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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学学

教与学，是课堂教学最

主要的一组关系，也

是课堂教学最基本的一对矛盾。

课堂教学的很多问题，都集中体

现在师生关系，或者说都集中体

现在教与学的关系之中。成功的

课堂教学，最基本的要求是有教

有学，教学相融。语文课堂教学

的评价有诸多视角，但从“教”和

“学”是否融合的角度进行课堂

“诊断”是一个最基本的维度：一

看学生有没有学的活动，二看教

师有没有教的活动，三看教师的

教学活动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是不

是互相融合，四看学生的学习活

动和教师的教学活动对学生语文

素养的提高是不是有价值。遗憾

的是，如果从这样的基本视角“诊

断”语文课堂，教与学的关系中仍

然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无教无学。

不少课堂，其实也是最让人

忧心的课堂，基本是没有教也没

有学的。比如以讲结论为主的

课。上课就是教师把已有的结论

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的；哪篇文章是好的，哪篇文章是

不好的；这个句子怎么理解，那个

句子有什么含义；什么地方运用

了什么方法，什么手法有什么效

果。再比如，以答案为中心的课

堂。教学过程就是教师提问题，

学生找答案；学生找不到答案，就

是教师报答案，学生记答案。至

于高三初三，不少课堂就是老师

拿着答案讲答案，告诉学生什么

答案是对的，什么答案是错的。

答案分为几个要点，答案出自文

章的哪些句子，主要有几种错误，

分别会怎样扣分。还比如，上课

就是播放“PPT”的课。整个教学

过程就是以播放“PPT”或者播放

视频为主，学生除了记“PPT”上的

内容，几乎什么事也不做。而在

后喻时代，这种告诉式的教学方

式和记笔记的学习方式几乎是没

有什么意义的。

二是有教无学。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课，教

师的教学设计不可谓不用心，甚

至可以说很精彩，教师上课很辛

苦很卖力，或者是滔滔不绝地讲

解，或者是挖空心思地启发引导，

想了不少办法进行调动鼓励，但

学生常常无动于衷，一片漠然，师

生之间格格不入。这背后的原因

是教师的心中只有自己，备课只

想着要讲哪些内容，而不想学生

应该怎么学、应该干什么、能够干

什么，所以他们设计的教学方案，

纵然再精致再有创意，也没有什

么价值，因为对学生的学习没有

什么意义。记得一位老师教《寡

人之于国也》，让学生分小组讨论

一个问题，结果学生活动不到1

分钟，老师就说时间紧张不讨论

也不交流了，然后匆匆忙忙用

“PPT”补充了一段又一段资料。

学生讨论问题就“时间紧张不讨

论”了，教师自己要播放“PPT”时

间就不紧张了吗？不少老师上课

一心想的就是呈现自己展示自

己，把学生抛在一边。通俗地说，

就是教师只顾自己玩，不带着学

生玩。我经常和老师们说，你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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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学生，学生就会抛弃你；你不

带着学生玩，学生就不再和你

玩。等到有一天你想哄他们玩，

他们都不和你玩。

三是有学无教。

有些课堂上，学生忙得不亦

乐乎，活动不可谓不多，一会儿朗

读，一会儿讨论，一会儿交流，一

会儿表演，可是教师对学生的学

习基本没有帮助。教师最多就是

一个主持人，所谓的教学评价大

多就是一味说好，或者带着学生

鼓鼓掌。教师对学生的学习问题

视而不见。我们常常看到学生主

动提出问题的时候，有些老师不

能正面面对，甚至有时候老师要

求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也置之

不理，或顾左右而言他，或不知所

云，陷学生于一片茫然之中。某

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课堂比之于

前面两种情形，要好得多。不管

怎么样，学生读书、讨论、交流，多

少会有一点收获。但作为课堂教

学来说，这仍是极不正常的。教

和学是一个过程的两面，缺少任

何一面都不是“教学”。如果教师

不能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生作

用，尤其是当学生学习内容和学

习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教师不

给予帮助，不引导解决，都是不应

该的。有学无教的课堂，只是学

生的自学，而不是课堂教学。

四是教与学脱节。

我们也经常发现，在一些课

堂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脱节

的。教师讲的不是学生需要的，

教师要求学生做的不是学生应该

做的，学生需要教师讲的教师不

讲，学生需要教师做的教师不

做。最典型的表现是教师的教不

是为了学生的学，甚至跟学生的

学无关。有时候，一些老师在课

堂上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学生会

出现的问题，也不是学生会提出

的问题，或者也不是学生应该思

考的问题。作文教学中有一个最

典型的表现是，有些老师先让学

生根据要求写作，然后交流，最后

教师出示一篇自己的习作。教师

为什么要在最后出示自己的文章

呢？这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与

学生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呢？阅读

教学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教

师会莫名其妙地呈现一些内容，

安排一些活动，而这些内容和活

动与学生的学基本没有关联。对

学生要求的不合理、不明确，也是

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比如有些老

师常常要求学生“概括地复述课

文内容”，学生复述得太具体了，

他说不够概括；学生说得比较概

括，他就说太简单了，不是复述。

让学生莫名其妙，无所适从。

五是学是为了教。

这是问题最严重的一种做

法。教师的教不仅不能为学生的

学服务，而且还让学生的学为自

己的教服务，让学生为了所谓的

教而学。学生做的事，学生思考

的问题，不是对学生的学习有帮

助，而是为了满足教师教学的需

要，是为了“配合”教师的教学。

记得一位老师教黄河浪的《故乡

的榕树》，其中一个环节是让学生

用快板词的形式概括文章不同段

落的内容。学生当然概括不出

来，概括出来的老师也说不像快

板词。等到同学们交流完之后，

老师出示了自己概括的快板词，

并且拿出一个道具说起了快板。

这时我才明白，老师让学生写快

板词的原因不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适宜用快板词概括，也不是要训

练学生学会写快板词，而是他自

己会写快板词。可以说，这一类

做法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以为，理想的课堂教学应

该是教融于学，学融于教，教促进

学，学促进教，实现教和学共生。

那么，怎样实现教和学的共生呢？

首先，要设计和组织“教学一

体化”的活动。

《学记》引用了《兑命》中的话

说：“学学半。”这句话告诉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教与学是一件事

情的两个方面。说得更明白一

点，教就是学，学就是教；教中有

学，学中有教；在教中学，在学中

教。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共生”教学境界。

可是在一些老师的认识中和

课堂上，教和学是两个完全对立的

概念，始终是互相分离的。一般来

说，他们在备课中常常考虑的是，

有哪些内容、哪些知识要教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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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教学活动仅

仅成为教的单边活动。我在《预设

课堂的精彩——语文教学活动设

计》一书和相关文章中都特别强

调，教学活动应该是教与学的和谐

统一。只考虑如何教和只考虑如

何学的教学设计及教学活动都是

不好的。理想的教学活动应该实

现教就是学，学就是教；教中有学，

学中有教；在教中学，在学中教，让

教和学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方面，我对《阿房宫赋》的

教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

例。这篇文章当然教了好多年，

也教了好多遍。起先的教学内

容，也就是让学生能够理解每一

句的意思，基本的方法也就是所

谓串讲。后来发现，这样教学实

在是辜负了这篇“千古第一赋”。

从文章、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篇文章还有丰富的内容和价

值。《文心雕龙》中说：“赋者，铺

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我发

现可以用一个“赋”字，把《阿房宫

赋》的所有内容都拢到一起：作者

采用了铺陈的手法，写阿房宫规

模之大、宫女之众、珠宝之多和耗

费之巨；再用议论表达了自己的

“志”，而在这其中体现了一个古

代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责任意

识。怎么写“志”的呢？就是分析

六国和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告诉

后来的君主：六国的灭亡不是秦

造成的，而是六国自己造成的；秦

的灭亡也不是天下人灭亡了它，

而是秦国自己灭亡了自己，这就

是历史留下的一面镜子。于是我

教学《阿房宫赋》就从这个“赋”字

入手。可是怎么教呢？一开始我

还是从概念入手，从这个知识入

手，从这个判断入手，从这个结论

入手，让学生到文章中找具体的

例子，再分析，讨论，小结，得出一

个结论：赋是什么样的文体，语言

有什么特点，如何表达自己的思

想。可是发觉效果很不理想，因

为这样的教学，教和学是隔离的，

或者说只有教没有学，甚至可以

说没有教也没有学。学生所做的

事情就是按照我的要求去找，然

后记下我讲的内容；而我呢，就是

发出指令让学生去找句子，然后

再把已经有的知识和结论告诉学

生。当我的共生教学思想已具雏

形之后，我便设计了一组既是教

也是学的教学活动。其中一个主

要活动是将课文前面铺陈的内容

压缩为一段话：“阿房之宫，其形

可谓（ ）矣，其制可谓（ ）矣，宫

中之女可谓（ ）矣，宫中之宝可

谓（ ）矣，其费可谓（ ）矣，其奢

可谓（ ）矣。其亡亦可谓（ ）

矣！嗟乎！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可（ ）矣！”让学生填空。这段

话是我根据课文缩写的，我要用

它引导学生去阅读课文，感受和

认识“赋”的“铺采摛文”的语言特

点和表现手法——这是教的活

动。学生自己要去认真阅读文

章，概括文本有关语句的内容，推

敲合适的字词填写在括号中——

这是学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在

这个过程中，教发生在学之中，学

发生在教之中。学生参与我的活

动，我也参与了学生的活动。没

有学生学的精彩，就没有我教的

成功；没有我教的体现，学生的学

就没有理想的效果。事实上，很

多同学后来所填的词比我预想的

要好，但我一直也没有修改既定

的参考答案，因为这个参考答案

实在是非常次要的。还有一个活

动是，我写了“观古今之成败，成，

人也，非天也；败，亦人也，非天

也。成败得失，皆由人也，非关天

也。得失之故，归之于天，亦惑

矣！”这样一段话替换了原文的结

尾，让学生比较两个结尾不同的

表现效果。这也是一个教与学高

度融合、互相共生的活动。我根

据自己的思考写了这样一段话，

替换了原文的结尾，用它来引导

学生理解文本的思想内容、认识

“体物写志”的结构特点——这是

教的活动；但这也是一个学的活

动——学生要进行比较，就必须

从语言特点、思想内容和文章结

构等多方面进行比较思考和讨

论。同样，这个教学活动的目的，

不是告诉学生哪个结尾更好（这

是不用讨论的），而是在这样教与

学统一的活动中深入解读文章的

思想内容，充分认识“赋”体文章

的特点，同时理解作者和古代知

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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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随时随机进行教师

和学生两个角色的互换。

我在《教练和陪练：共生教学

对教师角色的新定位》一文中指

出：“在共生教学之中，教师角色

是教练和陪练的统一体。要强调

的是，陪练并不是陪玩，陪练是教

的方法和过程，陪练就是教师的

‘练’不是为了自己学会，而是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学会。就是说，陪练

的游泳不是为了自己学会游泳，而

是为了让学习者学会游泳和游得

更好。乒乓球运动员的陪练，拳击

运动员的陪练都是如此。好的教

练常常首先是陪练。”很显然，在共

生教学的基本理念中，教师不仅仅

是一个单纯的教的角色，而是一个

“教练和陪练”的双重角色的统一，

前者强调“教”的角色身份，后者强

调“练”的角色身份。我们是教学

生学习的教师，也是和学生一起学

习的学生，就像随时准备跳进游泳

池去和学生一起游的游泳教练。

但我们知道很多老师是把师生这

两个角色分得很清楚，自己固守的

就是一个教的角色。上课就是发

号施令，就是对学生提出要求，就

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就是判

定学生学习成果的优劣正误，甚至

就是批评和指责。我们常常见到

一些老师指导学生朗读课文，先是

讲一通朗读的知识，如何轻重，如

何延长，如何停顿，如何用气，然后

就是学生按照老师的指导进行朗

读。或者是个别朗读，或者是集体

朗读。教师就是评点谁好谁不好，

甚至学生反复练习也没有效果的

时候，他也绝不肯读一句，更不肯

和学生一起读，即使和学生一起读

的时候，也是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有些老师课上经常说：“下面

请听老师范读一下课文。”这就是

典型的表现。

《学记》里说：“善歌者，使人继

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谓

“继其声”，就是大家跟着一起唱；

所谓“继其志”，就是大家跟着一起

思考。课堂上的读书绝不是剧场

里的大合唱，要讲究声部和分工，

讲究程式和配合；更不是演戏，各

人的任务就是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共生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

的角色并不是非常明确的，而是经

常互相越位的，常常就是大家一起

读读书，你读读我读读，我读的时

候你跟着读，你读的时候我也跟着

读。讨论问题，也是你说说我说

说。我们提倡的共生教学的一个

核心主张，就是“大家一起学阅读，

大家一起写作文”。我教学岑参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一个环

节就是和学生一起比赛读课文，常

常是学生读得比我好。教学《黔之

驴》，按照我的备课，是在同学们朗

读之后（我估计他们读不出文言文

的味道）我再读，然后领着他们一

起读。有一次上课，结果第一个读

的同学就读得非常好，比我读得好

多了。于是我就让他带着大家一

起读，我也跟着一起读。当然，如

果遇不到这样的同学，我就再领着

他们一起读。同样教学《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这篇课文，其中有一

个环节是让同学们找一个自己认

为能够体现“诗中有画”的句子，描

述诗句的画面。一般情况下，同

学们都会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山回路转不见

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等一些比较

容易的句子进行描述。这时候怎

么办呢？在等待鼓励一番后，如

果还没有人响应，我就会转换自

己的角色。我说：“好。刚才是你

们描述，我主要是评点。现在我

来描述，你们进行评点。”于是我

就会挑一些诗句进行描述，让他

们发现错误（我是一定隐藏着错

误的）。这时候，我和学生的角色

就互换了，我是学生，他们是老

师。——其实，从另一面来看，我

还是老师，他们仍然是学生。教

和学的角色在这里并不是容易分

得清楚的。有意义的是，接下去，

他们也会对一些不容易的诗句进

行描述。当然，活动到此并没有

结束。对那些他们自己认为容易

看到画面，比较容易进行描述的

诗句，我还要在他们描述的基础

上提高要求，让他们进行意境的

描述。比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山回路转不见

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几句诗，看

到画面是容易的，但要很好地描述

意境并不容易。我会和同学们一

起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深入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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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千树万树”是什么样的树？“梨

花”和雪花有什么共同点？雪花又

是什么样的雪花？是一朵一朵还

是一片一片？是一团一团还是一

堆一堆？“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

留马行处”，如果要根据这句诗画

一幅画，画面应该有哪些内容？要

不要有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想，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应该很容易明

白：在共生教学的教学活动之中，

教和学是难以简单分开的，教师和

学生的角色是随时随机地进行互

换而又互相融合的。

最后，要实现教和学两个行

为的互相介入。

在教学过程之中，教师的教

学行为在于“教”，学生的学习行

为在于“学”。一个教师的教学行

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组

织教学过程，即掌控教学过程，控

制教学的节奏，防止教学过程的

跑偏和失控；二是引领学生学习，

即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明

确学习的方向和要求，不断把学

生带进新的学习领域；三是对学

生提供学习支持，即适时对学生

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进行评

价，更重要的是在学生需要的时

候，提供帮助和支持。

然而我们提倡的共生教学还

要求，教师在体现以上三个行为

的基础上，还要能够积极介入学

生的学习行为，并且引导学生介

入“教”的行为。这一特点在共生

写作教学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可以说，每一节写作课，我都会介

入学生的写作过程。比如教学

“记叙文情节的展开”这节课，我

以一篇学生作文《满分》为共生原

点，安排了四次写作活动。学生

的每次写作活动，我都和学生一

起思考，一起讨论，一起优化方

案。当最后一次讨论结尾的写作

时，我先让大家比较原作者和他

母亲写的两个不同结尾的优劣，

再尝试补写一个结尾。在学生写

出了一两个结尾感到并不满意甚

至有的还写不出的时候，我便写

了几个不同的结尾供他们讨论，

以启发思考。在教学“写出认识

的变化”这节作文课时，我不止一

次根据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把他

们原来并不清晰的思考清晰化，

然后以他们的立场和思路现场口

头作文，再让他们讨论：这样写好

吗？怎样写更好？教学“写出特

别之处背后的故事”，也不止一次

梳理出同学们面对特定情节的思

路选择：两个人要不要见面呢？

如何见面呢？谁去找谁呢？这样

见面会有什么结果呢？尤其是有

些同学的思路还不够清晰的时

候，我进入他们的思路，和他们一

起把思路打开，然后再一起斟酌

推敲怎样的思路更好。

有些老师觉得，老师介入学

生的学习行为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让学生介入老师的思路是不大可

能的。然而，多年的教学实践告诉

我们，让学生介入老师的思路并不

困难。我教学“用‘感激’唤醒‘感

动’”这节课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那是一次普通的作文训练

课，题目是《感动》。可是作文收上

来一看，比预想的要差得多，一个

普遍的问题是没有“感动”。我教

的班级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班，可是

几乎没有让我满意的作文。我找

了几个同学聊天，问他们为什么写

不好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没有什么好写的。是的，这就是问

题的症结所在，因为看不到生活中

能让他们感动的事。怎么办呢？

讲讲写作要关注生活的道理，讲讲

做人要懂得感恩的道理，都是容易

的，但往往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做

法是讲自己的生活故事，讲自己的

写作困惑，让学生参与到我的写作

中来。于是我讲述了自己在生活

中遇到的一件事，说了我准备把它

写成文章的思考，让同学们为我的

材料确定主题；在学生思维停步不

前时，我再谈自己的想法，引发学

生的讨论，师生互相共生；最后，我

再顺势利导，归纳经验，讲评作文，

引导学生“再度写作”，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类似的活动，是我经常的

做法。在我创作长篇小说《红茅

草》的过程中，我当时任教班级的

学生不止一次介入了写作活动。

共生教学包含了多种矛盾之

间的共生，而教与学的共生，应该

是最基本的追求。实现教与学的

共生，有许多路径和方法，有待我

们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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