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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乃“有为”与“无为”的智慧 
◆朱  平 

（陕西省安康中学  陕西安康  725000） 

 
摘要：课堂教学是一门“有为”与“无为”的艺术，教师的课堂教学需

要拿捏有度的有所作为、有所不为。教师“无为”的智慧表现在“巧让”

和“留白”，教师“有为”智慧表现在“唤醒”和“创新”。课堂上，需

要教师将“有为”和“无为”交替进行相互转换并精彩演绎，让“有为”

与“无为”生发在学生需要处，让教师成为课堂的帮助者、合作者、促

进者和引领者，让学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课堂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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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项充满智慧的事业，课堂更是充满智慧的圣地，只
有智慧的教师才能演绎摇曳多姿、气象万千的课堂，才能在课堂
上演绎一曲曲宏伟壮丽的生命成长之歌。课堂教学是一门“有为”
与“无为”的艺术，教师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正确处理“有为”
与“无为”的辩证关系，该有为时，则为之，不该为时，则无为。
拿捏有度的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乃课堂之大学问，乃教师之大
智慧。 

课堂上，教师“无为”的智慧表现在“巧让”。教学者的权
威有时会成为学生成长的障碍，课堂上，教师需要适时从“霸主”
“强势”地位退却下来，心甘情愿“隐退”到课堂一角，让学生
成为课堂的首席，堂堂正正立于课堂中央，只有这样，课堂上才
会听到生命拔节的铿锵之声，才会领略到生命张扬的壮观气象，
也只有这样，学生才会真正成长起来，才会不断强大起来。因此，
课堂上需要教师善于“让”，巧于“让”，将思考权、话语权让与
学生，留出广阔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积极参与体验、参与成长，演
绎学生智慧和精彩。一个智慧的教师，不抢风，不越位，会将一
切成长的机会和可能让给学生。“以生为本”“以学为本”是新课
程的核心理念，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构建生本课堂，学生是
课堂的主体和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合作者、促进者、
引领者。很多时候，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的便是导演角色，开掘演
员在舞台上的潜能，才是一个导演的职责和价值之所在。萧伯纳
说：“我不是你的老师，只是你的一个旅伴而已，你向我问路，
我指向我们俩的前方”。教师是课堂的参谋、催化剂、风向标，
当学生学习中遭遇障碍、疑惑不解、偏失方向、无从着手、茫然
无助、心猿意马时，便需要教师站出来，适时引导、点拨、激发、
唤醒。“巧让”表面看是“无为”，但此“无为”非“无能”，而
是一种智慧的“避让”“躲闪”和“伪装”，课堂上这种隐退行为
恰恰是一种大智慧和大作为。为了充分发挥“巧让”的教学价值，
教师需要提前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进行深入而又
精准的分析，在教学活动中选准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切入点，把
学生推到课堂舞台的中央，让他们尽情彰显生命精彩。 

课堂上，教师“无为”的智慧表现在“留白”。“留白”是极
具中国美学特色的艺术作品创作手法，留白的有效应用能够赋予
艺术作品欣赏者无限的联想与想象，收到以“无”胜“有”的效
果。对于教师而言，将“留白”艺术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同样可
以获取到意想不到的惊喜。课堂就像一块画布，老师就是那神奇
的画匠，有教师选择将画布填得满满当当的，并自诩这就是容量，
表面“大有作为”，实则忙碌劳累而低效；有教师却选择在画布
恰当的位置留给学生空白，让学生自由涂抹，这留下的空白却换
来了无限的精彩，这算是“无为”的大智慧。在课堂教学中，为
学生留出更多时间和空间，留白于学生思考、留白于学生表达、
留白于学生实践、留白于学生合作探究、留白于学生自我建构，
来调动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积极参与性，引导学生进行探讨
与分析，培养学生的联想与想象能力，促进培养学生思维的广度、
深度、精准度、严密度，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自主发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有经验的
教师往往只是微微打开一扇通向一望无际的知识原野的窗子。”
在课堂教学中，充实丰满不一定就是效果和效率，恰到好处留下
空白才是智慧，也许课堂短时的沉寂和安静，会是学生屏气凝神、
放纵思维、纵横驰骋的 好原野；也许课堂上老师的有意“无为”
缺席，才是学生沐浴天地甘霖、自由呼吸、茁壮成长的黄金时刻。
课堂上如果处理好了虚与实、轻与重、缓与急、走与停的关系，
恰到好处的留白，就会收到以少胜多、以无胜有的事半功倍的教
学效果，领略到课堂教学的万千气象。 

课堂上，教师“有为”智慧表现在“唤醒”。《礼记．学记》
中提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
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
喻矣”，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善于启发、诱导、激
励和唤醒。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的 终目的不是传授
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
感唤醒。”课堂教学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的生命运动，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需用用自身的智慧唤醒学生认知、思维、情感、信仰，
唤醒学生对真知的渴求、对未知的探究、对人生的思考、对真善
美的追求，唤醒学生沉睡的天性、潜能和梦想，唤起学生的自尊、
自信、自强和自律，使学生焕发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光辉。唤醒，
不是生硬的问答，不是大声的呼唤，不是无理的斥责，不是冰冷
的命令。唤醒，是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是对话，平等
基础上的交流沟通；是引导，指引孩子努力前进的方向。唤醒，
是心灵的呼唤，真谛在于用真情去关爱，每一节课都是师生一段
难忘的生命历程，是师生一次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课堂是本应
该充满温度和温情地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将真心真情给予孩
子，给软弱的孩子以坚强，给自卑的孩子以信心，给苦恼的孩子
以欢喜，给孤独的孩子以温暖，给迷茫的孩子以方向，给无望的
孩子以希望，给不幸的孩子以幸福，给幸福的孩子以激励，以情
感铺设一条通往学生心灵的道路，以真爱点燃学生的激情与智
慧，以真情奏响学生美妙的心灵弦音。教师的语言是唤醒学生的
神器。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
己的语言艺术，用“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智慧，“一石激起千层
浪”的动力，“润物细无声”的温暖，才能打开学生的心灵之窗，
才能奏响学生心灵的情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善于利用语言
艺术，用平等尊重的语言温暖学生，用幽默生动的语言亲近学生，
用赞美激励的语言打动学生，用真诚中肯的语言影响学生，通过
智慧而有温度的评价、引导、鼓励方式，使学生感知学习的乐趣、
成长的快乐和真理的伟大，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激发学生渴望
成长、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内驱力。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
育》中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教师的榜样示范也具有强大的唤醒功
能，教师渊博的学识可以唤醒学生的求知欲，美好的品德可以唤
醒学生的品德，丰富的思想可以唤醒学生的思想，健全的人格可
以唤醒学生的人格。课堂上，与“唤醒”有关的事，教师做的再
多也不为失度。 
课堂上，教师“有为”的智慧还表现在“创新”。教学是一门科
学也是一门艺术，需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同时也需要大胆创新。
如果能把教学当做艺术，把创新精神渗入教学，课堂就会永葆生
机，灵动多姿，就能散发出美的芳香，就能在美的熏染下塑造鲜
活而又丰厚的生命。假如教学只剩下僵直而固化的技术，没有创
新，课堂也许就会呆板机械，老气横秋，了无生机，结果就只能
让学生生厌，也只能如生产线一样生产出规格相同的产品。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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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的角度，课堂上教与学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师生构建艺术
与欣赏艺术、创造美与感受美的过程，教学语言、活动设计、问
题设置、教学流程等各种教学环节，无一不体现着教师的聪明才
智和创造天赋。因此，教师要敢于作为，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
像艺术家一样,将课堂当艺术作品一样去构造、去设计、去装扮、
去雕刻，像诗一样吟诵抑扬顿挫，像画一样描摹五彩缤纷，像影
片一样演绎波澜曲折。一节好课，是教师一颗诗心和一颗匠心的
相遇和融合，既需要教师尊重教育教学规律、课程标准、学科特
点等形而上的教育之“道”，又需要教师对生活、对社会、对人
生、对教材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另辟蹊径的视角、别出心裁
的创意，于平凡中见新奇，于平淡中见波澜，发人之所未发，见
人之所未见，使课堂这个舞台充满无穷魔力，让学生主动而又快
乐的步入知识殿堂,接受智慧沐浴，参与生命成长。机械重复、
墨守成规、人云亦云不是创新，唯教辅资料、唯教学参考不是创
新，但是天马行空、天花烂坠也不是创新。没有对教育的透彻理
解，对孩子的深刻洞察，对学科的精准把握，就远远不可能让教
室成为伟大事物的中心。庄子曾说：“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
之术，术必衰。”因此，实现课堂教学的创新，需要具有教师建
构先进的教学理念、探究的教学意识、变通的教学能力，更需要
尊重教育教学客观规律和相关法则，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课
程标准的精髓，落实新课程理念和核心素养，只有这样，才能让
课堂教学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 

巧让、留白是教师课堂上的“无为”之举，创新、唤醒就是
教师课堂上的“有为”之为，一节好课就是教师“有为”与“无
为”的辩证统一，需要教师将“有为”和“无为”交替进行相互

转换并精彩演绎，“有为”之时，不缺位，“无为”之时，不越位。
过度和不及是做事常犯的毛病，“有为”不当，就是“瞎忙”“帮
倒忙”；没有恰到好处的“无为”，就会达不到教学该有的深度、
广度和精准度。 

课堂上精彩演绎有为与无为这一哲学命题，“功夫在诗外”，
需要教师在课外大有作为。深入领会新课程理念，深刻认识师生
角色定位的意义和价值，认真研读课程标准，深钻教材；营造民
主、和谐、宽松的课堂学习氛围，提高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
性、主动性；科学设计教学流程，精心预设课堂教学活动与探究
问题；充分调查了解学生学情，根据学生学情与教学内容，确定
教师“有为”“无为”的时机，做到适度放手、适时隐退；明确
教学目标，明晰重难点，确保“无为”与“有为”有的放矢，提
高“有为”与“无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有为”与“无为”，是课堂的辩证法，片面割裂二者关系，
都是课堂教学的简单化和机械化。课堂上学生能否得到充分发
展，是衡量教师教学手段有效性的主要标准，也是检验教师处理
课堂“有为”“无为”能力的重要参考。精彩演绎课堂智慧，正
确处理师与生、教与学的关系，让“有为”与“无为”生发在学
生需要处，让教师成为课堂的帮助者、合作者、促进者和引领者，
让学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课堂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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