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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课堂教学因受苏联凯洛夫教学理论的影响生气渐无。
尽管凯洛夫教学理论在提出不久即遭到苏联教育界的质疑和批判，并逐渐被抛弃。
不幸的是，它在中国的持久蔓延却使我国的课堂教学带上了强烈的灌输色彩。
如何超越“灌输式教学”成为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领域中的核心课题。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我们必须对之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任何将其还原为特定的视点加以
检讨的做法都是拙劣的和片面的。
“灌输式教学”对我国课堂教学几十年一贯制的钳制使得“教学”被简化为教师以教材（特定学科内
容的具体化）为媒介，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活动。
这实在是抹杀了教学活动的复杂性。
教学虽然是以认知活动（形成学生对于某种内容的认识和形成技能）为中心而展开的。
但与此同时，教学也在构筑着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乃至重建着教师和学生自身的
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因此，教学这种活动是如下三种侧面复合交错而成的活动：认知性（技术性实践）；人际性（社会性
实践）；道德性（伦理性实践）。
显然，传统教学理论仅限于教学的认知过程，而失落了教学的社会过程和内省过程。
　　从上述对教学的整体性认识出发，可以发现，教师对认知性、技术性教学实践的超越依存于教师
对教学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和具体教学处境的觉知与反省。
换句话说，只有当教师的教学从“技术性实践”转型为“反思性实践”，教师才可谓是走上了专业发
展与教学革新之路。
“反思性实践”是教师在直面“教学”这一复杂问题情境时，运用来自经验的知识来反思教学，从而
创造教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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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课堂：基于课例研究的课堂教学改进行动》以《我们的课堂》命名，展现了过去几年中
学校在课堂教学革新方面的探索历程和经验。
“道德的课堂”、“生活的课堂”、“对话的课堂”、“探究的课堂”虽是学校最初开展教学改革的
共同愿景，但在全体教师坚持不懈的探索中，当初的愿景已逐渐化入现实，成为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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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课　课堂教学改革总论　　课堂是教育改革的主战场，亦是教育改革的最后堡垒。
突破这一堡垒，我们便赢得了教育改革的胜利。
但是，课堂教学的复杂性注定其改革没有可供依循的成功模式。
那些期望“找到放置在某处的有关教学的真理，而后开始从事最好的教学”的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不
切实际的。
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教师都只能通过行动研究的方式，在实际的行动与研究中解决自己具体的教学问
题。
坚守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教学改革之路。
　　第一节　课堂教学改革的背景　　我们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设想与实践是在考察时代发宸的特征，
响应课程改革的挑战以及分析学校发展现状的背景下进行的。
　　一、时代发展的特征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和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和信息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获得更新和传播。
地处浦东新区高科技园区的张江高科实验小学对此感受尤为深刻。
世界先进技术在这里汇集，信息科技、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突飞猛进，成为经济
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原有的农村已迅速转变为城市化地区。
透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缩影，我们充分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曰新月异和时不我待的飞速发展。
显然，再保持原有的墨守成规的生存方式已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创新”成为整个时代的号角。
新世纪以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我国的战略决策。
在教育领域，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和新面貌打破了原有的教育平衡，呼唤人们对学校教育的内涵和功能
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以形成全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观。
当前，“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教育的重要使命，由于传统教育过分注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以单
向的传递灌输为主要教学方式，实际上抹杀了儿童天性中的创造潜能。
因此开展教学改革，转变教学方式就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课程改革的挑战　　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重心已转入教学领域
。
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在试图构建与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文化。
在实践领域，许多中小学借助制度创新、课程建设、校本教研、学校文化建设等多种方式，积极谋求
教学改革的突破，以符合课程改革的期望和时代变迁的需求。
但当前在应试教育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的教学改革状况并不容乐观。
“接受先于探究；记忆先于想象；应试先于发展”，这些剥夺意义与反思的做法成为教学领域陷入平
庸与乏味的真实写照。
①如何超越以教师为中心的被动接受的“灌输式教学”，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建构的“建构式教
学”，成为每所学校和每个教师所面临的基本课题。
我们相信，围绕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教学实践面貌的改善和
教学文化观念的重建。
而教学改革的上述进展必将带动学生和教师生存状态的改善，从而使学校真正成为学生健全发展的天
地。
　　三、学校发展的现状　　张江高科实验小学地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一所公建配套的新学校，是
在拆并了张江镇两所村校的基础上组建的。
2002年9月，承载着各方的厚望与重托，学校终于开学了。
立校初期，我校的师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沿江片的教师资源，这部分教师接受的教育理念较新
，教育教学的手段也较为先进；而另一部分教师来自于张江镇两所村校，教师们勤勤恳恳，但苦于地
段较为偏僻，接受的教育理念不够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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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主要来自于张江镇两所拆并的村校，经学生管理处调查结果显示：95％的学生家庭除教科书以外
的藏书量为零，这样的现状也导致了不少学生的学力低下。
面对学校薄弱的发展基础，我们意识到只有根据学校的真实状况，利用专家引领、教师互助、自我反
思等方式改变学校师资的状况，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学校发展才有出路。
2003年，经过调研，我们把“发展学习力，追求多元、和谐、卓越的学校主体文化”作为我校长期的
发展总目标。
何谓学习力?我们认为学习力就是一个人的学习动力、毅力和能力的综合体现。
学习力是最可贵的生命力、最活跃的创造力和最本质的竞争力。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首先开展了建设“书香校园”的活动，在学生中开展读书阶梯活动，在教师中
发起“教学论坛组织委员会”，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学生，让学生在读书中找到了乐趣，充实了自我，完善了个性；而且也改变了教
师，使认真学习，积极思考，重塑自身的教学观念，革新自身的教学行为成为许多教师的行动志向。
上述活动所创设的良好革新氛围为学校进一步的教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课堂教学改革的理念　　课堂教学改革的理念指导着教学实践工作的重点。
当代先进的教学理念冲击着传统的教学观念与教学规范，并逐渐地改变着教师与学生的行为。
我们在分析和比较传统教学观念与革新教学观念的基础上①，确立起指导我们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的理
念。
　　一、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过程，还是超越认识过程，其本身就是师生生活的过程　　对“教
学是什么”的回答决定着教师与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概念一般视教学为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行为。
例如《教育大词典》对“教学”词条的解释，教学是指“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共同
活动”，是“学校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其特点是“通过系统知识、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促进
学生身心发展”。
②这一概念揭示出传统教学是以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习得为基本方式的。
通过教学，学生能够发生从无知到有知的质变，因此教学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认识过程。
作为单纯的认识过程的教学所关注的是学生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学生模仿和再现书本知识的
能力，只是将学习看作单纯的认知行为。
然而，学生心灵的完善绝不是理性单向度的发展所能实现的，恰恰相反，心灵的完善更多地依靠人的
非理性因素的发展。
传统教学试图“通过系统知识、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促进学生身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
愿的。
　　把丰富的教学过程简化为单一的认识活动，并将其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离，这是传统教学的根
本缺陷所在。
教学的确包含着认识过程，但教学绝不只是一个认知性的掌握知识——发展智慧潜能的过程，在本质
上它更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成长与形成的过程，是学生个体生命潜能多方位地得以彰显、丰富的过程。
教学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教学本身即是师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教学本质的转变意味着教学成为一种生活，教学中的师生双方与其说在开展教学活动，不如说在作为
整体的人生活着。
基于此，教学不再是传递知识的工具和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目的。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的重要命题，他同样认为由于“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
生活”，所以“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①教学本身作为目的表明教学不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发自内在的精神解放运动。
　　二、教学内容是以分门别类的学科形式体现的学术性知识，还是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　　长
期以来，伴随着对理性知识的顶礼和对科学世界的独尊，教学内容被窄化为以分门别类的学科形式所
体现的学术性知识。
教学内容中的非学术性知识被“边际化”。
换言之，教学内容专注于符号化的学术知识，淡漠乃至遗忘了学生的真实生活，从而肢解了儿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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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
教学内容呈现着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很少关注儿童的现存环境、生活背景和经验阅历，从而令儿
童感到学习索然无味。
原本儿童会如杜威所描绘的那样，在整体的生活中可以敏捷地、欣然地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从
一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不会意识到转变和中断，不会意识到割裂和区分。
而现今的教学内容却成为隔离学生与世界交往的屏障，在屏障之内，多种多样的学科由于缺乏统整，
给予学生的只能是分裂的经验，而屏障之外的社会生活又与屏障之内整日游弋于符号演算的生活相同
异，致使儿童无法获得完整的生活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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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堂是教育改革的主战场，亦是教育改革的最后堡垒，突破这一堡垒，我们赢得了教育改革的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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