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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已进入第九个年头，围绕新课程改

革的目标，教师不能再拘泥于死板的篇章和陈旧的八股，在转

变观念的同时，教师凭借自己的智慧是可以为自己创出一片新

天地的。职业智慧，生存智慧及工作智慧都应该归因为热爱教

育，热爱学生，享受改变带来的成功。而这，正好就是新课程

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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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转型对新时期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2001年6

月，国家教育部在过去基础教育广受诟病之后历经无数调研并

参考美、英、加、法、德、日、韩、澳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

课程标准后出台《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正式宣

布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端。同年7月以后，《语文课程标

准》等学科教学标准及纲要相继出台。一场力图立足于以人为

本的理念上的课程改革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实验并逐渐演变成各

种形式的教学变革和模式创新。

一、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先简单谈谈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可以定义为“六大改

革”:改革课程过分注重知识传授倾向，强调形成的积极主动

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

习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改革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

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

合性和选择性;改革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偏重书本知识的现

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

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

技能;改革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

倾向，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

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改革课程评价考试过分强调选拔

与甄别功能的倾向，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

教学实践的功能;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政策，实行国家、地

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和学生的

适应性。归纳起来就是强调课程价值的多效化、课程结构的综

合化、课程内容的生活化、课程实施的自主化、课程评价的多

维化。而这一切均统一于一个核心理念: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围绕这个目标，各地区和学校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尝试，创新

了许多有益的教学模式。

二、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智慧

相对于新课程改革的目标而言，学科课程标准显然是对

总目标的具体诠释，课程标准、课程设置、课程资源、课程管

理、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都是为总目标服务的。教师的课堂教

学行为既是“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更是新课程改革目标达

成的主要途径。故新课程改革的成败，教师是有责任的。由于

课改目标既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也反映出对受

教育者人格的高度尊重，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什么样的教学才是

学生所欢迎的教学，也就容易评判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课堂必然要有教学的智慧:

1、职业智慧——做一个顺应潮流的教师。教师是一种社

会职业，必然要顺应社会对职业的价值调整，教育是特殊行

业，教师更应顺应时代对人才的重新定位而主动调整自己。智

者看问题高瞻远瞩，立足长远，能够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和前

景，智者更能理智地改变自己。所有改革首先都是观念的改

革，固执和守旧是改革的死敌。别说早已自成风格的老教师不

容易改变自己的教学习惯，包括很多年轻人在内，改革并未真

正意义上触动其灵魂。在大学校园里，他们被灌输的有太多传

统教育的色彩，教学成绩的压力和习惯作法的“相对保险”都

使得改革迈开步伐并不容易。而更为可怕的是，许多教师并未

真正意识到教育的真正意义，也没明白课程改革的真正目的。

有意识甚至是潜意识中，教师的认识都无法认同新型教育。如

有老师就不愿意放弃“师道尊严”，也无法理解学生不逼也能

学习，在教育目标上，将学生发展片面理解为成绩的提高;在师

生关系上难以做到平等。没有对学生作为能动个体的应有的尊

重，一切的改革也只能是空谈。

在智者看来，学生的智力水平有太多的先天因素。故教

育除唤起其智力觉醒外，更多的应该是对其非智力因素的关

照，包括“三维目标”中的“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

观”。可以预见，在智力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非智力因素

将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而教育，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种观念也表现在教学的环节中，传统的备课已延伸到

“备学生”的范畴，教师用自己的教学智慧充分挖掘和发现瞬

间的生成性课程资源，照本宣科式的“教书”正在被“教学生

学”所取代。

除了教师角色转变以外，更为核心的转变应该是评价体系

的转变。这牵涉到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价值相互妥协和认同。

迫于社会压力的应试教育的确走向了泯灭人性的极端。新课程

理念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其内涵远远大于考试分数的评价:

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完善的知识结

构，较强的合作竞争意识，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高雅的审

美情趣等均为教育重点关注的对象。

正是由于有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有了科学评价人性的

观念，教师和学校“唯分至上”的思想才有可能得到改变，尽

管这个现实至今仍然未能根本改变。

2、生存智慧——做一个有幸福感的教师。教育以人生价

值的实现为旨归，教育的真义是使人幸福。这里的人生价值和

人的幸福，不仅包括学生的，也包括教师的。而多数情况下，

教师的幸福往往又建立在学生的“幸福”基础上。教书育人是

一个需要激情和爱的活动，是一个需要参与者全身心投入的活

动，没有教师对教育发自内心的热爱，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没

有教师在教职中“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也

不会有真正的教育。新课程改革为教师角色转换、工作方法、

价值观念等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教师要学会生存，就应该

寻找职业的幸福感。

教师幸福感的追寻需要社会和教师共同努力。就社会而

言，重新认识教师“圣化”形象;秉持合理的教师角色期望;正

视教师的职业倦怠，提供有助于职业成功的机会和条件;优化教

师职场环境，保障职业生涯中的正当权益。就教师自身而言: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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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职场病态，形成追求人生幸福的积极态度;完善自身心性素

养，形成属于“我”的幸福尺度;领悟职业使命的真谛，引领学

生走向幸福人生;追求“自我实现”，体现生命价值。

3、教学智慧——做一个有灵气的教师。在无法改变大班

额的前提下，教师对数十人的有效调控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年轻人可以通过维护教师权威达到临时压制的效果，但有经验

和智慧的教师就能收发自如，张弛有度。明白学生个体差异性

以后，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严的

管教会使学生厌烦，但过分的信任也将会使班级管理陷入混

乱，教师引导者和朋友的身份也会迷失，课堂教学目标极难达

成。有经验的教师善于抓住课堂的“兴奋点”，抓准学生兴趣

与预设目标的联结点，有效地调节和掌控课堂的节奏。教师应

当具有一些工作的智慧:

(1)教师的教育智慧首先反映在对教学内容的科学取舍

上。什么样的课才能算是好课？德国体育教学专家海克尔教授

评价好的体育课是学生“出汗和笑”;那么什么是好的学呢？苏

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就教学与发展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

两种发展水平的思想。第一种水平是现有发展水平(也称现有发

展区)，第二种水平是最近发展水平(也称最近发展区)。维果茨

基强调指出，只有当教学走在发展前面的时候，才是好的学。

根据他的观点，在教与学上，他强调“先学后教”“教

为学服务”，反对课堂教学中的“齐步走”现象。对此，有智

慧的教师必须学会对教材内容的取舍，懂得如何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学习。新的课堂必须是学生的课堂而非教师的课堂。教

师满堂灌的作法已经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还课堂给学生，教

师就要学会闭嘴。故有人也将现代教师的艺术称作“闭嘴的艺

术”。在如何取舍教学内容上，教师就应当在讲与不讲之间寻

找“黄金分割点”。通常情况下，教师应注意“三个不讲”和

“三个必讲”:学生已会的不讲，不讲也会的不讲，讲也不会的

不讲;核心问题必讲，思路方法必讲，疑难之处必讲。做到这

样，既可避免出现学生厌烦的满堂灌现象，也有足够的时间和

机会让学生得到锻炼。才能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

(2)教师智慧还表现为教师需要巧妙隐藏自己的教学意

图。当学生已经反感“今天我们学习……”、“请同学们翻到

第35页”等千篇一律的开场白时，课堂教学效果预期必然大打

折扣。有智慧的教师能将一个乏味的话题引入崭新的天地或者

能够在学生接触到教材之前就已经被其他关联内容吸引住了。

而他们的共通之处也许都在于能够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教学意

图，这已经一种教育的艺术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任何一种

教育现象,孩子在其中越少感到教育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

大.……把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

一.”就是要达到“有意而为，无意而成，真水无香，教育无

痕”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些，没有对课程资源、课堂环境的整

体掌控、对受教育者心理的高度关注是不可能实现的。

(3)教师智慧还可以表现为教学情景的巧妙设置。教学情

景可以包含情和景。“情”能营造情感气氛，形成学生学习意

向，“景”则能提供认知背景，促进意义升华。一位德国学者

说过:“将15克盐放在你的面前,你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咽; 但将

15克盐放入一碗美味可口的汤中,你早就在享用佳肴时,将它们

全部吸收了.”一位数学教师讲“追逐问题”不是首先讲概念

(学生很反感)，而是通过视频播放一段F1赛车的录相，由于其

形象、动感、鲜艳、视听效果佳等原因直接就把学生注意力抓

住了，不用讲概念，学生已经明白什么叫住“追逐”了。多媒

体辅助教学手段深得学生喜欢，也是同样的道理。很显然，调

动多种感观参与事物的认知完全符合人的认知心理规律，尽管

多媒体辅助教学受到的指责和他的优点一样多。

(4) 教师智慧还可以表现为对生成性教育资源的巧妙利用。

生成性教育资源由于其非预设性特点，教师对其既爱又怕。传

统教学过分强调预设程序和按部就班，师生关系严重不对称，

教师打压学生奇思妙想的行为非常普遍。鲁迅先生在《从百草

原到三味书屋》里就有先生拒不回答我什么是“怪哉”的内

容。在新课程改革理念下，学生的创新观点和奇思妙想并不是

一件坏事，有智慧的教师就善于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临时教学

资源 ( 即生成性教育资源 ) 并加以巧妙利用。有教师在教“分

数的意义”结尾时就提问“这节课，哪些同学发言了 ? 请站起

来。发言的同学占全班同学的几分之几 ? 这个问题我请还没发

言的同学来回答”，“刚才发言的这位同学占全班同学的几分之

几 ? 我们全校有 1576 名学生，他占全校人数的几分之几 ? 我们

全市有 3200 万人口，他又占几分之几 ? 全国有 13 亿人口，全

世界有50亿人，他又各占多少?(分别指名没发言的学生回答)。

为什么同样是一位同学，你们说的分数却一直在变 ? 现在发言

的同学占全班同学的几分之几 ? 没发言的又占多少 ? 教师的智

慧在于他既给坐了将近一节课冷板凳的学生一次表现自己的机

会，又借此了解了学生的新知掌握情况，而且还使全体学生对

单位“1”的理解更加深刻。这比教师自己总结教学内容不知强

多少倍 ! 

(5)教师智慧也应该表现在课堂问题的设置上。事实上，

问题也是一种情景，但因提问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极为常见且

频繁，完全能够充分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和应变之道，故有必要

单独谈谈。

一直以来，课堂教学中教师提问常常出现如下一些误区:

满堂问、明知故问、一问即答、抢答或齐答等等，都是常见的

不当提问。其中满堂问、明知故问、一问即答大多是些没有思

考价值的假问题。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

热热闹闹的课堂。教师问题一出，马上进行小组讨论。看似尊

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其实如果没有个体的深入思索，学生的

回答不是过于肤浅就是流于模仿，而且由于没有自己的思维成

果，学生也不会批判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也难怪小组讨论时各

唱各的调了。因此，教师提问后一定要给学生留足独立思考的

时空，要知道思维的独立性也是创造性人才的特征之一。

那么，教师应该如何处理课堂提问及学生的回答呢？重庆

市教科院唐果南教授认为，有效的课堂提问也体现“六性”，

即:针对性、新颖性、挑战性、开放性、适切性。有智慧的教

师非常善于设计能达成预设目标的课堂提问，这需要揣摩学生

心理，更需要清楚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既要避免“老生常

谈”，更要杜绝“惩罚式提问”。在处理学生回答时，尽可能

地肯定和采纳学生的回答;教师要乐于接受期望之外的回答，而

切忌只接受自己所期望的回答;尽量地让学生得出回答，而教师

不宜越俎代疱。多用追问的方法，引导学生的思考一步一步地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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