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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说

   顾明远

素质教育要以学为本

008 年 7 月，我参加了中央教科所

在内蒙古乌丹五中召开的学本课堂

教学研讨会，2010 年、2012 年又先后参

加了在北京市两所小学举办的现场交流

会。当时，看到学校的学本课堂，感受颇深。

学生和老师主持课堂学习，师生合作交流

解决问题，学生无拘无束、生龙活虎地学

习，绝大多数学生抬头挺胸、充满自信、

语言流畅、声音洪亮、个性灿烂。教师基

本上退出讲台，走近学生进行智慧导学。

这些年来，我一直思考，素质教育课

堂是什么样的？素质教育的精髓是十六个字，

即“面向全体、主动发展、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细品学本课堂，感觉素质教育在那

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一是基于建构师生民主、平等、和谐关

系的学本课堂，做到了面向全体。

学本课堂十分强调重构民主、平等、和

谐的师生关系。在学本课堂上，同学们都爱

称教师为“大同学”，取代了过去那种神圣、

威严的高大形象。教师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

人文、和谐的同伴关系，搭建师生共学的学

习氛围，创造能够面向全体学生的真实、自

然的学习环境。由于在学本课堂学习中重构

了没有等级的师生关系，教师与每位同学都

能建立信任、合作、共学的平等关系，师生

关系是等距的，而不是与谁近谁远。反过来，

学生都能与教师建立尊重、合作、交流的等

位关系。这样，师生之间形成了相互信任、

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发展关系，彼此相处

真实、自然、不紧张。

二是基于培养学生新学习能力的学本课

堂，致力于主动发展。

学本课堂特别强调学生新学习能力的培

养，尤其是自主预习、合作讨论、展示对话、

高级思维、问题生成和团队评价等能力，给

学生提供了最大限度施展这些新学习能力的

机会和空间。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导课堂，

时间和空间几乎被教师占用，没有给学生“主

动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也是传统课堂教

学不能实现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学

本课堂中，教师通过团队创建指导课、结构

预习指导课和学习能力指导课等基础课型来

培养学生的新学习能力。继而，在基本课型

学习和拓展课型学习中搭建学生运用新学习

能力的平台，使学生的新学习能力得到持续

提高并日益成熟，表现出主动发展的良好态

势。可见，学本课堂是致力于学生主动发展

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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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于提高教师智慧导学能力的学本

课堂，追求全面发展。

学本课堂关注教师智慧导学能力的培养，

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是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

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主要靠学生的自主探究

学习、合作探究学习，而不能只靠教师的精

彩讲授和机械训练。

在学本课堂中，教师的智慧导学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学生学会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尤其是培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能力；

二是实现高质量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让每位学生学会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提

高学习能力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让

每位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质量是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保障。在学本课堂中，教

师没有一讲到底，而是退居“二线”，站在

小组中间关注学生问题解决的质量，关注潜

能生的学习效果，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是基于营造师生个性绽放氛围的学本

课堂，促进了个性发展。

在学本课堂中，师生通过合作探究、展

示对话来解决问题，达到知识建构、能力培

养和丰富情感的目的。在长期培养学生小组

讨论学习能力、展示对话学习能力的基础上，

课堂中组织各学习团队灿烂展示、各抒己见、

各显其能，使每位学生和教师的思维得到绽

放、个性得到发展。

我在听初中语文《端午的鸭蛋》一课时

看到，经过小组讨论后，8 个小组的学生用 8

种不同的风格和方式进行板书，有的用括弧

法、用拼图法，有的用框架图法，有的用漫

画法，有的用简笔画。尤其是展讲对话、解

决问题环节，各小组更是思维碰撞、相互交流、

精彩展示，使所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

这些可以看出，学本课堂营造了师生个性绽

放的学习氛围，为促进师生个性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总之，提倡学本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

同时重视教师的导学作用，师生相得益彰，

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培养了学生

的学习能力；教师也更新了观念，提升了教

育智慧和教书育人的能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   钱丽欣

   田慧生

学本课堂推动深度课改

国教科院韩立福博士长期置身于中小学

课堂教学改革第一线，经过长达十年的

行动研究和实践指导，探索出了由“教”的

课堂向“学”的课堂成功转型的学本课堂操

作体系，给一线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有效抓

手，在教与学关系的调整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学本课堂的创建适应了深度课改的需要，真

正解放了学生，让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在课

堂中真正落了地、扎了根，让学生的自主学习、

自主成长、自主发展有了现实土壤和广阔空

间。一定意义上讲，学本课堂的探索代表了

新时期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对于深化课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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