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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直关心课堂，但更关心课堂中的教师。
教师在课堂中越发努力，但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见提高，学习兴趣却与日俱减，这样的事实的确让人痛
心不已。
走出教室，公开课在不断地造就“名师”，说课、听课、评课成为评价教师的基本条件，课堂观察与
课堂分析是教研活动的主流。
可这些活动似乎并没有改变日常课堂的沉闷与低效。
看来要改变课堂的现状，不仅需要一线教师在课堂中不断努力，更需要一线教师和关注课堂的人，对
课堂教学本身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对课堂教学的发展方向有更为明晰的把握。
　　莫把课堂只当课堂。
有一位语文教师，个人的文学素养极高，从古典小说到流行的网络文学，他都颇有研究，他的课堂也
颇能给人清新的感觉，但他的学生的语文成绩就是不见提高。
校长找他谈话时，他义正词严地说：除了考试成绩不行，你说我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校长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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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近课堂，既不远离课堂，也不走进课堂，才发现课堂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成绩，但却不能从学生身上抢成绩；我们需要趣味，但又不能偏离学科来讨好学生；我们需
要有序，但又不能用权力和体力去管制学生。
当我们不再用要什么就取什么，看不惯什么就改什么的心态来行事，而是尊重学生，尤其是学生的生
活，尊重同事，尤其是同事的课堂时，才可能在有序的课堂中获得乐趣，在有趣的课堂中获得成绩。
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大家的课堂变得更有趣一点、更有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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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彬，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从事学校教育原理和学校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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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打造“有效课堂”　　1.学得好，还要考得好　　在生活中，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当
你越是需要某件东西时，你越难把它找出来。
每次当我为找不到所需东西而气急败坏的时候，爱人总会在旁边“教育”我：你在放这些东西的时候
想过怎么可以把它们找出来吗？
是呀，在我们放东西的时候，只是想着把它给“摆平”就行，这样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又怎么可能
会主动跳出来呢！
这和我们的学习是多么的相像呀！
在平时的学习中，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也不管我们用什么逻辑来掌握学科知识，似乎只要记住了或
者储存好了学科知识就万事大吉了。
可是，当我们身处考场时，储存得好好的学科知识，不但不会主动跳出来，即使我们去寻找，也不见
得能找到。
此时，是怪这些学科知识不帮我们，还是怪我们在学习与储存学科知识时，没有为日后提取与使用它
们而考虑呢？
　　一、从“知识储存”向“知识提取”的转变　　在考试前，教师与学生都过着既紧张又忙碌的日
子，而且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减轻紧张感。
教师生怕还有什么知识点没有讲给学生听，学生生怕还有什么知识点没有掌握，大家都在过着查漏补
缺的生活。
教师都希望学生能够在考前百分之百地掌握知识点，学生自己也是如此。
可是，教师与学生呈现出来的疲态、显现出来的茫然，很难让人相信这支疲惫之师能够在高考或中考
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试想以下两种情况：一、学生掌握的知识点占应该掌握知识点的70％，通过最近两三个月师生共
同的查漏补缺，将这个比例提高到90％，而学生在考试中能将所掌握知识点的60％提取出来；二、在
最近两三个月中，师生并不是对知识点进行查漏补缺，而是将对知识点的提取比例提高到80％。
如果学生只掌握了70％的知识点，但能够提取其中的80％，那学生的得分为56；如果学生掌握了90％
，但只能提取其中的60％，那学生的得分仅为54。
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在学生前期的学习中，储存知识的能力肯定比提取知识的能力更重要；但在后
期的学习中，提取知识的能力就显得更有价值了。
当然，只是根据学习的阶段来区分知识的储存与提取哪个更有价值，既不科学也不全面，因为不管是
知识的储存还是知识的提取，都是贯穿于学习、教学的整个过程的。
　　在传统的教学思想中，知识的内化被看成是富有道德的教学模式，它着力于用学来的知识优化自
己的道德品性，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而知识的提取被看成是功利化的学习，它着力于向别人显示自
己学到了多少知识，希望能换来更多的利益与更高的权位。
这种传统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学习知识的人都是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他们学习知识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搞好
生产，而是用知识来炫耀自己，所以他们习惯于把这种教育称之为博雅教育。
与之相反，如果谁用知识去搞生产，知识就产生了负功能，反倒让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变成了被统治
阶级与被剥削阶级。
但是，随着政治功能逐渐走弱，而经济功能逐渐走强，在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之
后，。
知识的炫耀功能逐渐让位于经济功能，于是知识提取的重要性得以显现。
同时，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也由世袭转向竞争，学习的功能自然从知识内化转向了知识竞争，而此时
的知识竞争不再是储存量的竞争，而是知识提取量的竞争。
　　二、“知识提取”对“知识储存”的工具功能　　没有知识的储存，哪有知识的提取？
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但同样明显的是，有了储存的知识，并不必然会获得知识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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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教学中，让学生储存知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让学生死记硬背、机械操练，也可以让学
生理解记忆、融会贯通。
但是，如果既要让学生储存知识，还要保证学生有效地提取知识，这样的教学方法并不多见，而且对
教师的要求也很高。
不难发现，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知识储存过程中运用的方法越是简单，学生的知识提取就越是困难；
逻辑越是清晰，学生提取知识就越是容易。
　　在学科教学中，教师们最感困惑的是，上课时学生似乎都懂了，可做作业时却又不会了；更有甚
者，学生做作业时题目知识提取两个阶段，教师们对此就不会再困惑了。
学生上课听懂了，表明他把你讲的知识储存进去了，可是做作业并不是检测他储存进了多少知识，而
是检测他能够提取出多少知识，这就回应了“没有知识的储存肯定没有知识的提取，但有了知识的储
存并不必然会获得知识的提取”这一说法。
同样，学生会做作业，表明学生在做作业这种环境中是能够提取知识的；可是，当学生上了考场后，
因提取知识的环境变化了，学生也有可能无法提取出他在另一种环境中可以提取出的知识。
这向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教师不但要让学生学会储存知识，还要让学生学会提取知识；不但要让
学生学会在做作业时提取知识，还要让学生学会在考试中提取知识。
　　教师可能会问：在学科教学中，是不是既要教给学生储存知识的方法，还要教给学生提取知识的
方法呢？
这个问题并不科学，因为学科教学的目标是，既要教会学生储存学科知识，又要教会学生在需要的时
候能够提取学科知识。
但是，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教学生储存知识的方法和教学生提取知识的方法并没有融为一体，可以
说，这两种方法在学科教学中被分离得越远，实现既要储存知识又要提取知识的教学结果就越渺茫。
把储存知识与提取知识当作学习的两个阶段，不但会浪费学生的学习时间，而且会极大地降低学习效
率。
因为最有效的储存知识的方法往往与知识的提取效率相违背，比如机械记忆；而最有效的提取知识的
方法又往往与知识储存效率相违背，比如融会贯通。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既不能简单地提高学生储存知识的效率，也不能简单地提高学生提取知
识的效率，而要对学生储存知识与提取知识加以综合考虑，尤其是要将提取知识的方法与策略，融入
学生原有的储存知识的方法与策略之中，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学习有效性。
从有利于学生提取学科知识的角度，来审视学生储存学科知识的方法，不管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在学生背诵课文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如何才能让学生记得住，还得考虑如何才能让他们背得出
；不但要考虑在课文教学时背得出，还得考虑在一段时间后的考试中也能背得出。
这就要求教师与学生在储存学科知识时逻辑要非常清晰，既能让学生理解学科知识，还能让他们提取
出来的学科知识为他人所理解，还要求教师与学生能够不断地把新旧知识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够确保
学生在储存新知识的同时，还能够不忘记旧知识。
　　三、为了“知识提取”的“知识储存”　　教师在学科教学过程中，不仅仅要有让学生储存学科
知识的意识，还要有让学生更好更快地提取学科知识的意识。
在现实意义上，不管学生储存了多少学科知识，如果在考试中提取不出来，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价值
就会大打折扣。
在教育意义上，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并不在于他储存了多少学科知识，而在于他能够提取出多少学科知
识。
既没有辛勤的储存，也没有有效的提取，学生倒是觉得心安理得，而真正让学生觉得懊恼的，是有了
辛苦的储存，但却得不到有效的提取。
　　知识对学生内在修养的形成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知识在很多时候就是高素质的代名词，学生都是社会人，他的修养与素质必须与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
，甚至要以社会的要求为标准来培养与形成自己的修养与素质。
这就意味着学生不但要通过学科知识来形成与提高自己的修养，还要通过提取出来的学科知识证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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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能力与素质。
如果学生长期做着储存学科知识的工作，却看不到提取学科知识的乐趣，或者他提取学科知识的能力
与效率总是得不到外在的鼓励与赞扬，他势必会放弃学科知识的储存工作。
　　当我们明确了知识提取是知识储存的目的之一后，也就明确了教师与学生在教育中的分工。
在学科知识的储存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处于无知状态的学生而言，教
师的主导作用似乎更甚于学生的主体作用。
但在学科知识的提取过程中，教师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对学生给予帮助，学生既发挥着主体作用，又主
导了整个提取过程。
是故，当我们强调知识提取在教育结果上的价值时，是既强化了教师帮助学生储存知识、提取知识的
责任，又强化了学生提取学科知识的责任。
　　在班级授课制中，学生学习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学习互动的开放系统。
个别教学有利于知识储存，但班级授课制却有利于知识提取。
在当前的学科教学中，如果只是关注知识储存，那学生学习越是独立越好，这样可以极大地避免别人
的干扰，对于学习优秀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当我们把知识提取视为学科教学的目的时，学生问的互动就成为锻炼知识提取的最好方式。
正如杜威所言，“一个人分享别人所想到的和所达到的东西，他自己的态度也就或多或少有所改变。
传递的人也不是不受影响⋯⋯要沟通经验，必须形成经验；要形成经验，就要身处经验之外，像另一
个人那样来看这个经验，考虑和另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点，以便把经验搞成这样的形式，使他能
理解经验的意义”；一个缺少与人交流的学生，他就无法站在学科知识之外来整合与提取学科知识，
“一个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真正单独生活的人，很少有机会或者没有机会去反省他过去的经验，抽取
经验的精义”。
因此，重视学科知识的提取，在于强化学生的学习责任，更在于促使学生在学习环境中进行互动并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为了别人，更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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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需要成绩，但却不能从学生身上抢成绩，我们需要趣味，但又不能偏离学科来讨好学生，我
们需要有序，但又不能用权力和体力去管制学生。
　　当我们不再用要什么就取什么，看不惯什么就改什么的心态来行事，而是尊重学生，尤其是学生
的生活，尊重同事，尤其是同事的课堂时，才可能在有序的课堂中获得乐趣，在有趣的课堂中获得成
绩。
　　——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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