
个学生成绩报告单发给家长。对我
家孩子，我抓得的比较紧，他们能得
什么成绩我心中基本有数。正因如
此，我并没有登录注册学校提供的网
上记分册。

下午，孩子们放学回家了。出乎
意料的是，小宝一进家门就哭了，也带
着一丝不满和愤怒。怎么回事儿？小
宝委屈地告诉我，明明数学课他做得
都挺好的，老师为什么给他个C？

一听到C，我仿佛感受到了晴天
霹雳。最近我一直在为美国高中的数
学而感慨，美国高中越来越难的数学，
我早就不能应付了。没想到，小宝刚
上初中，就被数学难住了。唉，真后悔
当年自己没好好学习数学，现在即使
我想帮帮孩子，也是无能为力了。

我一边责怪自己，一边心疼孩
子。小宝数学成绩出现意外，他已经
知道难受了，我就不能再责怪他了。
我很快安静下来，并开始安慰小宝，希
望他下次考好。没想到，我越安慰小
宝，他越伤心。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考
试成绩和作业都不错，绝不该得C。

看到小宝这么难过，我马上拨通
了数学老师的电话。电话中的数学老
师非常耐心，她向我解释，这所学校的
初一，一共有五个数学尖子班，班上的
每个孩子都特别优秀和聪明，她很喜
欢这些学生。遗憾的是，每天她要应
付130个学生的作业和考试等，开学
一个月，她刚刚把所有的学生认识
全。听到这些，我不禁感叹，美国公立
学校的老师工作量确实够大。

经这位数学老师的提醒，我连忙
注册了这所学校的网上记分册，并和
小宝一起，把他开学至今的所有作业
和成绩都一一过目。看着看着，我们
发现了问题。小宝的一次课堂作业，
本来是20分满分，数学老师只给他记
了2分。天啊，不用说，肯定是数学老
师在输入成绩时少输入了个0，20变
成了2，这才是小宝得C的主要原因。

找到原因后，小宝赶紧给老师写
信，并附上了错误成绩的电脑截屏。
数学老师收到小宝的信后，马上答应
给予纠正。小宝心里踏实了。修改后
的小宝数学成绩不仅不再是C，而且
还是95分的好成绩。

这种意外到底怪谁呢？老师太忙，
学生太多，难免忙中有错？我觉得这些
都不应该是理由。要怪，那就是怪老
师粗心。粗心的老师不仅中国有，国
外也有，粗心会影响学生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