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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如下学习单，试着改编歌曲

“让学”课堂新常规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

谢晓富

摘要：抓好教学常规管理是教育目的实现的手段，也是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固化”。 南京市芳

草园小学基于海德格尔的“让学”思想，提出“‘让学’课堂新常规”，践行“轻负担、高质量、和谐发
展”的教学理念。 “‘让学’课堂新常规”以生为本，从“让热爱”“让实践”两个层面改变了课堂价值

取向，催生了新的教师行为，构建了新的课堂关系，形成了校本特色教育。 “‘让学’课堂新常规”为

教师课堂实践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具体操作方法，在各学科的操作中，因学科特质形成不同操作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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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芳草 园小学始建 于 1999 年 9 月，建

校两年之后，适逢课改浪潮，十余年课改是一场

波澜壮阔的洗礼，让这所年轻的学校在对教学改

革的不断思索和实践中渐渐成长。 “轻负担、高质

量、和谐发展”，这是芳草园小学一直践行的教学

理念，它成为学校推进课改、落实现代教育的思

想依据，让学校在与各种新思潮、新理念的碰撞

中寻找适合儿童成长的教育、适合学校发展的路

径，形成学校办学特色。 海德格尔把教学阐述为：

“教难于学，乃因教所要求的是：让学。 ”[1]这一阐

述在四年前为芳小人谋求课堂教学变革 开拓了

新的思路。

一、本立道生：“让学”课堂新常规的内涵

对“轻负担、高质量、和谐发展”的追求最 终

要落实在课堂的构建上，体现在对教学常规的执

行中。 课堂常规是教学实践中所应遵循的基本规

矩或程式。 “教学常规的主要特性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基础性，教学常规反映的是基础的、通

常的教学原则和规律；二是强制性，既然是基础

的、通常的教学原则和规律，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在教学实践中就必须认真执行。 ”[2]

以生为本，本立而道生。 课改让我们重新审

视“教”与“学”的活动，在此之上建立新的教学观

念，由基于教师付出的“教”，转变为让学生主动

的“学”。 随着对教学活动认识的更新，“常规”随

之推陈出新，“让学”成为带动课堂新常规的必然

选择。

关于“让学”之“让”，王尚文老 师这样解释：

“‘让’者，使也：既可以是‘逼使’、‘强制’，也可以

是‘激励’、‘诱导’。 当然，海德格尔所指的决非前

者，而是后者。 ”[3]所以，“让学”，最简单的理解就

是将知识教授变为知识研究的过程，是“教”让位

于“学”，教师将学习的时间、空间、机会等尽可能

地让位给学生， 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 学习的主

人。

“让学”的理念，让芳小的课堂发生着可喜的

变 化———学 生 的“学”由“被 动”走 向“主 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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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走向“多元”，由“被控制”走向“会合作”。

1.“‘让学’课堂新常规”确定新的课堂价值取
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

界今天和明天》报告中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

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 受教育的

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

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 ”[4] 课堂要适应未来的教

育，不仅仅关注让学生“学会”这一目的，“让学”

课堂新常规更重视“学会”这一的过程是否让 学

生“会学”。 这种选择，让课堂价值不只体现在当

下，不只“目中无人”关注学生的分数，它既着眼

于学生的现在，更着眼于学生的将来，这是一种

“为人的成长”而存在的教育。

2.“‘让学’课堂新常规”催生新的教师行为
海德格尔说：“教难于学， 乃 因教所要求 的

是：让学。 ”“让学”课堂新常规提出之后，教师所

肩负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还要激发

学生学习的欲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责任和能

力。 “让学”课堂新常规把教师的主导定义为帮助

学生挖掘潜能、帮助学生搭建学习框 架，把创造

作为“智慧”的核心。 教师的作用发生变化，教师

要花费更多时间判断学生的需要，推动和鼓励学

生学习。

3.“‘让学’课堂新常规”构建新的课堂关系

“让学” 课堂新常规让课堂的交流方式发生

了转变，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这样单 项的

联接，变成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更频繁的互动。

海德格尔说，“教师必须能 够比他的学 生更

可教”[5]。 作为“让学”者的教师自身要有学习的欲

望，身体力行，“他不但先学后教，更在教中学，边

学边教，特别是以教为学，和学生一起学”[6]。 “让

学” 课堂新常规使得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同伴，

他传授知识和技能，但不仅仅盯在知识、技能上，

他能够带动学生学，能够参与学生学。

“让学” 课堂新常规在教室里构筑着相互学

习、共同成长的生生关系，通过合作、探究、反思

等方式，从个体出发，经过与同伴的碰撞、交流，

再返回个体。 “在教室里，各种各样的意见、想法

互相呼应”，产生“如交响乐一般的教学”。 [7]

4、“‘让学’课堂新常规”形成校本特色教育

在“十一五”期间，芳草园小 学提出了“阳 光

儿童教育”，倡导构建“阳光课堂”，而“阳光课堂”

的特质就是“让学”。 走进“十二五”，学校进一步

构建“阳光城”，更加关注师生在这座“阳光城”里

的生活， 课堂生活当然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让

学”课堂新常规的提出，在追求健康的 教育生态

的同时，彰显了学校个性，形成了校本特色教育，

指导和规范着全体教师的教学行为。

二、道术相辅：“让学”课堂新常规的行动纲领

过去的教学常规多重在要求，并不具有操作

性，对于教师而言，好似隔岸观景，知道目标就在

对岸，却不知应该怎样到达。 正如李希贵老师所

担心的：“如果不把这些新的理念转化为 老师们

容易理解的东西，就很可能把好‘经’念歪了。 而

且，旧的模式不能用，新的套路学不来，教学秩序

就会陷于混乱状态。 ”[8]

“让学”理念让 我们自主构 建芳草园小 学特

色 的 教 育 哲 学，“让 学”的 理 念，早 已 深 入 人 心。

道 为 本，术 为 用，为 践 行 这 一 理 念，把 抽 象 的 观

念落实在具体的课堂教学 中， 让每一位 师生受

益 ，我 们 推 出 了 《芳 草 园 小 学 “让 学 ”课 堂 新 常

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 《常规》由三

部分组成：

1.一级指标的构建：凝练“让学”关键词

“让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让热爱，

一个是让实践”，“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基础之上

的上层建筑”。 [9]据此，我们将“让学”课堂的特质

概括为四个词：乐学、自主、互助、多元。

（1）乐学。 学习有三重不同的境界：知道—喜

欢—乐在其中。 我们的“让学”课堂，努力超越前

两者，让学生爱上学习，对学习饶有兴致。 孔子

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让学”课堂注重激发学生对于学习的热爱，从而

有效地实现学习动机由外在向内在的转化，最终

达到“乐之者”的境界。

（2）自主。 “自主”是“让学”课堂的核心要素。

我国学者庞维国归纳出自主学习的 特征：“一是

要有建立在学生内在的 学习动机基 础上的 ‘想

学’；二是要有建立在自我意识发展基础上的‘能

学’； 三是要有建立在掌握一定学习策略基础上

的 ‘会学’； 四是要有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础上的

‘坚持学’。 ”[10]

（3）互助。 自主与互助是相辅相成的。 “同伴

互助学习”是“旨在促进同伴关系和个 体认知能

力，以一定的结合形式并根据一定的程序和方法

来组织学习的一种教学策略体系。 作为学习生命

存在形式的‘同伴’在‘互助’这一活动过程中不

断创生，建构起学习的意义和发展的价值”[11]。

（4）多元。 “让学”课堂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真

正面向每一个，提倡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评价作

为学习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要素，不

仅是检验学习活动的一种手段，更是促进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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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的一种方式。 在同伴互助学习中，多元

的评价主体、多维的评价内容和标准，及多样的

评价方式，整合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以促进学

习活动。

“乐 学、自 主、互 助、多 元”四 大 元 素 是 我 校

“让学”课堂新常规的一级指标。 包含对学生乐于

学习的兴趣的关注和对放手让学生实践、及时指

点实践的路径和方法的关注。

2.下级指标的构建：铺设“让学”途径

在新常规中，一、二级指标表达的是凭借“让

学”课堂，我们着力培养学生的品质及基本途径。
如果说一级指标呈现的是“目标”，那么二级指标

则描述的是一种状态，从不同的角度细化了一级

指标；而第三级指标，则是对教师的具体要求，只

有教师按照教学新常规的要求一一落实，才可能

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让学”课堂的状态，才可能达

成我们的培养目标。 一、二、三级指标环环相扣，

形成了“让学”课堂新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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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芳草园小学课堂教学新常规

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爱好及课前质疑时所提出的问题，预设课

堂学习的兴趣点，激发学生兴趣。
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对学习未知领域的好奇心，鼓励尝试，宽容错误，适度引领，将

其转化为课堂生成的有效资源。
教师要立足学生思维发展区，通过有效的问题设计和一定的方法策略，唤醒学生潜

在学习需要，使其积极主动参与课堂。
教师能够及时反馈，积极评价，努力为学生提供成功 体 验 机 会 和 平 台，使 其 树 立 信

心，乐在其中。
教师要呵护并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奇思妙想，让学生享受学习，敢于想象、勤于

想象、乐于想象。
教师要努力搭建课内外学习的链接点，鼓励适度拓展，使其不仅对课外延伸学习充

满向往，且有明确的方向和选择。
基于特定的教学内容，有指导性地给出前置性学习的思路和建议。
尽可能地为学生设计更多的选择，让学生自由选择。
针对先学，教师要通过有效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质疑习惯，并在课前对学生的质疑做

出归类和筛选，甄选出和教学内容相契合的核心问题，并据此进行二次备课。
课堂教学中，要抓住生成性资源有效激发学生适时质疑，并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

相互交流，相互补充。
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一节课至少设计一个有层次易操作的问题，让学生去观察、发

现、联想、创新。
对于有思维深度的问题，教师要给足学生不得少于 10 秒的候答时间，要求学生深入

研究。
教师在备课中基于学情，与教材进行深度对话，撷取、补充、整合教材内容，确定话题。
课堂教学中，教师与每个学生至少有一次的口头、书面或肢体的交流。 学生与学生之

间要有交流的机会。 鼓励学生与教材之间的深度对话。
针对教学重难点，结合学情，合理设置合作学习的问题、任务及目标。
选择恰当的合作形式，发挥分享、补充等多样化的功能，确保人人参与，提供充分的

时间保障。
倡导“小先生制”，给学生展示的机会，将组内小展示与班内大展示相结合。
将演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创立“学科演讲”的展示方式。
教师应依据学情，对学生的学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和评价，引领课堂朝着教与学共

同生长、进步的方向发展。
学生在教师教导下围绕教学内容开展自我、个体间、小 组 间、师 生 间 等 多 角 度 的 评

价，充分利用学生评价资源，促进全员参与。
教师评价要关注学习效果、学习品质、学习习惯等方 面，也 要 关 注 到 不 同 个 体 的 差

异，通过评价指导不同的学生个性化发展。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会针对不同的内容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评价。
教师在课堂中恰当选择多种方式进行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有效采用成长记录等手

段，将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相结合。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到多样化的评价活动中，促进自主发展。

乐于学习 求知

乐想

自主探究
质疑

探究

同伴互助
合作

展示

多元评价 多维

多样

好奇

先学

对话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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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而不同：操作中凸显学科特性

“让学”新常规拟订后，我们更加关注操作中

的策略，关注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指导。 在实施中，
我们组织了一批骨干教师成立学科核心小组，积

极学习新常规，进一步讨论与归纳，在 此基础上

对各学科如何体现“让学”课堂新常规 进行了研

究，在实践中验证、调整与积累，以突显出学科个

性，真正对老师的教学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教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各个学科既有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习惯与方法等共性目的，又

有不同学科知识、学科思维、学科方法、学科应用

等个性目的。 因此，在“让学”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下，“让学”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让学”课堂中的

“以生为本”应当关注学科特质，而不能将“自主”

“合作”“探究”等简单地变成形式，成为一种课堂

上的技术炫耀；不能让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失去

初衷，演变成“主体性神话”。

在骨干带领、全校推动对各个学科“让学”课

堂新常规的研究中，“让学”新常规带有显著的学

科特色出现在课堂上。 以“让学”课堂新 常规中

“自主探究”为例，这是一种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

动的学习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我们希望通过先

学、质疑、探究这三个途径来达成目标。 不同学科

有不同学科的实现路径，试以语文和数学教学为

例来加以说明。

1.“‘让学’课堂新常规”下的语文学科“自主

探究”

从学科特点来看语文学习中的 “阅读”，“阅

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

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

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12]。 “让学”课堂新常

规下，教师应让学生直面经典，与语言文字 亲密

接触。

（1）先学。 “先学”不是简单的预习，它要求教

师基于特定的教学内容，有指导性地给出前置性

学习的思路和建议。 依照学生认知规律设计“先

学单”，并考虑要适度的留白，给学生留有一个比

较充分的思考空间。 “先学单”还要尽可能地为学

生设计更多的选择， 让学 生自由地选 择学习工

具、学习方式、学习素材，为自主探究搭建起飞的

平台。 以“让学”为核心的“先学”，不同年段应该

有不同的要求，“随着他的成熟度允许 他有更大

的自由”。
（2）质疑。 针对先学，教师要通过长期的训练

培养学生的质疑习惯，并在课前对学生的质疑做

出归类和筛选，优选出和教学内容与表达相契合

的核心问题，并据此进行二次备课。 以“让学”为

核心的“质疑”，营造着“半肯”的教学文化。 而“半

肯”所营造的文化，是一种对话的文化、探究的文

化、创造的文化。 [13]所以这里说的“质疑”，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可以说是“从质疑到质疑”，学生 在

不断解疑的过程中，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探究。 与质疑相伴行的，一定应该有探究。
尤其在语文学习中，更应大胆放手，引导学生自主

探究———反复诵读，探究情感；发挥想象，探究意

境；品读欣赏，探究内涵。 因为，苏霍姆林斯基就

曾说过：“在人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要

求，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

者。 ”[14]对于有思维深度的问题，教师要给足学生

不得少于 10 秒的候答时间，要求学生将思考所得

以列提纲的方式做记录，并通过合作、辩论、头脑

风暴等方式深入研究。 即使是疑难焦点，也不急于

揭晓，而应巧设台阶，引导学生逐步领悟。

2.“‘让学’课堂新常规”下的数学学科“自主
探究”

我们的 “让学” 课堂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
“探索”是数学学习的主要旋律。 在数学学习中，

自主探究的策略是：（1）基于媒体情境等，为探究

提供环境支持。 （2）基于学生的实践，提出真实的

探究问题。 （3）基于思维的碰撞，边合作、边探究。
比如，王天石 老师执教的 数学课《异分 母分

数加减法》一课，首先创设问题情境引出新知 1
2 +

1
4
，激起学生认知矛盾，让学生从各自已有知识

和经验出发，试着自己解决问题，然后 将自己方

案自由地贴在黑板上，他们有的折纸，有的画图，

有的通分，有的化小数……教师按照学生认知规

律和知识结构将这些方法自然分类，引导学生们

看似随机实则有序地汇报， 引导他们互相提问，

互相补充，反复对比，不断总结。 在这样的数学学

习环节中，培养了学生探索思维：让学 生主动参

与教学的各个环节， 培养探索思维的灵活性；让

学生自主提出问题，概括结论，培养探 索思维的

深刻性；充分利用争论和反思，培养探 索思维的

批判性；营造氛围，鼓励创新，培养探索思维的独

创性。 学生们的探究热情和探究能力超乎了教师

的预想，让我们真切感受“让学”的意义。

“让学” 课堂新常规让芳草园小学为了学生

的成长智慧地前行：我们积极构建“让学”课堂新

常规，在理念和操作之间架构桥梁；我们认 真推

敲各学科“让学”的策略，追求理想的课堂；我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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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Routine in the Classroom of “Teaching Giving
Way to Learning”

XIE Xiao-fu
(Nanjing Fangcaoyuan Primary School,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outine administration is the means to realizing the
goal of education, and also the solidific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s. Nanjing Fangcaoyuan
Primary School, based on Heidegger’s idea of “teaching giving way to learning”, proposes the new
routine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fulfills the teaching belief of “light burden, high qual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new classroom routine is based on students and chang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lassroom from such two levels as “giving way to passion” and “giving way to practice”,
generating new teachers’ actions, constructing new classroom relationships, and forming school-based
education. The new classroom routine provides teachers with guidelines and operations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subject peculiarities.

Keywords: “teaching giving way to learning”; classroom routine; connotation; guideline; subject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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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让学”对 学校教育的 意义———从 课堂实践

到形成学校对“让学”的文化诉求，开展“让学”课

堂新常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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