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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一种带有文化色彩的活动，课堂的

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尽管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课堂教

学模式，但追求高效、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取得“好

的成绩”，无疑是教师、学生、家长共同的目标。但

是，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模式、活动）才是高效的？

怎样才能取得“好的成绩”？更进一步，“好的成绩”

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指好的考试成绩（甚至

简化为中考、高考成绩）？对此，在理想和现实层

面很难有统一的认识，在具体的做法和评价标准上

有时一致，有时却截然相反。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国内外数学课堂教

学、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比较与研究［1］，其实类似在

中国的课堂教学和研究出现的、争论的问题，很多

同样会出现在国际比较研究的讨论之中。本文我们

将一些相关问题放在国际研究与讨论的视野中进行

分析、思考与探讨交流。

一、考试成绩并不能与教学活动方式简单对应

评价课堂教学的优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用

在特定文化、教学理念下所制订的评价标准作为尺

度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的标定。学业成绩（成就）

常常成为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首要）的显性指标。

虽然有很多人对这一指标并不完全认同，但事实上

它却是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硬性指标”。从国

内的中学名校评定，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基础教育的

高热度关注，如 2009 年中国上海第一次参加由国际

经济合作组织（OECD）举办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即一鸣惊人，学业成绩作为重要的显性指标

都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特别有兴趣？

中国在 PISA 测试中取得好成绩（见表 1）是很大的

原因。当人们锁定“成绩”这一显性指标之后，自

然想到去寻找在课堂中是什么样“好的”教学活动

造就了学生“好的”学业成就。找出这些课堂活动

作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确定怎样开展这些活动才

是“好的”［2］14。

表 1　2009 年部分国家（地区）的 PISA 成绩

国家
（地区）

数学平均
成绩（分）

科学平均
成绩（分）

阅读平均
成绩（分）

中国上海 600 575 556

新加坡 562 542 526

韩国 546 538 539

芬兰 541 554 536

荷兰 526 522 508

英国 492 514 494

美国 487 502 500

平均分 496 501 493

表 1 说明，从统计意义上讲，韩国和芬兰的成

绩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否意味着韩国和芬兰的学

生在课堂上的活动方式相同？事实上，韩国的课堂

基本上是老师讲，学生听；而芬兰的课堂上有相当

多的时间用于学生讨论、汇报展示［3］。这可能是

国际上课堂教学中差异最大的。中国、日本和韩国

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其课堂活动并不具备相似 

性［2］14，日本的课堂更接近于西方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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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课程改革的推进，我们国家的课堂

教学在改革与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杜郎口中学“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以学生在课

堂上的自主参与为特色，将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留

给学生，他们称之为“10 ＋ 35”教学模式（教师

讲解少于 10 分钟，学生活动大于 35 分钟）或者“0

＋ 45”教学模式（教师基本不讲，以学生自学、讨

论交流为主）。从形式上看，这种教学模式更接近（甚

至超过）西方课堂中学生的参与度。据介绍，这种

教学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有的教师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式，加班加点，“精讲精练”，同样也

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和好的（考试）成绩。

二、考试成绩不应成为评价课堂教学的唯一标

准

能够使学生取得好的考试成绩的教学是不是就

等同于优秀的教学？ 2015 年 8 月，英国广播公司

（BBC）一部名为《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

中式学校》的纪录片引发了人们对中英两国教育的

热议。该片记录了 5 名中国顶尖中学教师赴英国对

一个班实施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全程。这个实验项

目不但要考察中英两国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的

不同之处，还要考察两国文化差异。实验揭示了一

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英国也引发了有关教学方

法等多方面的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经过

中国教师的中式教学，英国学生的数学、语文和

科学测验成绩高出英国教师英式教学的 20% 左右 

（见表 2）。

表 2　英国学生接受 
中式教学与英式教学后的考试成绩表

学科成绩
（分）

教学模式
数学 语文 科学

中式教学 67.76 46.88 58.33

英式教学 54.84 36.46 50

对于这一成绩，中国的任课老师认为“没有想

象中成功”，同时也表示“这次教学实践从英国学到

了很多……”“很难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我们的

教育方法可能有些死板，我们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

那要是学生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怎么办？”“中国老

师总是站在讲台上讲课，让学生不停地记笔记，特

别强调课堂纪律，要求严格，有时还会与英国学生

产生矛盾和冲突”。

其实，中国学生在考试中取得优秀的成绩已不

是新闻，现在又用中国式的教学方式在一个月的时

间内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表现在考试成绩上），那

么中国的教育（方式）是否真的独步天下？美国、

英国的基础教育真的比我们差很多吗？这是引起很

多人深思的问题。2013 年，一批美国的教育专家

和学者考察了中国的教学之后，认为中国的教学有

很多方面值得美国学习，但同时也呼吁“不要让中

国的教育误导了美国的教育”。国际上也有类似的

说法，“中国的基础教育并不是最好的”，但“中国

的学生是全球最优秀的考试者”。这从不同侧面说

明“分数并不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一简单的 

道理。

如果教学不锁定考试成绩这一目标，而且即使

是成绩也不和教学方式对应，那么我们的教学活动

应该追求什么？

三、课堂教学活动应该从外在形式的转变走向

内涵发展

教师讲解后学生独立学习、与同桌相互讨论或

是小组合作学习时，教师在巡视的过程中观察学生

的学习过程，对学生的学习给予指导和提出建议，

学生根据教师的建议与同伴交流或是与教师直接讨

论，这种形式在许多国家的教学实践中得到认可，

在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与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实施过程中，具体如何运用，又如何处理好这些

活动和教师的讲授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地的课堂却

有不同。在中国，不少教师特别强调系统讲授，认

为教师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教学知识，能够高效、

准确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美国教师则认为，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应立即向学生展示问题的解法，

而应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提问上，或仅仅是盯着他们，

要求他们再读一遍题。这样，学生容易记住并能学

会这个知识点。对于同一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不同

国家的教师有不同的看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

不同的目的，课堂中的具体表现差异也很大。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课堂主要是小组合作、学生展示报告，

以及学生和老师个体之间交流［2］14。在我国，也有

些学校实施的是类似西方国家的课堂教学模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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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普遍现象。我国《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 年版）》提出：“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

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认真听讲、积极思

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都是学习

数学的重要方式。”中国的优秀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

常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教师的有效提问、引导、

启发，进行师生互动［4］。教师和全班同学互动是课

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5］。

四、学生参与、合作交流是需要在教学活动中

长期关注、培养的基本素养

对数学教学的研究已经证实，有效的数学教学

活动必定会引发学生的数学交流，学生可以在交流

的过程中学习数学［6］。对学生的数学交流与表达能

力的培养被认为是一项教学任务，同时，数学交流

与表达能力也被视作学生的一项学习成果。数学学

习效率高的学生应当以非智力因素为学习的源泉，

以较为完善的心理机制作为前提，以高水平的元认

知作为监控系统，以有效的学习策略作为学习保障，

以较高的数学学习素养作为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品质

的体现［7］。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是普遍受到重视

的教学理念。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如推理、解释以

及做出有意义的评价），对于培养他们丰富的数学素

养是大有帮助的。

西方的教育文化认为，思考与交流之间有很密

切的关系，学生需要在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开展学

习，同时养成这种习惯。我国的教育传统相对来说

则比较重视独立思考，甚至认为学生的学习、思考

与交流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我们的

考试与评价从来没有，也无法考查“合作交流能力”

这一“指标”。只有通过纸笔考试，对独立的工作进

行考核得出的“分数”才是容易被大家认可的“硬

指标”。

很自然，当合作交流能力无法用“硬指标”去

考评，却被强迫施行某些教学活动时，必然会出现

问题。因此，有些教师认为，教师对学科知识的理

解要比学生深入得多，教师系统的讲解对学生的学

习更为有效，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考试成

绩［8］。对中美高质量数学课堂教学的比较研究发现，

在一节课中，美国的教师通常只设计 2~3 个问题让

学生去充分地讨论、报告、展示，在合作交流的过

程中解决这些问题；而在中国，一般需要解 8~10 道

题，常常是教师讲解例题，学生巩固练习，以熟练

掌握基本的数学概念和解题方法［9］，例题和习题的

教学是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10］。这些不

同的做法一方面受制于不同的评价导向，另一方面

也造成评价结果的显著差异。

五、总结与启示

课堂教学是非常复杂、多样化的，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的影响和制

约。取得好的学业（考试）成绩是好的课堂教学的

一个显性“硬指标”，但绝对不能成为终极目标。我

们现在的课堂教学在学业成就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

好的成绩，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在影响学生长

远发展的实践创新能力、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还存

在问题。我们要对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改革，更要

重视知识过程教学。对课堂教学的考查要从教师是

否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转向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

握程度。更进一步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不仅

要考查学生的笔试成绩，也要重视学生在课堂中的

具体表现和素养。

教学改革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共同推进，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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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重点从两个方面加强

“语用”指导：①研读“哪儿”，感受孝心。如：小姑

娘会去哪儿为妈妈找水？出示“她来到　　　　　，

但是　　　　　”的句式。②重视品读，体验爱心

如银。在这一环节中，教师把“写”的思想、题材

完全融合在课文语境中。语用设计如：小狗哀哀地

尖叫起来，它似乎在说：“　　　　　。”写与读在

这里得到有效互动。③角色体验，走进人物。让同

桌模拟小姑娘和过路人的对话，既可感悟小姑娘的

矛盾心理和心灵的善良纯洁，又能有效落实说话训

练。

（四）拓展想象，升华情感

1.师情景引入：水罐越变越珍贵是因为爱变得越

来越无私，越来越博大。你们听，水罐里涌出的水

在源源不断地流着，渐渐汇成了小溪、河流。请同

学们闭上眼睛想象，地球上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

说说你想到的画面。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一是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爱心的神奇力量，感受到是爱拯救了地球；二

是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知童话的丰富的想象力，并

在想象说话中得以迁移运用。

2. 师总结：是爱让人类得到了救命的水源，是

爱让地球重新恢复生机。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那

耀眼的北斗七星的时候，一定会相信，爱，可以创

造奇迹！

最后，老师朗读自己有感而发写的一首小诗。

（配乐：《星空》）

爱是什么

爱，是清澈的清泉。

她让干涸的溪流和水井有了声音，

她让干枯的草木丛林有了绿荫，

她让焦渴的动物有了生命。

爱是小姑娘忍着焦渴为母亲找水的孝心，

爱是小姑娘给小狗舔净水后的欢喜，

爱是母亲把水罐递还给小姑娘的慈祥，

爱是小姑娘把水罐递给了过路人的博大，

爱是水，爱是银，爱是金，爱是钻石，爱是奇迹，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让我们都成为爱的使者吧！

【设计意图】《课程标准》强调语文教学要加强

人文熏陶，为学生未来的人生打好“底色”。教师的

小诗用精练优美的语言，配上抒情的音乐，可以很

柔软地触动学生的心灵。

五、说作业设计

1. 想象一下，七颗钻石除了变成耀眼的北斗七

星，还可以变成什么美好的东西？请改写课文的结

尾。

2. 写一个身边的爱心小故事。

【设计意图】改写结尾，让美好的情感得到抒发，

童话变得更有情趣。爱心故事，让文本走进生活，

让爱心牵动爱心。

六、说板书设计

19. 七颗钻石

空—满—银—金—钻石　（变化神奇）

孝心感天—爱心如银—母爱如金—爱如钻石

这样的板书设计，一条明线，体现了水罐的变

化；一条暗线，揭示了水罐变化的原因。这样的板

书，不仅突出了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而且揭示了

教材的内在联系，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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