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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张齐华和他的“社会化学习”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正高级教师  江苏省特级教师  沈世红 
 

    【人物印象】 

    张齐华，人称“数学王子”，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教培员，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

教师，南京市首批“领军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20年入选“苏教名家”第一期培养工程。曾获

全国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参与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出版《社会化学习实践手

册》《张齐华与小学数学文化》等多部专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倡导的“社

会化学习”教学主张在全国近 30 个省份传播，目前已经从小学数学向小学语文、英语、科学、

道德与法治等学科推广，并在初中、高中等学段展开探索，辐射到班级管理、社会实践、教师发

展、校本研修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育人模式。 

    【人物感言】 

    学校教育是儿童未来社会生活的预演，让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学习与生活，是学校教育超越知

识价值，走向生活、育人价值的可能路径。 

    ——张齐华（“苏教名家”培养工程第一期小幼特教组培养对象） 

    20 世纪 70 年代，张齐华出生于南通市海门县（现为海门区）一个农民家庭。在张齐华的印

象里，母亲就是他教育人生的第一位贵人，在他幼小的心田里种下善良、正直、温润的人性的种

子。这或许可以为我们洞察其所倡导的教学主张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1992年，张齐华以远超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踏进了张謇先生所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独

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时称南通师范学校）。学校学术气质浓厚的课程设置、颇

具学府气象的校园文化、思辨色彩浓郁的学习氛围，让从小渴望读书的他如同久旱逢甘霖，一头

扎进了学习、研究的浩瀚海洋。用他自己的话说，“求知若渴的自己，在 5 年的读书和学习历程

中，时常能听到身体里因阅读和文化滋养而发出的如春竹拔节的声音”。 

    1997 年至 2004 年，张齐华在海门市实验小学，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一段教育旅程。在此，他

幸运地遇到了张兴华老师。毕生从事儿童学习心理学研究的张兴华老师，为张齐华的专业成长点

亮了第一盏灯，使其开启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一段成长之旅。用张齐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别

人还在教学技巧的泥潭里摸爬滚打时，张兴华老师已经从教育科学、学习心理、儿童研究、思维

品质等维度，开始对我进行专业而苛刻的训练，这让我能在从教之初就始终站稳在正确、科学、

宽阔的研究之路上，进而让我对儿童的认知特点、心理规律、思维和情感发展等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为我未来教育观、教学观、儿童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张齐华调入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工作。时任北京东路小学校长孙双金是“情智教育”

的倡导者，他所提出的以情启智、以智怡情、智情交融、情智共生的教育理念和主张，为理解情

感是如何深刻影响儿童理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得到彼时年轻的张齐华的深度共鸣。事实

上，张齐华后来所倡导的“社会化学习”，正是致力于在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中，通过学习共同

体建构和群体性评价制度的创新，在学校、课堂等“微型社会”中，将学生置身于更频繁、更广

泛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着力发展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并在社会情感能力与学科关键能力之间寻

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无限可能。 

    2016年，张齐华调入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任小学数学教培员。工作岗位的调整、工作

性质的转换，让他有了更多对身边的小学数学课堂反身审视、冷静远观的机会。他开始思考如何

实现在课堂中“对每一个学生学习境遇的深切关注”，带领团队研发“为课堂中每一个学生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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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习画像”的课堂观察工具。他发现，少数学生的深度参与掩盖了课堂中绝大多数学生沉默游

离的灰色现实。这样的结论，显然与当下教育界所大力倡导的关注、促进、提升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大相径庭。 

    于是，一个朴素而大胆的想法在张齐华心中油然而生：能不能通过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

同体，借力课堂组织的深度变革，让学生改变原先孤立存在的原子化状态，通过与同伴之间发生

更多的社会关联，从而在学习共同体内依托个体与个体相互间的关注、支持与互动，让每一个学

生在课堂上都被看见、被关注、被支持、被成就。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朴素认知，张齐华经由文献

阅读、资料查阅、团队研讨等，提出了“社会化学习”的教学主张，试图通过课堂流程的重造、

课堂评价的重塑、课堂组织的变革，让学生在更多元、更丰富、更频繁、更深度的社会交往互动

中展开学习，从而既保障每一个学生公平、深度参与学习的机会，也让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到

发展。 

    自 2020 年提出“社会化学习”教学主张后不到半年，张齐华正式进入“苏教名家”第一期

培养工程，得到了导师团队精准的学术指导、系统的体系推敲与严苛的学理打磨。在 3年的培养

过程中，导师们几乎见证了这一教学主张从提出到完善再到实践深化、推广辐射的全过程。也正

因为导师们专业性、持续性、全程性的关心、指导与引领，才使得这一教学主张在短短 3年间获

得快速成长与发展，在全国小学数学教育界引发关注。 

    一个教学主张的提出，必然是为了解决教育世界中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与挑战。张齐华的“社

会化学习”教学主张的提出也不例外，他试图破解的是“几乎 80%的课堂上、接近 80%的学生常

常发生的虚假而浅表地学习的问题”。 

    “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对培养对象有六个“一”的基础达标培养要求，即一个项目、一本专

辑、一场报告、一支队伍、一例经验、一份成果。而能够将这六个“一”进行有效统整的，正是

“一个科学合理的教学主张”。在“苏教名家”培养工程这一省委重要人才工程的平台上，经过

一次次的观点阐述、学员互动、导师质疑、内涵澄清、理论梳理、框架重建、课堂重塑，教学主

张在学员与导师团队的不断互动与持续对话中不断磨合、不断演进。正是这样一次次“质疑—推

倒—重建”的涅槃重生，让张齐华有机会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所提出的“社会化

学习”教学主张，并从内涵、目标、框架、学理、实践、评价等多个维度，对教学主张作出系统

化的梳理。 

    在张齐华看来，所谓“社会化学习”，是指学习者在社会文化情境中通过有效互动，促发社

会化进程、发展社会性素养的学习活动。这是对“社会化学习”相对广义的理解与表达。而基于

学校场域、课堂情境中的狭义的“社会化学习”，则是指学生在特定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的指引

下，通过与学习共同体内其他成员持续、深入的合作与对话，在充分的社会协商与建构过程中，

既获得学科素养的有效提升，又获得社会情感能力、社会适应性等社会性维度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思辨、对话与重建，在导师们的反复指导与打磨下，张齐华的“社

会化学习”教学主张，以“评价制度创新（群体性评价）”和“课堂组织变革（共同体建设）”为

左右两翼，以“教学流程重建”为中流砥柱，以社会建构理论、群体动力理论、社会助长理论、

合作互赖理论为学理支持，通过全方位深度理解学生、多维度有效支持学习、立体化全面提升学

力，最终促进融学科素养、学习素养、社会素养于一体的全面发展的未来公民的培养与实现。 

    2023年 10月，由省教育厅指导、“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实施办公室组织、南京市教育局承办

的首届“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教育教学主张报告会在南京市举办，张齐华以《社会化学

习：育人方式的创新》为题，从教育的“育人转向”需要直面哪些新问题、如何以社会化学习实

现育人方式创新、如何开展“结构化·纵深式·多学科”联合实践和如何从“学科·学习·社会”

三方面展开素养测评等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了“社会化学习”教育教学主张的理论基础、教学范

式、行动路径和所取得的育人成效。国家督学成尚荣先生进行了精彩点评，充分肯定张齐华站在

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育人体系建构的视角，带领团队围绕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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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认为“社会化学习”教育教学主张的提出与实践，是一次育人方式的重要

转型和转向，对于广大一线教师如何深入贯彻和落实课程改革精神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如今，“社会化学习”已经从张齐华的个人教学主张，扩展为南京市玄武区小学数学学科的

区域性教学主张，并在全区小学数学学科中进行整体实践与推广。南京市教师发展学院更是两次

在全市名师工作室年度总结推进大会中，为张齐华名师工作室“社会化学习”教学主张搭建展示

的平台。 

    经过 4 年的探索与实践，“社会化学习”教学主张也早已走出南京、走出江苏、走向全国。

目前，全国已有近 30个省份、2万余名教师在深入实践“社会化学习”教学主张。全国范围内已

成立 30 余所“社会化学习”实践基地学校，依托学校推动全学科、多学科整体实践“社会化学

习”教学理念。陶行知先生曾说，“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要敢入未开化的边

疆”，张齐华正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创造着、开辟着，执着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