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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课堂》

内容概要

《教育发现书系:问道课堂:高效课堂理论与方法的26个追问》定位于对读者的观念和思想的“启蒙”上
，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选题策划，一些终极的课堂教学问题始终没有偏离，那就是——我
们的课堂缺什么？课改年代，课堂向左走，向右走？课堂到底需要拿什么献给学生？课堂教学的本质
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课堂文化？ 
《教育发现书系:问道课堂:高效课堂理论与方法的26个追问》致力于做好课堂教学思想的摆渡者，而这
种思想必然以解放学生、发展学生，高效乐学、师生相长为指向，必然以“生长于课堂田野”为基准
，《教育发现书系:问道课堂:高效课堂理论与方法的26个追问》试图通过这样的追求引领更多的实践者
深耕课堂，建设课堂。《教育发现书系:问道课堂:高效课堂理论与方法的26个追问》也试图通过自身的
努力创新教育专业媒体的写作与呈现形式，探索教育专业媒体的发展新模式，从引领教育改革向参与
教育改革转型，从新闻人办报向教育家办报转型，致力于做中国教育专业媒体的榜样读本。

Page 2



《问道课堂》

作者简介

李炳亭，笔名李不骑马，中国教师报山东记者站站长，《中国教师报·现代课堂周刊》主编，中国教
育学会小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初中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名校共同体秘书长。
近年来致力于“高效课堂模式”的推广以及“名校共同体”成长途径的探索。著有《杜郎口旋风》《
向阳的智慧》《高效课堂22条》《我给传统课堂打10分》等。
    褚清源，1979年10月出生于河南南阳，《教育时报》记者、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所研
究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教育报》、
《现代教育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其中有部分作品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管理》及《教育文摘
周报》转载。大学期间曾主编过《校园精品文库》两卷。与《教育时报》执行总编刘肖合著的《我们
身边的榜样——河南籍优秀大学生群体启示录》一书入选河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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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真正的高效课堂　　对话嘉宾　　崔其升  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校长　　杜金山  山东
省兖州第一中学校长　　徐翔  江苏省灌南新知学校校长　　李南沉　河南省安阳殷都区区委书记　
　吴刚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李炳亭  中国教师报采编部主任　　对话主持褚清源　　课改，意
味着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课堂文化的重塑。高效课堂就是在教学方式和课堂文化的重塑
过程中，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心，并被日益放大的一个显性概念。今天，在基础教育领域，高效课
堂已经成为一个普及性的热门词汇。概念的普及无疑显示了基层教育者践行课改的热情，但值？警惕
的是，概念普及的过程也往往可能是概念被泛化、被肤浅化，甚至被妖魔化的过程。那些舍本求末的
、有其形而无其神的&ldquo;伪高效课堂&rdquo;亟待矫正。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并厘清高效课
堂这一概念，以及概念背后的价值追求。　　&ldquo;高效的&rdquo;未必是高效课堂　　构建、创设
高效课堂，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杜绝、摒弃或消弭课堂低效的种种弊病，而不只是改换课堂的形态和面
貌。我们倡导高效课堂，要警惕今是昨非的简单思维，警惕仅仅在现象或形式上的非此即彼。　　褚
清源：很多人常常从字面理解？认为高效课堂是基于效率而言的，即学习效率高的课堂就是高效课堂
。这是否是一种误读，或者是对高效课堂的一种&ldquo;窄化理解&rdquo;？　　吴刚平：高效课堂是
相对于&ldquo;低效&rdquo;、&ldquo;无效&rdquo;以及&ldquo;负效&rdquo;的课堂教学而言的。高效课
堂的&ldquo;高效&rdquo;体现三个指向，即&ldquo;效果&rdquo;、&ldquo;效率&rdquo;和&ldquo;效
益&rdquo;的结合。&ldquo;效果&rdquo;指教学结果和预期教学目标的吻合度，反映课堂的&ldquo;扎
实&rdquo;，不能偏离或悖于教学目标；&ldquo;效率&rsquo;&rsquo;指取得的效果与投入时间、资源的
关系，追求投入的消耗最低化和取得效果最优化，反映课堂的&ldquo;充实&rdquo;；  &ldquo;效
益&rdquo;是教学过程及结果的整体收益，反映课堂的&ldquo;价值实现&rdquo;，从整体上能实现学生
的发展价值。高效课堂的产生是这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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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教学至今，导学案业已是熟稔的朋友了。愿意与之交友的原因，便是它在教学上能助我一臂之力
。几年实践下来，自己由起初的苦心摸索而不得章法，逐渐寻到了一些思维的乐趣，编制方面有了自
由施展的空间，加之如今收放有度的一份谨严，使得学生大略可以体味蕴含于导学案中的那些好处，
也算是进步一种。而读了《问道课堂》一书中关于导学案设计与使用的章节，亲切共鸣之下，既有对
于过去编制经历的怀想，亦是对今后优化实践的信念。皆记录于此，权作纪念。知入知出，是为根本
“读书须知出入法。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南宋学者陈善如是说。其实
，这句话移用在导学案的作用上，也是这个意思，诚如《问道课堂》中汪兴益副校长所言的“依托导
学案，引导学生‘走进教材’‘跳出教材’”，于教师而言，则是实现“‘用教材教’的教育思想”
。当初邂逅导学案时，我即是因为这个可以追求的“乌托邦”而顿生好感，有了尝试的热情。回想自
己职初时常听前辈们解读“教学”二字，意为“引导学生学习”，至此念念不忘。可惜虽有此愿却不
知怎样如愿以偿，彼时无有教学经验的我仅仅依靠个人的教学热情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却也想着单
凭这样的热情绝非长久之计，而面对“教学”二字的份量，颇有些望洋兴叹的味道。反思传统的教育
模式虽亦能传道授业，但一定程度上教师施教的主体性挤压了作为受教者的学生自我的能力空间，而
施教本身的效度又非至于臻美——这样的教育困境长期存在，虽不能言其恶，但至少是充满遗憾的。
直到导学案在自己教学实践中的出现，可以说它让“引导学生学习”的梦想真正照进了可以改变的现
实课堂。教学不再是单一的施受关系，而是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凭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学
习能力进行的在课前先一步的自学，在课上与老师同学一起讨论解难，而在课后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及深入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内容。这种引导学生“走进教材”到“跳出教材”的过程，在导学案
的作用下，很好地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施教与受教的形式可以灵活多变
，而学生的学习收获更为实在，也使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维能力在更多学生身上成为了可能。
这种种好处，不断激励着我为编制好一份份导学案而精进努力，虽然一路走来不好说师生都有了脱胎
换骨的大变化，但毕竟是一同趋于了更好的境界，不辜负“教学”二字对师者的期待罢。深入浅出，
始于教师我与自己的三届学生都分享过这样的阅读感受——真正的文学大师是把深奥难懂之理，通过
平易生动的语言让读者得到启示。换言之，即为深入浅出。其实，设计好一份导学案，其中的重要一
点也便是要做到“深入浅出”，因为唯有“深入”才能保证导学案的高质量，唯有“浅出”才能保证
助学的高效度。而在这样的导学案诞生之前，编制教师的责任尤为重大。《问道课堂》中刘爱军主任
对导学案所体现的“深入”有过较为精辟的阐释，他认为“吃透教材是基础”，“导学案的编制必须
深入研究教材⋯⋯研究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和拓展提升点”在导学案编制的过程中，最累的环节莫过
于“深入”了，教师不仅要吃透教材，还必须要如汪兴益副校长所言的“要充分占有教学资料并能创
造性地处理运用”，要做好这一点很难，并不会因为编制经验的累加而有愈发轻松之感。对于语文学
科而言，即是要围绕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难点而去找寻相关的、能对其产生有效解读或延
伸拓展的资料，难点便在于文学范畴内的知识与文章浩如烟海，而每个编制人的阅读经验与知识储备
相对有限，“大浪淘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挑战。印象深刻的是2013年10月底，我赴青岛崂山二中进
行《烛之武退秦师》同课异构交流（下文简称《烛》，以免冗赘），在导学案设计之初便陷入了困境
。因为上海地区在二期课改后的高中语文教材中没有收录本文，面对着只印有课文的薄薄一张纸，也
不知那里教材的单元教学要求，且因学情生情都不得而知，所以连“吃透教材”也成为了费力之事。
后来，结合手边自己教材中同出自《左传》的《秦晋殽之战》一文（恰好两文所叙历史事件存在衔接
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两篇文章所体现的共同特点便是通过丰富有味的人物语言描写来
塑造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中，尤其出彩的便是外交辞令，值得学生好好品味。据此，本课
的主要教学目标及教学重点、难点围绕着“引导学生品味烛之武的外交辞令，明确其形象特点，以及
了解《左传》通过丰富有味的外交辞令塑造生动人物形象这一方法”展开。在此基础上，我开始寻找
相关的教学资料，在此过程中不仅涉及史书体例、《左传》文学常识和“秦晋围郑”的历史背景，还
通读了《左传》中记有经典外交家的篇章，以及记载该历史事件的其他六本史书和一本历史演义小说
，等等。虽然在磨课过程中删去了一部分精心搜集整理的资料，但这之后所呈现的导学案并非“缩水
”，而是把最重要的精华部分凸显了出来。试想，如果教师不能“深入”地下工夫，那么，“捉襟见
肘”的导学案一定经不起学生智慧的推敲，引导学生提升学习能力的初衷更如梦幻泡影。而关于“浅
出”，刘爱军主任的解读是“把教材中深奥的、不易理解的、抽象的知识，‘翻译’成能读懂、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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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通俗的、具体的知识，帮助学生更易更有效地进行练习”。如果不对那些深奥难懂的“原知识
”进行一定的形象加工，而希求所有学生都能够自行理解，有悖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存在差异性的事
实。况且，每个学习年龄段的学生普遍只能接受该阶段知识层级的难度，任意“设限”与“拔高”应
掌握的知识点，不会有理想的收效——这一点于高中阶段，尤其在高一教学中是非常典型的。导学案
中“浅出”所体现的即是在不影响学习成效的前提下，不对学生的理解知识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这
一理念。比如我在设计《烛》的导学案第一稿时，在“深学深研，课堂迁移”部分，让学生通过阅读
同出自《左传》的《展喜犒齐师》语段，品评展喜的外交辞令，来实现“了解《左传》通过丰富有味
的外交辞令塑造生动人物形象的方法”这一教学目标的难点——这个同类迁移的设计从教学思路上说
，自己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第一次试上在此环节，学生们大抵是被“卡住”了。课后从学生及
备课组同仁的反馈情况来看，疏通这段选文的字句意思本身有难度，对于高一学生来说，即使给了一
些文言注释也不能很好理解，更别说去“品评”辞令那柔中带刚的言外之意了。这让我真切感受到这
份导学案有“深入”而无“浅出”。故此，在第二稿修改时，从网上找到了与那段古文有关的成语视
频“有恃无恐”，想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化解文字的枯燥难懂，结果试上下来学生的反响比之前那个班
果真要好许多。但因为视频中人物的对话都转为了现代语言系统，所以难度上又不符合“深学深研”
的要求，因此，在第三稿定稿时，我将展喜退齐师的话语声音从视频中消除，让学生自主讨论设计这
段辞令，而后再比照原文之意，更深入地体会《左传》中外交家的生动形象及其精彩的外交辞令。在
崂山二中的正式课堂上，学生在此环节的参与热情很高，也给出了许多精彩答案，而此环节也成为了
这堂课的一大亮点。纵观“三改”导学案的过程，自己逐步找到了“浅出”之法，且较好地做到了“
浅出有度”。至于《问道课堂》中刘元伟副校长所言的“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学习的快
乐”，我想，虽不能说自己设计的每份导学案都像《烛》这样让学生学而得乐，但定会一直为了这个
目标而精进努力。因材施教，分层当先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答两学生问孝的评价说“子游能
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也就
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因材施教。以前认为因材施教也仅限于这样较为松散的小范围问答式教育，自从夸
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以来，这样经典的教育理念就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正是因为导学案的“难度
分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寻回这种因材施教的最有效的努力，这也是其实施优势所在，对
于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而言都能得到相应的学习发展，也会有成就感。《问道课堂》中来自杜郎口中
学的徐利老师把这种分层解读为四个层次，依次为“基础知识层面”、“对基础知识的简单应用”、
“进一步的知识运用”和“拓展延伸”。这在我校“三学三研”教学模式的导学案上即有明显体现。
就语文学科而言，在“自学自研”部分要学生自主解读“是什么”（包括字词义、文本内容疏通等）
，在“互学互研”部分以学习小组形式讨论分析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包括写作意图等），在“深
学深研”部分则是在教师引导下思索作者是“怎么样”来写的（包括写作方法、行文结构等），而课
后的分层作业在巩固已有知识的前提下，适当进行难度深化。当然，以上所言仅为大体框架，针对不
同类型的文本，导学案所要解决的分层内容会有相应的变动。不过，不管变动的形式为何，都能使不
同学生各有所得，学以致用。比如《烛》的导学案的分层作业，我设计了三个层级的练习：基础的“
能力巩固”部分，通过对《烛》之后续的“秦晋殽之战”的前半部分选文中两位人物的辞令分析，巩
固对《左传》写人艺术的认识；稍有提高的“知者加速”部分，通过学生自主查找阅读与摘录评析的
方式，增加学生对史书中精彩辞令的审美体验；属于研究层面的“比较阅读”部分，则是要求层次更
高的学生寻找“烛之武退秦师”事件在不同文史著作中记载的可比较的角度，进行分析思考。如从人
物塑造角度来看，在《春秋》及“春秋三传”的对比中可见《左传》通过丰富有味的外交辞令塑造生
动人物形象这一方法是极为明显的。总之，每个学生在掌握导学案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各取所需，各
有所得，也是因材施教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呈现了罢。引而不发，任重道远诚如《问道课堂》中所言，
“导学案是学生学习的路线图、指南针⋯⋯它能保证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知识，并逐步升华为一种
学习能力”。要编制优秀的导学案，使之真正实现“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指导效用，非朝夕之功，
亦非一人之智。此事任重道远，不少新问题会在研究中诞生，许多好方法也会于实践里得出。总之，
导学案之于教育的意义重大，“教学”需之，学子慕之，故而师者思之行之，我辈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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