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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笔者几次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义

务教育规范办学行为督查工作，与教

师、学生进行访谈，进入课堂听课，同时结

合自己的学校管理工作，明显感觉到当前的

学科教学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超越学科本身，

过度地拓展内容；另一方面对学科本身的魅

力和关键知识的“深度学习”把握不足，由此

造成课堂教学表面热闹，实际效果堪忧。

如何让学科内容隐含的“伟大事物的魅

力”呈现出来，使学科教学更显“深刻”，重

建具有“深度学习”特征的课堂教学，需要

认真思考和研究。

课堂教学具有“复杂性”特征

课堂教学具有“复杂性”特征，以至于最

有经验的教师也难以用一种独特的秘方来全

面掌控课堂教学。当教师与学生一起探索未

知领域，面前展现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一

幕，师生的体验被源自心灵的生命启迪所照

亮，此时，教学成了天下最美好的工作。然而，

当教师竭力表达、口吐白沫倾己所能讲授时，

教室里却毫无生气、充满痛苦和混乱，教师

对此也无能为力，感觉自己就像无处藏身的

冒牌货，格格不入的学生像“敌人”一样无处

不在，此时，教师恨不得马上离开教学岗位。

这两种经历一般教师可能都曾有过。

教学的困惑源自其本质的复杂性。一是

学科的复杂性，学科知识像生命一样广泛、

复杂、更新快捷，无论教师如何致力于阅读

和研究，对所教授的学科自身拥有的知识总

是残缺不全，对教学内容的控制始终难以把

握。二是学生的复杂性，学生个体和群体是

广泛而复杂的，其复杂程度远超过生命本身，

要清晰地、完整地认识学生并快速作出明智

的反应，需要教师具备少有的、高超的智慧。

三是教师自己的复杂性，教学无论好坏都发

自教师自己的内心世界，教师体验到的纠缠

不清只不过是折射了内心生活中的交错盘绕，

对教师来讲，认识自我与认识学生、学科同

等艰难。

课堂教学不够“深刻”的普遍现实

多年来，教育及教学总是处在被指责和

被整改的状态。国内外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

现象，当人们对现实问题不满时，最终自然

地归根到教育，从而抨击教师、责怪教育。

具体到教学上，教育行政部门对课堂教学非

常微观的行政管束和社会民众对学科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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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导致一些教师没有从复杂性的本质特

征研究和把握课堂教学，只是在压力之下执

行上级的要求或者迎合家长的需求，从而背

离了学科教学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律，无

力坚守作为专业教师应有的职业标准。

同时，导致普遍存在的课堂教学不够“深

刻”的现实，还有教师和学校自身的原因。

一方面，新课程理念与教师教学技术的

总体水平不匹配。按照新课程理念，学生和

学习过程更为重要，课堂教学是为了让学生

蕴藏的知识和潜能获得释放，鼓励学生之间

互相学习，问责的准则由学生小组产生，教

师的角色在促进者、学习同伴和必要的监控

机制间变换，这一切是基于教师拥有高超的

教学技巧、策略和技能、懂得“教学不可局

限于技术层面”作为基本前提的。然而，现

实中相当多的教师在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的

基本层面还不达标，要执行新课程的教学要求，

教师能做的只是在表面上模仿示范课进行表

演，对于教学行为背后的教育内涵无力深入

考究，学生看到的是教师行为、语言和学生

自身表达等的热闹场景，难以通过探究、体验、

合作等活动真正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诊断学生的学习状态成了一

件困难的事。作为专业教师，应当掌握对学

生内部学习状态诊断的技术：多设身处地地

理解学生的需要、少推卸教师对于学生困境

的责任。有效的教学设计在表征上与医生给

病人的治疗方案一样：诊断学生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但是，中小学教学中有很多这样

的情况：教师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很少考虑

甚至意识不到教学是要解决学生学业中的问

题，这种自说自话的教学可谓“目中无人”。

现实中，常见的是“教师代替知识，成为

它的代言人并成为学生注意力的唯一焦点”这

样的缺乏教学韵味的课堂；或者是“把学生

放在中心位置，教师放弃领导权，以至于课

堂和教学混乱到了无政府状态”那样的缺乏

知识要求的教学。这些都没有认识到课堂教

学行为的复杂性，导致知识的内在景观不再

丰富多彩，认知也变得平淡无奇和不需要思

考，更谈不上“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

思想，并在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建构新知

识，在众多思想中作出分析和判断，迁移和

运用新知识并解决问题” ①。

走向深度教学

课堂教学不够“深刻”，与教师学科知识

底蕴不厚、教学知识和经验不丰富有关，还

与目前学科教学的知识观在教师群体中客观

上存在某些混乱、困惑有关。“怎样看待知识 , 

站在什么立场上理解知识的性质 , 如何把握

知识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学生发展的关系 , 究

竟如何处理课程教学中的知识教学问题 , 的

确是需要谨慎面对的问题” ②。

知识问题是教育学的经典问题 , 也是课堂

教学的现实问题。重构“深刻”的课堂教学，

必须树立正确的知识立场，由表层的知识符

号教学走向深度教学，从表面化的学生活动

走向指向认知的实践活动，实现课堂教学基

于知识学习而不是游离于知识学习之外的丰

富价值。

1．聚焦“认知对象”。课堂教学要向学生

揭示那个“伟大事物的魅力”。不管教师的教

学方式如何，教学组织形式如何，无论学生

们围坐成一个圆圈讨论，还是传统的大、小

班级；无论是采用讲授方式，还是学生演讲、

实验室操作、野外学习、电子媒体展示，最

重要的事是如何把认知对象的“伟大事物的魅

力”作为课堂教学的聚焦点。这种聚焦更多不

是表面上的，而是深刻的、融入式的。例如，

当我们看一出好的戏剧时，就好像自己的生

命被搬上了舞台，虽然并没有“对答台词、越

过走廊、跳上舞台、参与演出”，但已经有亲

临其境的体验，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并

与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课堂教学的

这种“深刻”不在于技术形态，而是一种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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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象的内涵、外延及各种关系的正确把握。

2．打造“教学共同体”。“教学共同体”

的核心使命是认知、教学和学习，“教学共

同体”包含三个要素：知识的领域，共同关

注该领域的人以及为有效获得该领域的知

识的共同实践③。如果群体没有一致需要认

知的知识领域，或者缺乏对知识领域的共

同关注，只是关注某个领域而没有开展积

极的共同实践，就难以形成针对这一领域

的做事方法、标准以及行动、交往、问题

解决、实作和问责等相应的联系，也不能

算得上是基于共同联系基础之上的真正的

“教学共同体”。“教学共同体”通过对知

识领域的共同关注和主动实践，使课堂教

学的深刻性在认知层面上得以全面体现。

3．参与对话和认知实践。日本学者佐藤

学认为 , 学习的传统是“修炼”和“对话”，“对

话学习”是人们一起共享知识，知识是公开

的和开放的，学习的实践被界定为通过沟通

参与文化公共圈的营生④。认知、教学和学

习就发生在与对话相对应的认知实践过程中。

尽管教师是为了让学生知道目前的结论才开

始教学和对话的，但是在课堂学习中教师不

只是为了学生认识结论，还应把学生的观察、

解释提请“教学共同体”全体成员验证，并对

其他成员的好意做出反馈。认知实践以及陈述、

对话及其他活动的过程既不是独裁式的也不

是“无政府”的，它是亲和与距离、说话与聆

听、知与未知间复杂而永恒的共舞，并使课

堂教学不断走向更有教育价值的“深刻”。

4．留出“思考空间”。课堂教学需要给

学生“思考的空间”，不能变成教师一个人的

演讲。教师的讲述应当做一些减法，要让学

生“看到一粒沙中的世界”，教师没有必要将

满满的一车“沙”倒给学生，令他们看到全

部，而应当是拿起一粒沙让学生自己去瞧瞧

看；要抓住知识的关键部分，让学生自己去

思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自己去

应用。那些被塞满了事实的课程及课堂教学，

学生记住的只是足够的“碎片化的信息”而不

懂得从中概括主题，教师将没有主题的事实

或一个主题下的所有事实一股脑儿地灌输给

学生，只会让学生不知所措，知识的掌握也

只是浮光掠影。总之，教学是一项“留白”的

艺术，教师与其自己不断地、十分辛苦地讲述，

不如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探求。

5．带学生到“有知识的地方”。帕克·帕

尔默在《教学勇气》一书中将教师与牧羊犬进

行类比，牧羊犬有四项功能：维持羊群能放

牧和自己吃草的空间；把羊群聚集在那个空

间，并不停地把走失的羊找回来；保护空间

的边界并把危险的掠夺者阻挡在外；当这个

空间的食物已经吃光，它和羊群一起转移到

另外一个有食物的空间。而教师在教室里的

任务就相当于牧羊犬的任务：要让学生学会

自己“喂饱”自己，学会主动学习；要将学生

带到一个可以得到“食物”的地方，要有好的

文本、计划好的练习、启发性的问题、纪律

良好的对话；当一个地方无法满足学生的求

知欲望时，要把学生带入“有另外食物的下

一个牧场”；教师一定要把学生的注意力聚集

在某一个地方，对类似于迷路或“走神”的个

体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些观点对于教师打造

“深刻”的课堂教学有很多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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