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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习惯才是专业发展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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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以校为家值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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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莫国夫

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程中，有一个

极富传奇色彩的大神——欧内斯特·卢

瑟福。他是核物理之父，继法拉第之后

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其认为“物理学

是科学，其他所谓的科学不过是集邮”。

但1908年，卢瑟福因“对元素蜕变以及

放射化学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成为他“一生中绝妙的一次玩笑”。

其实卢瑟福最传奇的，还是他作为

一名教师的成就。在他的学生中，有丹

麦的玻尔、德国的哈恩等十位诺贝尔奖

得主，他的实验室也因此被人称为“诺贝

尔奖的摇篮”。下面这个小故事或许能

说明卢瑟福实验室的秘密。

一天深夜，卢瑟福偶然发现一名学

生还在埋头做实验，便好奇地问：“上午

你在干什么？”

学生回答：“在做实验。”

“下午呢？”

“做实验。”

卢瑟福不禁皱起了眉头，继续追问：

“那晚上呢？”

“也在做实验。”

卢瑟福大为光火，厉声斥责：“你

一天到晚都在做实验，什么时间用于

思考呢？”

勤奋反而遭到斥责，看似委屈，实际

上大有道理。

勤奋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特质，专

业性才是。没有专业性做支撑的勤奋是

可怕的，极端的例子就是“南辕北辙”。

这样的事例在教育现场中并不少见，只

是教育的隐藏性和长期性，常常遮蔽、麻

痹了我们的判断。

专业、思想、主见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需要建立在长期实践基础上的

持续思考。

不愿思考，工作就会在低水平的层

次上徘徊。

我一直觉得，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

高年级的教师，如果学生以后记不起你

的课有多么吸引人、知识有多么渊博，那

应该会羞愧的吧。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奔忙的工蚁，所

有的日子都湮没在仿佛很有价值的忙碌

之中。只知埋头而从不抬头，忙到尽头

才发现“此路不通”，这也是很可悲的。

人生如迷宫。缺乏思考，必会受到

现有认知的局限，终至碌碌无为。不妨

独处，不妨自己留一只眼睛来看看自己，

不妨偶尔拿出时间进行深思。如一个职

场中的年轻人，起码需要时时思考三个

问题：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我必

须做什么？这样的问题问得多了，就会

慢慢建立起对自己人生使命的认知。

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来说，这样的

思考习惯更是决定性的，要成长就要会

思考，尤其是自我反思。

以上一堂课为例。课上得不错，你

应该追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上得不错

的地方在哪里？二是为什么能够上得

不错？

如果这堂课上砸了，依然是两个问

题：一是什么地方上砸了？二是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一类自我追问的思考，最忌讳把

自己从中摘除，而把责任推给学生。无

论遇到什么情况，教师永远是课堂的第一

责任人。课堂遭遇失败，在一个教师的专

业成长中，其实是十分宝贵和必要的经

历。失败之后是抱怨，还是不懈思考，寻

求改进？则是高手和庸众的分水岭。

数年前，罗才军老师代表浙江省参

加全国赛课，上的课是《伯牙绝弦》。在

准备的那段日子里，我和他约定，凡试

教，必有反思；写反思，必让我过目。那

堂课成功了，旁人看到的是他获奖的荣

耀和日后专业上的风光，但我更清楚这

一路他以反思内省为武器的披荆斩棘。

如他的《9月5日课后随笔》：

教学设计及试教到今天，我坚守的

这节课的基本方向有如下四点：一是通

过这节课的教学进行一次文化的传承。

二是通过这节课渗透文言文阅读方法的

学习和运用。三是通过这节课增加学生

对文言文阅读的体验和理解，甚至能引

发一点对文言文的兴趣。四是通过这节

课进行一种情感的熏陶和洗礼。

但至今试教的结果，还是有一大半

学生没有被激发，被点燃，原因何在？是

我的整个课堂行进中没有集聚更多参与

的心。这是现在最棘手、最需要思考的

问题。

我十分担忧的是，这节课故作深沉，

如何引发更多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让

学生学得轻松又有内涵？如何让文言文

学出新意？如何让这历史的文本真正活

在当下？在语言学习上可以有怎样的创

造？怎样呈现出创新却又不失文言文教

学的凝重与古朴？

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知识分子，独立

思考应当是最宝贵的素养。一样需要反

思的是还有其他看似成熟的外部经验和

思想。

所有的远方，其实都与我们相关。

对于权威和经典，要尊敬，但绝不能

盲从，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

的跑马场。对待外部的经验，当是以我

为主，择善而从。学习本质上不是“我注

六经”，而是“六经注我”。

“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

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

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

说其实毫无意义。”（熊培云《自由在高

处》）。在相对的高处，你会看到更多的

人生风景。你可以往相对不拥挤的地方

去，你也可以对眼前的一切不合理说

“不”，你可以让身心相对自由。

最近看到一个词，很受刺激——

“教奴”。

它体现了教育的极端异化。教师千

万不要沦为教育的奴隶，人是一根会思

想的芦苇，教师更应该是。

这样想着，就写了这篇文章。和有

缘人共勉。

□安吉县孝丰小学 傅金平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李世民关于镜

子的这句名言，让我们知道他是个爱“照镜子”的男

人；而“贞观之治”为盛唐奠基，更让我们知道李世

民是个会“照镜子”的优秀男人。我们教师也有一

面“镜子”——课堂视频，把这面“镜子”用起来，用

好，课堂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照教态。教态是无声的语言，它包括教师的

仪容、风度、神色、情绪、表情、姿势、动作、手势、目

光，能对有声语言起到恰到好处的补充、配合和修

饰作用，可以让教师的语言表达更加准确、丰富，更

容易为学生所理解。

试想，如果一位教师上课不带一丝笑容，整堂

课就比较呆板、无趣，师生之间起不了“化学反

应”，学生的积极性就不能被激发出来。亲切、自

然、得体的教态在教学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它能够

融合课堂气氛、缩短师生距离，无形地吸引学生认

真听讲、积极思考。

因此，我们要常照照自己的教态，避免刻板、呆

滞、冰冷或过于紧张。一位青年教师在看过自己的

课堂视频后，感叹道：“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一直以为自己上课的时候教态还不

错，但看了视频才知道，自己从开始到结束，走动过

于频繁，语言过于随意……今后要多向电视节目主

持人学学，看看怎样才能做到举手投足间大方得

体、温文尔雅。”当然，作为教师不一定能达到电视

节目主持人的水平，但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多余的小

动作，增加一些温馨的笑容。

二照语言。教学是一个交流过程，离开语言这

个传递媒介，交流就无法进行，更谈不上艺术性。

所以要在教学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就必须得考虑语

言要素。

吉春亚是我们安吉县走出去的语文特级教师，

有一次回家乡作讲座，她讲到自己刚到北京某小学

工作时，有家长向学校领导反映，说她的普通话不

标准，影响学生学习语文。于是，她跟着广播、录音

机和同事，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她就

能讲一口流利、纯正的普通话，听口音你根本就想

不到她是南方人。

对照教育学上对教师语言的要求和语文学科的

特点，我们可以照照自己的课堂教学语言：一是否准

确、规范、简练、通俗；二是否流畅、明快、严密，没有

闲话、废话；三是否活泼、形象，抑扬顿挫，富于变化。

有些教师口头语较多，如“啊”“对不对呀”“好

不好呀”等，不看自己的上课视频，根本就感觉不

到。任何口头语都不是短时间养成的，而是长期

“练就”的结果，早点发现就可以早点改掉。

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曾经有一对同桌下课时

发生争执，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在争论老师上课时

说了几个“对不对呀”，一个学生记了54个，另一个

学生却说是55个，弄得这位教师非常尴尬。

学生不专心听课，却在统计教师的口头语，这

固然不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教师的口头语分散

了学生的注意力，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上海市特级教师贾志敏说过，语文教师应该是

个杂家，即“半个作家”“半个演员”“半个书法家”

“半个演说家”“半个播音员”“半个幽默大师”……

那么，教师语言一定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这样的课堂，怎么会不生动呢？

三照生成。教师在备课中会做一些预设。但

课堂情况复杂多变，学生不一定会走在教师铺好

的轨道上。当学生提出一些奇思妙想，与标准答

案相差甚远时；当学生因公开课紧张，课文朗读不

下去时，教师是置之不理，还是现场捕捉，启迪智

慧，生成精彩？

笔者曾在《小学语文教学》杂志上读过一篇文

章，里面讲到，在一次优质课评比中，一名学生由于

紧张，课文朗读不下去，教师便走到学生旁边，搂住

学生，和学生一起朗读。教师的安抚让学生的紧张

情绪渐渐消失，最后能够自信独立地朗读完毕。在

最后的评课中，评委们都提到了这个生成，为这名

教师加分不少。

用好课堂视频这面“镜子”

教育还有梦想（楼主）
最近面临期中考试，某一学科

（高中）班级平均分50多分，最低9

分，我不知道我们教师出卷对难易

程度是如何把握的，但对于大部分

已经厌学的学生来说，这样的分数

难道还有激励作用吗？

杨铁金
试卷编制是一项科学工程，要

综合考虑各种要素，但难倒大多数

学生肯定有违考试初衷。

橡 树
难题要有，但不能太多，平均

分过低只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何

来激励？

地火明夷
出试卷时，目标是什么？如果

是选拔人才，难一点无所谓；如果

是达标，则要控制难度和区分度。

董 海
测试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

检验学生一段时间以来知识掌握

的情况，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随后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加以改进。

学生经常会把考试成绩与能

力、面子、荣誉、前途等联系起来，

如果学生经常拿不了理想成绩，久

而久之，学习的信心就会受到打击，

更严重的会得考试恐惧症。

测试面对全体学生，所以70%

应该是基础题。可平时的试卷中，

经常出现难题、怪题、偏题，背离考

试的目标和意义，真不知道出卷人是怎么想的。

吴笔建
太难的试卷，对极少数学生而言是挑战，

对大多数学生则是噩梦。当我们天天嘴上喊

着“面向全体学生”，而实际上却不管不顾大

多数学生的感受，这将置教育于一个极其尴

尬的位置。

俞和军
高中试卷尤其是理科试卷大概各地都是

这样吧？感觉是以把学生考懵为目的，我觉

得不好，会使很多学生尤其是女生对理科失

去兴趣，严重打击学习积极性。有必要考得

这么难吗？难道高中各学科没有课程大纲？

难道出试卷可以不按大纲要求？

翘 楚
初中学生进入高中后，都会感慨自己有

不少学科成绩很不堪：“品尝到考试不及格甚

至很糟糕的痛苦啦。”试卷难，对学生绝对是

折磨。

考试应该是对学生所掌握的学习内容的

一次衡量，应该以所学知识与能力标准作为

考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试卷就会失去信

度。将试卷出得很难，让学生感到无从下手，

作为教师是感到痛快呢，还是会意识到自己

没有尽到责任？

出一份试卷，就得充分研读课程标准、考

试说明，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切不可漫无目

标。虽然高中阶段的试题可以稍难些，但也

不能超出高考的难度系数。我希望，无论是

小学、初中还是高中的教师，好好出一份试

卷，让大多数学生激发出学习热情、对自己多

一份信心、真正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关爱学

生，从出一份恰切适宜的试卷开始吧。

dzh6024205
这是典型的擅自拔高要求、随意增加学

生负担的违规行为。

yanwang_yw
应该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这种乱象。

具体标准可以讨论商量，但要有相应的难度

系数，规范的考试对学生才有意义。

原动力_wr8rY
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过程性测试，还

是终端性测试，都要面向全体学生，符合基础

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难度增大，

对于少数学有余力的学生，适当提高试卷难

度或许能起到激励作用，但对于大多数学生

来说肯定是折磨。

试
卷
太
难
对
学
生
是
激
励
还
是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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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新星学校 王志兰

初中阶段，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薄弱学科的学习兴趣
与效果，从而提高全科成绩，是学校和教师一定会关注
的问题。我校教师郑美珍设计并使用的两张“跟踪卡”，
值得一试。

第一张卡是：自主学习跟踪卡。

薄弱学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弱。平时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学生习惯于听教师讲
解，自己很少提问或提不出有深度的问题，更懒得钻研
问题，学习主要停留在应付教师布置的作业上。

如何让学生学会看书、思考、提问、钻研，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是关键。

此卡初一即可使用，一周一张，周末上交班主任检
查，作为学生学习常规考核内容之一。意在督促学生独
立做作业，主动做好预习、复习，自主钻研薄弱学科，遇
到自己不懂的问题，主动向师生请教，有效解决。此卡
一经使用，班级学习风气浓郁，学生学习能力大为提高。

进入初三，既要注重学生的过程管理，也要关注量
化的学习效果。为此，郑老师使用的第二张卡是：学习
成绩跟踪卡。

此卡适合在初三每次考试后用，作用有二：一让学
生有紧迫感；二让学生及时发现问题，调整学习态度，改
进学习方法。

这张卡看上去似乎“唯分数”，但其实有其独特之
处。初三各种检测较多，需要认真分析。分析数据是为
了寻找问题，调整策略，再次进发，而不是为了让学生失
去信心。

此卡在手，便于学生
自我纠正，自我加压：学
生心中有了更高的目标，
清楚了需要改进的地方，
学习起来更有劲头，更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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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跟踪卡

学习成绩跟踪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