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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上午,我坐在讲台上批阅孩子

们的抄写本。刚用上钢笔的三年级孩

子，本子上到处是墨水团，可用“不堪

入目”来形容。当我改到小贺（化名）的

本子，内心的“火山”突然爆发——小

贺这孩子，各方面表现其实蛮不错的，

为什么书写如此差劲！

第一次作业，小贺的本上几乎到

处是墨团。我在他的本子上写了“极

差”，用红笔重重地写下“重抄”两个大

字，但我对他的“惩罚”因中午临时有

事耽搁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今天，

又看到这样的作业本，真是火冒三丈。

我先想，在班上选出一本书写最

好的本子，与其一起展示，当众让他知

耻而奋进，也给班上其他同学以警示。

然而，转念一想：当众惩罚他只是我的

情绪宣泄而已，发火是最无能的表现，

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反其道而行之，

找到优点，大力表扬，效果可能更好。

冷静下来，我在脑海中搜索，第一

次作业他涂了16个墨水团，可今天这

篇只有8个了，这不是优点么？我打定

主意，就表扬他的进步。

下午第一节语文课，依照计划，我

拿出全班书写最好的雅琪的本子，让

孩子们欣赏。我举着本子，在教室里面

缓缓走动，好让孩子们看个清楚。接

着，我又神秘地拿出小贺的本子，照样

展示后说：“今天，我们还要表扬另一

位同学。”不少同学发出嘻嘻的笑声，

还有的皱起了眉头。他们相互打趣，纷

纷猜测这是谁。

我说：“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表

扬这本作业吗？”有孩子说，这书写太

“好”了，话中明显带着嘲讽的味道。也

有孩子说：“老师不是在表扬，而是在

批评。”

我示意大家安静，语重心长地说：

“老师确实真心实意地表扬这位同

学！”孩子们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我揭

晓了本子的主人——小贺，并让其到

讲台上来，他红着脸、扭捏着走到讲

台，低着头，局促地站在我旁边。

“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表扬他

吗？”孩子们都摇摇头，表示不解。我趁

机翻开他第一次的作业，数出16个墨

水团，又打开本次作业，找出8个墨水

团。“和第一次相比，他墨水团下降一

半，进步太明显了。这难道不值得表扬

吗？”

孩子们点了点头。小贺扬了扬头，

刚刚的窘迫褪去了一点点。我继续说：

“人人都不完美，只要能持续改进，在

我眼中都值得表扬。”

这时，小贺小声对我说：“权老师，

今天中午我又抄了一篇。”说完，我让

他把本子拿上来。我一翻，这篇只有

一处墨水团。我像抓住了“救命”的稻

草，兴奋地扬了扬他的本子，用手指

敲着：“看！看！这次小贺的作业本上只

有一处墨水团了!真值得大家学习哦!”

刚说完，教室里自发地响起了掌声。小

贺看看我，也看看大家，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我继续对孩子们说，每个人都会

遇到困难，我们不能破罐破摔，一直呆

在原地打转儿，需找到解决办法，一点

一点解决。小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

知道怎样改正。小贺重重地点了点头，

自信满满地回到座位上。

从那以后，他的作业偶尔还是会

出现一两处墨水团，但已属正常，确有

很大的进步。课余，他还不时和我交流

用钢笔的体会。

庆幸的是，对小贺我没沿用老办

法。如果我当时把他批评一顿，只是发

泄了我的不满，可能他仍旧是老样子，

不会有太多的进步。所幸的是，我找到

了他的优点，放大优点，大力表扬，改

变由此发生。

心理学中，“南风效应”启示我们，

南风之所以能达到目的，就是因为顺

应了人的内在需求，使人的行为变为

自觉。我想，表扬如同南风，任何人都

想得到认可与表扬。对孩子们来说，

他们可能不会一下子变成你期待的

样子，他们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梯

度，更需要温暖。有时，不妨降低一点

难度，多吹吹“南风”，设立跳一跳可

实现的小目标。这样的教育才是自然

的教育，才是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

发展之路。作为一名教师，就是要不断

给孩子们吹“南风”，努力成为一束照

亮孩子的一道温暖的光，幸福自己，温

暖他们。

今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致

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了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把“启智”作为“育人智慧”的首

要内容。反观当下课堂教学，还存在

重讲轻导、重教轻学，甚至过度教学

的倾向，教师常常急于求成，抢在学

生思考的前面，就把结论和观点告

诉了学生，导致学生“在听课”但“不

在思考”，陷入消极被动，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如

何赋能发展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改

革？笔者认为，以教育家精神为指

引，返璞归真，守正创新，从我国古

代教育思想与实践中汲取启发式教

学的中国智慧，能让课堂教学充满

思考的活力，增强启智增慧、铸魂育

心的教育力量。

一、启发式教学之本：教师“让
学、启思”的历史追溯

在我国，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

提出者，他在《论语·述而》中说：“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

隅反，则不复也。”与西方苏格拉底

注重“师问—生答”的启发式教学不

同，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更强调学生

的“学”“问”在先，教师的“教”“启”

在后。教师在回答学生问题的过程

中，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答案的告知

层面，而要保护和激发学生对思考

的热爱与好奇。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的思想与实践，以“让学、启思”为主

旨，蕴含主导和主体的统一，思考和

领悟的统一，知和行的统一，经孟

子、朱熹、王夫之等的传承与弘扬、

阐释和发挥，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

至今闪耀着教育智慧的光芒，不仅

成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重要

思想资源，也成为重视学生主体地

位的历史源头。

二、启发式教学之魂：重引导、
重愤悱、重领悟的价值追求

启发式教学是对机械讲授教学

的根本性改造，核心是尊重和相信

学生，把学生从单纯的“听和记”的被

动学习，转移到“问、思、悟”的主动学

习中来，引导学生学习活知识，不学

死知识，这与当前指向发展学科核心

素养的教学追求是高度吻合的。

1.重引导，修炼高超的育人智
慧。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做学生

的向导和指导，把本该学生学习的

具体内容教给学生，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深度学习。教师“道而弗牵，强

而弗抑，开而弗达”，这里的三个

“弗”，不是教师“不能”，而是“师退

生进”的策略，是教师主动“不教”或

“少教”。启发的过程，是教师“引导”

而不“替代”的智慧之旅。

2.重愤悱，创设巧妙的教学时
机。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不要无

时无刻地“注入”，而要创设条件，做

好铺垫，为“愤悱”时机的生成助力。

“愤悱”时机到来时，做好“提醒”和

“点拨”、“启发”和“诱导”。朱熹把

“愤、悱”诠释为：“愤者，心求通而未

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就是说，只有在学生面对问题陷入

“愤悱”状态时，心里想弄明白但还

没弄明白，话已经到嗓子眼儿了，但

又说不出来，才去“提醒”和“点拨”。

只有这样，教师的教才会更有效，收

获以少胜多、举重若轻和事半功倍

的教学效果。

3.重领悟，追求美好的学习境
界。孔子说，“举一隅而不以三隅

反，则不复也”。这表明，启发式教学

就是开启领悟力的艺术。教学中，不

是引导学生“记忆”和“存储”知识，

而是引导学生“理解”“应用”和“开

悟”，获得“举一反三”的“活性知

识”，达到触类旁通、恍然大悟的学

习境界，增强学生主动成长、自我发

展的智慧和力量。

三、启发式教学之梦：朝向导有
智慧、思有激情的教学理想

1.师生同心共赴，彰显“课”的本
真。理想的教学应该是教师和学生

同向发力、同心共赴的智慧旅程。传

统的“注入式教学”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大包大揽、喋喋不休，把课堂变

成“讲堂”。新课改实施中又存在另

一种倾向，即过分夸大学生作用，陷

入佐藤学所说的“主体性神话”。两

种教学貌合神离、殊途同归，都没有

建立起紧密和谐的师生关系，导致

师生单方发力，课堂教学动力不足、

质量不高、效益低下。启发式教学坚

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有机结合，

追求“启发”与“愤悱”有机对接，既

强调教师引导有方向、方法，又强调

学生思考有激情、深度，从而为我们

彰显了课堂教学的理想样态。

2.捕捉教学时机，提升“教”的
智慧。理想的教学要求教师告别简

单的“灌输”和“注入”，针对不同学

段学生认知特点和成长规律，发挥

主观能动性，自觉创新教的方式方

法。启发式教学坚持灌输性和启发

性统一，教师精心设计教学时机，借

“愤”而“启”，凭“悱”而“发”，创造

“解答意愿”与学生“求知意愿”高度

吻合的教学高光时刻。这样美好时

刻是教师用心捕捉、用智慧创造出

来的，催生和彰显了教师启智润心、

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

3.优化学习方式，点燃“学”的
激情。理想的教学坚持学生发展立

场，聚焦学生学习，通过创设鲜活情

境，引入真实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启发式教

学中，教师不轻易展示，不把所有内

容和盘托出，而是留下空白点，让学

生去寻找、发现，积极主动地学习。

“愤”与“悱”描述的就是学生体验

性、生命化特征，学生被问题感召，

被教师激发，全身心进入“在场”状

态，他迂回曲折，费心费力，折腾来

折腾去，陷入欲“解”不行、欲“罢”不

能的困境中，从而让学生思考探索

的积极性得到淋漓尽致地激发与释

放。

四、启发式教学之路：创造深度
思考、触类旁通的学习时空

启发式教学不仅是理念，更是

一种鲜活的实践，需要多层面、多维

度探索其实践路径。

首先，课程开发，坚持“粗料粗
做”。处理好知识形成的“结论”与

“过程”的关系，防止让结论性的知

识挤满教学。为此，问题设计要增加

情境性、间接性和含蓄性，使得问题

与知识之间不是直白式的简单对

应，既要有“知识”存量，更要有“思

维”容量和“价值”含量，让学生对所

讲的内容有更广泛和深刻的思考，

从而拓展问题的思维空间，激发学

生的思考与创造。

其次，教学实施，坚持“读和做，
缓说破”。教师要放弃保姆式的“琐

碎说教，过度揭示”，机智地“保留”

甚至“拓展”学生的思考空间，做到

“引导”而不“替代”，“启发”而不“给

予”，“暗示”而不“揭示”。在学生遇

到困难需要指导时，教师可以鼓励、

点拨、引导，但不越俎代庖，不包办

代替，做到“问”到能力关键点，“启”

在思维迷茫处，“指”向方法优化时，

“导”在成长航向上。

再次，教学流程，坚持“少即
多”。尽量把教学环节控制在 2-3

个，努力把流程做得宽松简单些，把

时间和空间腾挪出来。这样，教师可

以更从容地设置思维和情感上的

“沟沟坎坎”，增加学生思考和探究

的时空，让整个教学过程灵活机动，

隐显自如，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从

而彰显启发式教学特有的灵动之

气、含蓄之美和艺术之境。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

教育需要教会学生如何面对未来的

工作和生活，团队合作能力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能力。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总

有个别学生不能融入其中，要么自己一个

人在角落里静默，要么光听着不发表意

见。这部分学生在班级中虽然占比不高，

但是也需要得到老师们的关注，否则，时

间长了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会造

成自卑感，让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如何

激发“沉默生”参与小组合作学习？可以尝

试下面几种方法。

一、多和“沉默生”沟通
老师要多与“沉默生”交流，了解他们

的兴趣爱好、想法和困难，如果学生害羞，

不愿意和老师说，老师可以问和他们要好

的学生。总之，搞清楚他们的兴趣、爱好和

困难是很重要的，因为了解清楚了这些，老

师才能在小组合作中，将他们调整到更适

合的角色上，他们也才能更好地参与到小

组合作学习中来。如：小佳（化名）是一个典

型的“沉默生”，平时在课堂上很少发言，也

不愿意参与小组活动。他的班主任很担心

他的学习情况和社交能力。于是，班主任和

小佳进行了交流，了解到他对动漫和游戏

非常感兴趣。于是，班主任决定利用这一点

来激发他参与小组合作学习的兴趣。在一

次小组合作学习的活动中，班主任特意选

择了一个与动漫和游戏相关的主题。她给

每个小组分配了一个任务，要求他们制作

一个关于动漫或游戏的短剧。由于小佳对

动漫和游戏非常了解，他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和建议，并且还主动承担了制作音效和

背景音乐的任务。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

中，小佳逐渐融入了小组，与其他同学建立

了联系。最终，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还帮助其他小组成员解决了一些问题。他

所在的小组成功地完成了短剧的制作，并

在班级中进行了展示。

二、分给“沉默生”适合的任务和角色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每个学生都应该

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和任务。对于“沉默

生”，分给一个适合他们的任务和角色可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小组活动中来。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习效率，还能减少混

乱和冲突。“沉默生”往往在某些方面有特

别突出的能力或兴趣。老师可以充分利用

他们的强项，让他们在小组活动中担任相

关角色。如：小红（化名）通常不愿意发言，

但是她的写作能力很强。于是，在一次关

于环境保护的小组讨论中，她的老师决定

让她担任“记录员”的角色，负责整理和记

录小组讨论的重点内容。这样，小红就可

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才能，而不需要

勉强自己去发言。因此，她把这个工作做

得很好。

三、多给“沉默生”鼓励和支持
在小组讨论中，老师要积极鼓励沉默

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并对他们分

享的观点和经验，给予积极的反馈和建

议，让他们感到被接纳和支持，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无论他们的表现如

何，都应该肯定他们的努力和进步。可以

说：“很好，你勇敢地回答了问题，这很重

要！”或者“我注意到你在小组活动中积极

参与了，这很棒！”当然，老师也可以根据

沉默学生的兴趣爱好，提供个性化的指

导。例如，如果他们喜欢阅读，可以给他们

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文章；如果他们

喜欢动手实践，可以提供一些参与实验或

者项目的机会。这样可以让“沉默生”感到

被关注和支持，不仅增进学生和老师之间

的情感，说不定还能点燃他们敢于社交、

参与活动的潜能。

时下，探究性教学已经成为课

堂教学的常态化思维和行为。然而，

笔者发现，在常态化探究性教学模

式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度展

现和张扬“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

基本表达特征，关注花哨和外在的

教学形式，拆分和冲淡了扎实的基

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教学。须知，在基

础教育强基固本工程视野下，推进

各学科探究性教学，既要恪守教学

形式为教学内容服务，又要确保以

教学内容为中心，稳扎稳打、步步为

营，着力加强和保证基本功训练、基

础知识传授和基本原理讲解。教师

既要认同和坚守课堂教学探究性教

学，又要为学生学习和教学质量负

责，须切实加强、规范和优化探究性

教学的课堂教学过程管理，有若干

区域与阶段需要谨慎。

首先，常态化探究性教学谨慎

实施的“三个区域”。基础教育课堂

教学改革大潮中，探索性学习具有

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但是，

有三个区域可能出现冲淡基础、基

本知识教学、训练的“探究性教学”：

一是在低幼年级学生中搞探究性教

学要谨慎；二在基础概念和知识课

讲解过程中探究性教学要谨慎；三

是在学生中普遍性、全过程推行探

究性教学要谨慎。应该说，在这些区

域推行探究性教学，问题十分突出

和明显，一旦操作不好会使得学生

手忙脚乱，不得要领和方法，忙于找

题目、找角度去探究，急于说出一个

东西来表明自己的探究成果，会严

重干扰和冲击基本概念、基础知识

和原理的教学。在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等方面，由于缺少老师的系统讲

授，学生安不下心、静不下心来系统

学习，造成其基础知识结构方面的

缺失和学习能力的缺乏，都会从根

本上影响他们的学习生存和发展。

探索性学习只有规避这些区域，才

能为学生的持续学习和全面发展负

责。

其次，常态化探究性教学须准
确把握的“两个后半阶段”。探究性

教学坚守以学生基础知识学习为目

的的探究活动。第一，教学过程由教

师教育过程和学生接受过程两个阶

段组成，教师教育过程阶段，以教师

为主体，学生的接受过程，是以学生

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

握为主。第二，学生学习又分教师教

学讲授阶段和学生消化理解阶段先

后两个阶段。要着力在“学生接受过

程阶段”和“学生消化理解阶段”两个

“后半阶段”开展探究性教学。教师的

探究性教学和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是

在教学过程的这两个阶段展开，这是

教学中常规的、反复发生的教学行

为。探究性教学表现在教学活动的两

个“后半阶段”，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

“接受和理解”的探究活动，是以学生

作为接受主体的探究活动，以学习和

发展为目的探究活动。

最后，常态化探究性教学要切
实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水平。
现代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探究性教

学，是基于强基固本的探究性教学

与学习模式。课堂教学表现在教学

活动方式上，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

生学习为中心。作为学生在教师指

导下的探究活动，是以学生作为全

过程主体的活动，也是以学习和发

展为目的的探究活动。探究性教学

引入课堂教学过程，要确保学生的

主体地位，不仅体现在教师“教学”

过程中，而且更应该体现在学生“学

习”过程中。探究性教学必须准确定

位，认真把握教师“教学”过程学生

“探究”应有的主体地位，找准推进

探究性教学的“时间与空间”。在探

究性教学与学习中，不期望、不满

足于教师的探究指导，要为探究教

学中学生的学习负责，切实达到学

生学习的真正提高和进步发展。

总之，常态化探究性教学全程区

域与阶段，以教师为主导，要审慎对

待和认真规范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

行为，坚守“自主、探究、合作”的基本

表达特征。课堂教学中的探究性教学

过程，必须秉承“在学习中探究，在探

究中学习”的理念，要明确一定是“基

于学习”的探究，在学生全面学习的

基础上探究。课堂教学中推行探究性

教学，要坚守教学的基本原则，要认

真策划，精心组织，规范管理，务求实

效，确保学生学习接受水平和课堂教

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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