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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思维品质的训练是发展学生智力

和能力的突破口，是各学科研究的主要

指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这样

理解核心素养下的思维课堂建设。

“除了课业负担重、课堂教学被动

接受外，学生们的不少创造性特征因为

不受教师‘待见’而逐渐‘湮灭’。”现代

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陕西

师范大学教授胡卫平如是说。

……

日前，由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

创新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分中心联合主

办的“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与教学改

革”论坛暨思维型教学优质课展示活动

在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举行。10余名

教育部重点高校、京沪杭教研室的顶尖

教育专家，全国20多位知名中小学校

长，以及近1000名教育工作者齐聚现

场，共话核心素养背景下的课程与教学

变革。

思维品质与教师喜好
不少语文教师上课前都会让学生

轮流上台开展3分钟的“小演讲”，“有

的孩子说到唾沫横飞，甚至超时了还没

说到重点”；语文测试中，学生不知道怎

么分析段落大意，“就拿着图省事教师

的‘鸡毛’当‘令箭’，‘第一句最重要’，

错了，那‘最后一句更重要’，又错了”；

不管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有一定的生

活体验，但“为什么就是写不出或写不

好作文”……

“皆因这些孩子缺乏思维品质中的

概括能力。”在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

育家林崇德看来，概括是思维的首要特

征，概括能力的强与弱，能够分析出一

个人的智力水平和能力特点，“学习和

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概括的过程，这方

面的能力教师如果不去有意识地培养，

学生很难形成学科能力”。

在《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到思

维品质的培养》的主题演讲中，林崇德

认为，分为深刻性、灵活性、创造性、批

判性、敏捷性等的思维品质是一个人智力

与能力最基本的成分，“每位老师都应该

在自己任教的学科中渗透思维品质的训

练，这是各项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一

词出现50余次，但近年来的调查数据

却显示‘儿童青少年创新素质的现状堪

忧’。”究其缘由，胡卫平分析，除课业负

担的逐步加重和学生自身创新素养发

展不完善、不均衡外，“现有教学不利于

创新人才成长”是主阵地为课堂的教师

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少现有的课堂

不仅让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启发

学生思维甚少，知识理解不深刻、迁移

不灵活等问题依然严重。”想象力丰富、

思维发散、好奇心强等极富创造性的学

生特征甚至被排除在教师喜欢的学生

特征之外。“老师们的传统思维中不喜

欢‘给他们制造麻烦’的学生。”胡卫平

认为，培养教师的创新素质迫在眉睫。

“我不怕孩子们的点子多，而且现

在点子多的孩子很多，但教师怎么去驾

驭它，甚至怎么取舍，怎么去真正找到

有用的东西，这个是重点。”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探索思维型教学已有数年，校长

芦咏莉直言这是为20年甚至30年后

的未来人才准备的教育，“思维品质的

培养是跨学科的思考，它是讲一个人怎

么去想问题，怎么思考问题，怎么去截

取信息，怎么应用，这是一种高级的认

知能力”。在该校，教师会教授学生分

类、归纳、概括和找到事物本质属性的

方法。“但这不够，我们还希望在思维品

质的培养中再加上创新。”芦咏莉分享

了该校著名的“七个追问”：“为什么”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只有这样一种结

果吗”“如果不这样，会怎样”“结果怎么

得出来的”……

用正方形来做计算题？

小学生看到这样的一道题，会有什

么样的反应？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六年级的不

少学生却可以很快得出答案。只因教

师游建青给出“请将想法在正方形纸上

画出来”这样一个思维的“脚手架”。“孩

子们在画图、思考的过程中，找到其中

的规律，这样就能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课后，游建青这样解释。

“一个正方形的一半是1/2，其中

再划一半是1/4，再划一半是1/8……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相加的和，正好是

1减去最后划分的分数。”一名学生这

样分享自己的思考。

“1+3+5+…+99=（ ）；1+2+

3+…+49+50+49+…+2+1=( )……

这些算式你还能构建正方形图来解

决吗？”

图为利用正方形的拼接思考特定
数字的计算方法。

“只要分析特定数列和正方形摆放

的对应关系，就能借助正方形图，快速

得出结果。”一连串的头脑风暴后，学生

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将正方形当成工具进行数量的计

算，这样的课，思维开发的意味较强。”

评课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文芳提

醒，对于这样的课，教师一定要放慢速

度，让学生自己思考，思考“为什么要用

正方形去解”“为什么不选线段图，不好

在哪”“正方形和数的结合是什么”“除

了这个方法，还有无其他方法”……

“要警惕摈弃思考，直接让学生记

忆技巧的课堂。教师要尽可能开阔学

生更多的思维，抵达数学的本质。”朱文

芳认为，数学课的高妙之处不在于教师

能教或者学生能解出多高深的题，而在

于思维的过程，“要让学生在奇思妙

想、解决问题中享受数学之美”。

“所有核心素养的形成必须通过学

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活动中，来自现代

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思维型教

学基地的9位优秀教师分别在中小学

语文、数学、科学、学思维4个学科领域

作了现场优质课展示。胡卫平认为，衡

量课堂教学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学生是否积极思考。

思维课堂的多元路径
“成长型思维课是基于学生的直接

经验和成长需要设计活动，是一门以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经验为核心，突出学生

心理素养和思维力提升为目标的实践

性课程。”江苏省心理课程基地主任、无

锡市羊尖中学教师尤迎九这样对自己

的课堂进行定义。在他的带领下，师生

一起在“创意海报、肚揣气球（体验怀

孕）、穿越A4纸”等主题中，体验设计、

动手、写作、演讲等一系列思维活动的

过程。而最令他得意的是，这学期团队

中的一位教师因为临时岗位变动，兼任

了一个班级的化学课。联想、对比、概

括、推理、提问、打破定势、思维的发散

与聚合……在不知不觉中，思维型教学

理念渗透到化学教学中，“她的化学课

很快成了这群初三学生最期待的课！”

尤迎九说。

“思维型课堂是能实现高表达力、高

合作力和高目标持久力的课堂，是学生

能主动发现、主动建构知识的课堂。”杭

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原校长陈沪军说。

“思维型课堂是学生从知识消费者

转变为知识创造者，教师从知识传播者

转变为学习促进者的课堂。”北京教育

学院创客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于晓雅认

为，真正的STEM学习就是思维深度

参与与创造的课堂。

“教师要改变教学方式，应该先研

究身边的环境和资源；研究指向教学内

容的问题或者任务的开放程度；研究分

组合作学习能够支持探究的深入程度

和多样化程度；研究如何让学生养成倾

听与表达的习惯。”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主任徐淀芳这样理解教学方式的变革。

“思维型课堂需要与核心素养落实

相向而行的多元化评价。”中国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辛涛认为，这是教育

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教师的传统“喜好”会耽误学生思维品质培养？
——基于核心素养的思维型课堂前沿探索扫描

□许明观

每一个有追求、有事业

心的校长都愿意做个好的管

理者，能够受到师生的拥戴；

都愿意博采众长，做一个内

行的“杂家”，点深面广，能够

高屋建瓴，正确引领。作为

一名践行者，我想可以从三

个方面去努力。

一、广泛阅读、博览群书
人人都知道阅读的重要

性，它可以直接汲取新知，可

以让人少走弯路。但阅读不

能满足于浏览，而应是一个

主动、有目的的学习过程，是

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

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

审美体验的活动。

阅读要广泛。只有广泛

阅读，才能厚积薄发，才能纵

横比较，才能心中有数。《哈

佛商业回顾》一书中写道：

“平均每个星期，多达 60 本

与商业相关的新书会出现在

各 类 大 型 的 大 学 图 书 馆

中。与之相伴的还有 900多种商业出版物的

当前经济论点期刊。”现代社会信息量大，不广

泛阅读，必然会遭淘汰。

阅读要坚持。据统计，有很多成功的商业

管理者，最初很注意阅读，注意学习新的知识，

但成功以后，便会停歇下来，环境、形势变了，

仍按照已有的思维习惯去决策，于是只能面对

失败。本人多年来一直坚持阅读，每年读完文

学、文化、科普、教育、管理等专著 20 部左右，

《中小学管理》《中小学校长》《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国家地理》《国际问题研究》《咬文嚼字》

等刊物我每期必读。但我还是觉得积累不够，

难以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

二、深入思考、善于总结
现在正处于教育改革时期，有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发现、需要研究、需要

解决，没有一个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将很难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作为校长，只停留在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知识储存层面是不

够的。

因为“杂家”的内涵不是流于一般的“清

谈”，应该是从“都懂一点”上升到“都会一

点”——这就要求校长在管理过程中通过深入

思考，提炼出各种管理模式或操作方式的最优

方案。同时也要懂得管理知识与方式的正向

迁移，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总结反思经验教训要有实事求是的态

度。经验教训的有效性在于它的真实性，其作

用的大小取决于它与客观对象符合的程度。

因此，反思与总结也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有辩证的观点，既要总结成功，

又要反思失败。每一次的决策与管理行为

都不免有缺漏之处，作为校长，绝不能停留

在工作完成、任务成功的喜悦里，管理水平

的提高在于不断反思本可避免的挫败，让错

误越来越少。

二是要有学习他人的勇气。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水平比别人低的时候，应该虚心向他

人学习；别人整体水平不如你的时候，也总会

有一招二式的可取之处。

三、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根据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模式大致可分

为：传统等级模式、人际关系模式、系统模式和

现代人本主义模式。

每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它的特色与长处。

在学校整体管理过程中，从宏观到微观，校长

可以根据自己的管理风格与学校的发展实际

选择一种合适的主体模式；也应该在每个不同

阶段，对每个不同的工作任务，乃至每个不同

的管理对象，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与手段，以

求得最佳效果。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相

同的树叶，我们也不能拘泥于一种思维去考量

天下万物。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一

种最合适也最能成功的应对策略。

将各种管理模式融会贯通，要求校长熟悉

各条线、各领域的工作业务与内容。不仅仅是

面上了解，更要深入进去。只有充分掌握各领

域的工作肯綮，才能如庖丁解牛，分清主次，掌

握规律，科学地把握全局，将管理运用自如。

从班主任、科室主任到分管领导、书记校

长，一路走来，我在各个部门岗位都有所实践，

成了一个“杂家”。根据自我体会，“杂”并不意

味着就缺乏对各领域业务的深度钻研，只要努

力去做一个管理的有心人，时时思考领悟，就

可以成为一个有深度的“杂家”。作为校长，做

一个有深度的“杂家”，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与发展。

（作者系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校长）

□童富勇

“劳动”一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什么文章中，现在或许一时难以考证。

劳动本意就是操作、干活，而且多指从

事劳其筋骨的体力活。把劳动作为一

种教育目标也是近现代的事。

《论语》中有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想

向孔子学习种田种菜，被孔子以“吾不如

老农”“吾不如老圃”顶了回去。也许被

孔子这不经意一骂的缘故，使得中国此

后的两千年里没有人再敢谈劳动教育之

事，敢穷劳动教育之理了。一直到了民

国初年，大教育家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

的时候，提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

的教育方针，在民国时期得到普遍认同，

但也没有写进1922年通过的“新学制”

中，也非真正照此实施，严格执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非常重

视制定教育方针，把它视之为统率教育

的总目标、总方向。罗列一下，历来的

教育方针大致有：

1.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1949

年）。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

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条中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

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教育。”

2.“三育”教育方针（1957 年）。

1957年 2月 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

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

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化的劳动者。”

3.“三个面向”“四有新人”教育方

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示：“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人才。”

4.“三育”教育方针。1993年提出的

教育方针中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德智体美”教育方针。1999年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

“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

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

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

6.“立德树人”教育方针。党的十

八大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7.“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教育方

针。2018 年 9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综观100多年来的现代学校教育

发展，蔡元培是首个完整提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人。而首次完

整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

并写入国家法规文件，而且将全面贯彻

落实，付诸行动的，是在今年的教师

节。可以预见的是，五育并重的教育方

针，将在教育领域深耕，培养出一代代

拥抱未来的有用之才。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派
名师研究院院长）

“德智体美劳”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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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把校本课程“浙里乡愁 海山记
忆”搬进台州博物馆，让学生在竹匾上作画，感受卡通“和合二仙”与传
统技艺的交融。图为师生们正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本报通讯员 李 健 江 南 摄）

博物馆里的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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