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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学生的学，我们了解多少 ？

1.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不久前，一群数学老师以一堂七年级的数学拓

展课《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长方体盒子》为载体，进

行了一次课例研究。执教的徐老师，在上课前一周，

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用一张 20×20 厘米的正方

形纸片，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无盖长方体盒子。
徐老师是一名专业素养极好的老师。她的教学

语言精炼、教学环节紧凑、衔接流畅。整个教学过程，

老师讲得精彩，学生学得兴趣昂然，我们也被深深吸

引住了。但是，一个课后测试的结果却让我们对“精

彩的教”怀疑起来了。
按照事先计划，课后安排了一组后测题，对本

节课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考察。本课教学目

标：①从实际问题抽象出数学问题，尝试通过建立

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②学习通过借助已有的信

息，去推断事物变化趋势；③初步感受“夹逼”的数

学思维。从课堂实录来看，45 分钟的课堂上，“建立

数学模型”用时 18 分 39 秒，占整个课堂时间的

40.8%；有依据地猜想，用时 11 分 34 秒；“夹逼”方
法用时 9 分 28 秒。

但从后测的结果看，只有 28%的学生对列代数

式建立数学模型，掌握得较好。绝大多数学生对于借

助已有信息，去推断事物变化趋势以及“夹逼”数学

方法没有理解。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2.我们真的不懂学生吗？
按照徐老师的课前分析：学生对简单几何体的

侧面展开图、列代数式、代数式的求值、统计图的画

法等知识已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同时，这个班的学

生适应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具备一定的探索、研
究能力。由此，徐老师断定，通过老师的适当引导，大

部分学生能够在小组学习中通过优秀学生的带动，

完成今天的任务。
我们在听课时的确感觉到了：学生在老师问题

的指引下，思维层次不断提升。然而，“眼见一定为真

吗”？一位老师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一组学生的学习

状态：①当老师要求学生小组讨论长方体的体积与

小正方形边长的关系，并用代数式表示时，组内的何

同学很快发表意见，并列出了代数式；②同组的陈同

学在何同学已经说出答案的情况下，有点无措，向何

同学求助，何同学直接告知：纸盒的底面是个正方

形，剪去的小正方形的边长就是长方体的高，并反

问：“你懂了吗？”陈同学看似有不服气，答：“当然懂

了！”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出：精彩的课堂对话的

主角只是教师和优秀生，并不能反映学习相对困难

的学生对该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我们常常说备课要

从“精彩的教”到“有效的学”

笪王 洁文

〔摘 要〕本文以“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长方体盒子”为例，通过揭示课前教师“备学生”与课上学生真实
学习之间的落差，提出：有效教学是超越教学技巧的，需要教师借助课堂观察，聚焦学生，基于事实，建构关于
学生的知识。同时也提出：从关注教到关注学，需要在课堂评价中引入学习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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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学生”，从徐老师陈述中，我们也能察觉到徐老师

在努力地“备学生”了，但为什么课堂的事实却和老

师心目中的学生水平有如此差距？我们不禁感慨：我

们真的不懂学生吗?

二、重新认识坐在教室里的学生

在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今天，很多老师接受了

这样的理念：教学，不是由教师简单地把知识传播给

学生，而是师生之间的互动；学习，无法通过单一的

假想的标准经验和途径获得，而是有差异的。近年

来，在和一线中小学教师共同听课评课中，我们在原

有的“课堂观察—课后反思—行为跟进”的课例研修

模式[1]中，增加了新的要素，试图以此增进教师的学

生知识，真正有效地“教”与“学”。
1.课堂观察：从“关注教师”到“聚焦学生”
课堂观察是老师认识学生的一个重要途径。现

实中，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教师走进教室，拿一个

椅子坐在最后排。有一段时间，格式化的课堂记录量

表被运用：教师课堂的教学环节、教师的提问、教师

的教学行走路线、教师提问学生的方式等等，成为记

录的重点。我们是如此的关注教师，以为这就是教学

的事实和证据。
我们对来自上海不同区县 40 所学校的 53 份小

学科学教师的听课记录，进行了分析 [2]，发现：①老

师的课堂记录以记录教学环节和流程为主，基本没

有进行即时的点评、批注或者针对课堂问题的意见

和建议的陈述；②以记录教师提问为主，以提问的要

点呈现，缺少学生的回答情况的记录；③记录呈现课

型特点，比如实验课，老师会图文结合，着重实验进

程与学生的操作，并附有记录单的设计，但是对于学

生在活动中的表现、遇到的困难，对于生成性问题的

处理缺乏记录 。
“上课”是以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为目的

的，教师仅仅关注“上课”本身，不能直面关键的“学

习”。每一个学生“学习”的实现必须成为“上课”的诉

求，也应该成为课堂观察的关注点。课堂观察必须面

向每一个学生的学习。
“以学定教”的学不仅仅是学生的知识准备状

态，还有其他。一位老师介绍了这样的操作方式：听

课之前，我们发给观课教师学生的座位表，上面标有

每位学生这门学科的学习情况，他们的学习特点，优

势及不足的地方。观课的时候，老师就可以对他所观

察的学生，什么时候发生学习，什么时候会有困惑，

什么时候需要教师的帮助等等，有很好的记录和认

识。这既能帮助观课教师从学生的角度看老师的教

学行为，也能够让他们“看别人的课堂，想自己的课

堂，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2.课后研讨：从“凭借经验”到“基于事实”
以往在课堂观察之后，老师们常常会围坐在一

起，凭借自我教学经验，集中于教材的处理与教学

技巧，针对上课的改进作评点、提建议。这种评论大

多停留于细枝末节的教学技巧，是聚焦于“上课”，而

不是面向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展开的。这样的课后

研讨，往往会引起执教老师的紧张，气氛也相对沉

闷。以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境：听课者不敢讲出自己

的真实想法，执教者听完评论老师的意见，不是对自

己感到失望，就是对自己付出的辛苦，没有得到众人

的认同而伤心。这种课后评论，使得教师之间碍于情

面，不利于他们直率地交流观察所得的印象和发现，

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事实上，每位执教老师有他们各自的教学经验

和教学选择。课后的评论，应该尊重教师各自的个性

与多样性，重视执教者的意图，执教者和观课者应共

同面对课堂，基于学生的学习事实，展开有建设性的

讨论。
基于事实的建设性讨论，需要每位听课者，聚焦

于三个视点：①学生在什么时候才能形成学习；②在

什么场合可能会困惑，为什么；③自己通过这节课学

到了什么。“这样的研讨，第一是尊重学生的；第二是

尊重教材的内在发展性的；第三是尊重教师自身的

教学选择的”[3]。这才会构成一个洋溢着充实感与切

磋氛围的出色的研讨会。
3.行为跟进：不仅“改进教学”更要“建构知识”
着力研究“学习的成功之处和学习的失败之

处”，缜密地研究课堂的事件是课例研究的关键。很

多时候，在一轮集体研讨之后，执教老师会根据讨论

的结果，进行“行为跟进”，即第二轮的授课。但是教

师“行为跟进”绝不仅仅是一个“改进教学”的行动过

程，而应该是一个“建构知识”的过程，即教师的“行

为跟进”，必须是在反思原有行动基础上的新行为，

它本身就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只有经验和反思是不

够的，行动和反思的循环必须通过以知识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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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得以丰富。换言之，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发展

知识与技能，进行知识的建构。
我们提倡的是通过“三个关注”和两个“反思”[4]，

完成知识的建构。即从关注个人已有经验，在个人独

立思考的基础上关注理念和有效经验之下的新设

计，最后必须关注学生在课堂中的真正获得。连接这

三个“关注”的是两轮教师之间的合作反思：反思已

有行为与新理念、新经验的差距，反思理性的教学设

计与学生实际获得的差距。新的行为则是这种经验

建构的结果。

三、课堂评价需要引入学习者的视角

撰写本文是由于一次“有效教学视野下的课堂

分析”研讨会[5]，会上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课堂评价研

究的路径和方法，不少学校介绍了鲜活的实践。但

是，仔细琢磨：评课作为教学、教研工作过程中一项

经常开展的活动，目的固然有很多。但如果回归到教

育教学的本原，评课的标准只有一条:学生的有效学

习，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是评课的出发点和聚焦点。课
堂评价惟有引入学习者的视角，“精彩的教”才有可

能“有效地学”。
1.引入学习者的视角意味着：评课要关注教师

课程转化的过程
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 （TIMSS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提到了

三个层次的课程概念[6]：预期课程（intended curricu－
lum）、实施课程（implemented curriculum）和获得课

程（attained curriculum）。如果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

看的话，这三种课程又可以称为专家设计的课程、教
师所教的课程和学生学到的课程。

从课程的观点看，呈现在课堂中的内容是教师

从预期课程转化而来的，是联接预期课程和获得课

程（学生的学习结果）的纽带。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处

理，比如说怎么选择教学内容，选择怎样的教学内容

等，即教师能否有效地转化课程使其适合学生的学

习，来实施高质量的课堂教学的研究，都会影响课堂

教学实施的质量，应该是课堂评价中必须关注的一

个方面。
2.引入学习者的视角意味着：评课要关注教师

教育教学知识

在某一特定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不能保证他

就能教别人学习。事实上，专业知识有时对教学是有

害的，因为这使很多专家忘记了学生学习的难易。对
某一学科所需的内容知识，有别于有效教学所需的

教育教学知识。教师在教育教学知识缺失的情况下，

常常依赖教科书，让它们来决定如何最好地为学生

组织学习内容。为此，教师不得不按缺席的课程开发

者的处方行事，而开发者们对每一个教师课堂上的

情况一无所知，要使得教学更为有效，教育教学知识

是教师需要学习和具备的专业知识的主要部分。
注意到教师的这些知识，反过来使我们能够考

察教师的教学目标。很多研究都已经清楚地说明：教

师对教学任务的选择、对学生完成任务时的思维的

引导都与教师的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和学生知识

等教育教学知识高度相关。
3.引入学习者的视角意味着：评课要关注教师

的课堂管理能力
课堂教学除了要关注教学内容表述和课堂交流

外，老师需要具备关注如何建立和保持一个良好的

学习环境，让学生产生积极学习的心向。这是一种教

师课堂上有效管理的能力。
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习，意在培养学

生成为“学习者”。学习者的含义有两个，一是参与学

习的身份，二是真实的学习心态。真正学习的发生，

是需要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包括认知的、情意的活动

的积极参与。如何让学生一心向学，为主动学习而教

学，绝对是教师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评课

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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