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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析“新课堂”缘何华而不实 
◆何秀凤 

（浙江省余姚市实验学校  315400） 

 
摘要：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上只有让学生有效参与，才能真正提升

学生的学习素养，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然而现实中，有许多“新课堂”

华而不实，其根本原因是教师的教学行为不当所致。本文对一些教师经

常施用的三种教学行为，就其不当之处进行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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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要求教师必须履行好引导者的角色，指导学生通
过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自主地建构学科知识。于是，随着课堂
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新课堂”应运而生。许多教师为了
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全新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得以生动活泼地发
展，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真是煞费苦心。尤其是“探究性学习” 、
“合作学习”的形式在各种教研课、展示课、评比课中精彩纷呈，
让人目不暇接。在欣赏教师的“精心设计”之余，也不得不令人
慨叹这些课堂的“华而不实”——在教学互动繁多、课堂氛围热
闹的背后，学生的思维是否得到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参与
的有效性是否得到了保障？ 

笔者认为，课堂形式再丰富，也仅仅是一个面貌的问题，不
等于真的把理念落到了实处，也不一定真正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究其缘由，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施用不当。
纵观各种课堂现象，笔者着重对三种不当教学行为进行阐述。 

一、把引导变成了指使 
课堂教学中，一些教师为了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达成教学

目标，往往先给学生设定好学习程序，并将这一程序以所谓“学
案”的形式发给学生，比如“步骤一……、步骤二……”(有的
还在投影仪上以 PPT 呈现)，让学生按照既定的模式按部就班进
行活动，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按照这样的步骤操作。其实，这
儿教师的作用根本不是引导而只是一种指使。真正的引导，教师
首先要将教师教的目标转化为学生自发的学习目标，然后教师再
顺着学生产生的学习意愿，引导他们一步步达成目标。而指使则
不管学生是否有自主意愿，让学生被动地跟着老师的设计思路
走，其实质还是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教学中的引导，应是一种思维启迪，学生不知该何去何从时，
教师不是轻易告知思维程序，而是引导他们辨识思考方向。比如，
活动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先引导学生进行活动方案的设计，而不
是直接告诉他们步骤。引导因为要以学生主体为原则，所以引导
要做到含而不露，指而不明，明而不破，也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点
到为止。引导，还应是一种情志激励，学生畏缩不前时，教师不
是扶着他更不是拖着走，而是唤起他的求知欲和内心的精神动
力。 

二、把放手演变为放任 
课堂学生参与的有效性必定体现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需要

老师大胆放手，留给学生充分的自主空间。但有些教师过分地
“放”却忽视了教师自身的主导作用，教师不敢多加引导，生怕
不够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甚至在学生自己活动时，教师一点也
不介入，唯恐自己的参与会让学生参与打了折扣，于是便使“放
手”演变为了“放任”。这一现象在探究性学习中尤为普遍，例
如，一些老师在提出问题之后，就直截了当地一句“请大家自己
来探究这一个问题”，（桌上放着学生活动的器材），如此放手任
由学生自己在下面怎么操作……老师则“耐心”地等在一旁，既
不了解学生在探究中的思维流程，也不清楚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遇
到了什么样的障碍或困难，更不要说给予适时的指导与帮助了。 

教学过程中，要真正让学生参与，放手是必然的，但并不是
随意的，否则就演变为了放任。教学中的放手绝不可忽视教师的
主导作用，因为教师的主导作用效果直接影响到主体作用的发
挥。而且，放手应在学生力所能及或经过努力可力所能及的前提
下，并且通过学生的参与可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因此，
教师在放手的同时应时刻关注学生的参与过程，并给予适当的帮
助或指导——学生有能力做到的，教师不介入，学生没有能力做

到的，教师要帮助其做到，如果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学生都无
法做到的，就不能放手让学生“自主”。所以，放手的同时不放
任，是提高学生参与有效性的第二要诀。 

三、把合作等同于讨论 
笔者在观摩一些公开课时，见得最多的所谓合作学习的方式

就是“小组讨论”，只要老师一句“下面请大家小组合作……”
的指令下，学生便会十分“娴熟”地前后左右四位同学两两相对，
瞬即自动组合成一个四人讨论小组展开讨论，于是整个教室里就
开始了“沸沸扬扬”的合作学习，但老师似乎并不关注学生是怎
么合作的，更不在乎学生在合作中学到了什么。 

事实上，在教学中要开展合作学习，首先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需不需要合作？如果学生遇到的问题或任务没有多大难度，
完全可以独立解决，一般是不需要合作的。当学生的独立能力无
法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或任务但通过合作可以解决时，就可以考
虑合作学习。二是怎样才算合作？比如让学生组成探究小组，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某个探究活动，就一定是合作吗？如果这个小组
中的成员没有明确的分工，只是能干的学生在参与而那些能力较
弱的学生却无所事事，这就不是真正的合作。再比如让几个同学
聚在一起讨论，就一定是合作吗？也许一个三人以上的组内只有
两个人在发表观点，其余都是旁观，甚至在闲聊，这肯定不是真
正的合作。真正的合作学习，是要以学生具备一定的独立能力和
参与合作的意愿为前提的，这样才能使合作的个体之间相对合理
地分工或交换观点，从而保障每个个体都有参与、有体验、有经
历。在合作过程中，学生可以相互间实现信息与资源的整合、思
维与技能的互补乃至学科思想方法的碰撞，不断地扩展和完善自
我认知。通过合作学习，不但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还促
使他们学会交往、学会参与、学会倾听，学会尊重他人等。因此，
精当的合作学习是决定学生参与学习有效性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教师在课堂上若能真正做到引导而不是指使学生、放
手而不放任学生、让学生合作不仅仅是讨论，才会更加关注学生
学习的过程与方法以及伴随这一过程而产生的态度、情感和价值
观，也才有可能使学生思维活跃、有足够的独立学习时间和充分
的表现机会，同时又获得学习策略和能力提升，这样的课堂才是
真正的“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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