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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效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作为教师，

我们要本着育人的根本目的，内化陶先生的思想精髓，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命力，这就要我们

做“教学生学”的新型教师，做尊重学生，善于引导学生的老师。

【关键字】：教学生学、尊重学生

新课程改革以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广大教师的普遍关注和认同，现代教育理

论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从而引领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有效教学的新路子。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同时也对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着极其现实的

指导意义。

一、做新型教师——“教学生学”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我认为这句话很明

确地向我们指出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在新课程改革之前，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教师都属于“教书匠”型。他们在教学中往往都是照

本宣科，对学生只求“知道”，不求“理解”，殊不知这种一味重复、枯燥的教学方法的危害。因

此，我觉得教师应做到以下改变：

1. 从知识的复制者到知识的建构者

教学案例：教师在讲解习作《春天的发现》时，采用如下方法。

师：一年四季中，春天可以说是最富有生机的季节。学完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春，请同学们在脑

海中想象一下春天的样子，并用自己的语言把这幅春之图描绘出来。

生：春天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蓝天白云，芳草萋萋，河水缓缓流淌，百花争奇斗艳。

生：树木渐渐脱下了冬装，粉红色的花骨朵偷偷地探出了脑袋，贪婪地嗅着春天特有的香甜气息。

……

师：同学们都说的很好，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美丽生动的图画。

在这一案例中，教师认识到了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改变了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更

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互动。通过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春天的美景，教师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思维

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激发了学习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同时这也是一个反馈的过程，从学生的回答中，教师可以有效地收集信息，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因此笔者认为，互动的教学行为有利于有效教学的实现。

近年来，随着新课标的提出，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新

课标呼吁实行以学生发展为取向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教师不再等同于教材，参数或教案的复

制者，教学过程被看成是师生双方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从传统的课

堂主导者转变为课堂的指导者，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学习。

教学行为的互动性，是指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互相沟通、相互交流的特性。语文教师的规



范的、正确的教学行为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真正参

与到教学中来。这是推动有效教学实现的前提条件。

师生互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提问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在一

问一答间与学生进行沟通，感受学生的思维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这里的提问，不仅包括

教师问学生答的形式，还可以是学生置疑教师解答的形式。

2. 注重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作为一名教师，大多数都喜欢成绩优异，乖巧听话的学生。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学生在班上

毕竟是少数的，更多的是那些令教师头疼的捣蛋鬼。在对待这些学生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心平气

和，注重方法。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

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每一个学生的潜力都是无穷的，有的开发得早，有的开发得晚。对于那些开发较晚的学生，教师

应当多加关爱，时常督促、鼓励、辅导，对他们不断表扬和鼓励，对他们更多一份爱心。所谓学

生难教，其实主要是要解决教师的心态问题。因为有时不是学生难教，而是那些基础较差的学生，

需要教师花费的时间精力较多，而“回报”较少，教师往往不愿在他们身上花时间。教师应让学

生认识到自己学习成绩差的根源所在，明确学习方法正确与否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从

生活实际出发，多打一些浅显的比方，多用一些贴近现实的例子来激发后进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诱使他们养成自觉思考、善于分析的好习惯，帮助后进生树立起自信心、自尊心。教师要有“爱

满天下”的胸怀，热爱每一个学生。

3. 在学中教，在教中学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孔子看来，只有常常温习旧知识，并能从中获取新知

识的人 ，才能成为教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就必须做到“在学中教，在教中学”。

“在学中教”，教师首先要学习的是交叉学科的知识。我们知道，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学科

之间的交叉越来越明显，科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当代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具有

高度综合的性质，要求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技术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科

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在不同的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中形成。因此，“专攻”某一个领域的教师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就很难

适应学科的发展。

“在教中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力求使自己熟悉的领域更精通，更要多思考在与学生互

动中产生的新问题并及时解答。这是因为，即使是同一个领域，学科的分支也增多变细，如果不

继续学习，想精通这些分支也相当困难。

“在学中教，在教中学”，教学相长，其乐融融。

二、做尊重学生，善于引导学生的老师。

1.善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学习是人主观的精神活动，要获取知识，人必须积极地使用并协调自己的感官，开动自己的



大脑，并作出主观的意志努力。陶行知先生强调，“我们教育儿童，就是要根据儿童的需要和力

量为转移”。陶行知认为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要途径。他认为在教学

中“设法引起学生的兴味，是很要紧的”，“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

和‘乐’是不可分离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我们应着眼于加强学生的学法指导，探索“引导学生学”的方法，把

教学过程变成“教学做合一”的过程，注重学法研究，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接纳学生的异想天开、

勇于质疑、坚持己见、活泼好动、敢想敢说，教师真正做到“六大解放”，把学习的主体地位交

给学生自己，只有尊重才能产生和谐，才能谈得上课堂教学是否有效果，才能使课堂教学目标得

以有效落实，才能形成课堂合力。

2.善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

只要留心观察，用心领悟，时时处处都可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

教育是为了生活，离开了生活的改进，教育就失去了意义。这就要求教师要从课堂和书本走出来，

去关注社会生活。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日常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及社会生活结合

起来，在课堂教学中，让书本知识联系社会实际，让学生体会到身边有知识，引导学生发现生活

中的学科问题、关心国家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和丰富多采的社会文化生活。新课标明确要求

“使学生感受学科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历过程”。教

材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只有让学生走进生活学习，才能使学生从生活中体会、运用、感受

到有趣、有理、有用，通过生活问题学科化，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活离不开教材，学习是解决生

活问题的钥匙，从而加强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目的性，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有效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作为教师，我们要

本着育人的根本目的，内化陶先生的思想精髓，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