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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中国哪儿缺教师! 大家很自

然地想到西部地区" 贫困地区" 偏远地

区! 于是国家为此专设了特岗教师计

划! 吸引教师到这些地区工作# 还将

国培计划重点投放到这些地区! 力图

为这些地区培养更优秀的教师# 还实

施了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 鼓励优秀

的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到这些地区从教$

因此! 那儿缺教师的问题! 已经得到

了一定程度缓解$ 可是! 如果问! 今

天我们缺什么样的教师时! 回答就没

有这么精确了! 因此离解决这个问题!

似乎显得遥远了$

教育的技术手段越来
越新 ! 教育的理念越来
越多元 ! 但是 ! 为什么
学生课堂感受度却没能
相应提高呢"

基础教育缺什么样的教师! 决定

着基础教育将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出什

么样的人才! 也决定着要把教师教育

引向何方$

我们现在缺的这类教师! 要么是

师范院校培养不出来的教师! 要么是

培养得出来但数量远远不够的教师 $

而且 ! 从基础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 !

真正发挥引领作用的! 又正是我们当

前缺少的教师! 因为基础教育发展的

专业方向正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上$

对教师队伍最多的意见! 大概是

上不好课的教师多了$

至少! 身为一所师范大学的教授!

我听到最多的建议就是! 我们的毕业

生! 要尽快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相

对接! 能够在短时间 %上手&' 因此!

在各类师资培养方案中! 甚至一线教

师的继续教育方案中! 都增加了大量

教育实践技能方面的课程'

与二三十年前的教师相比! 今天

的教师不论在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 !

教学方法的选择! 还是在教学工具的

使用上 ! 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 可是 !

为何他们的技能技巧和工具方法都

多了 ! 学生在课堂中的感受却越来

越差呢 (

教学的成与败! 究竟是由教师教

学水平决定的! 还是由教师学科水平

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 大多数人更关注教

师的教学水平! 而对教师学科水平高

低的重视程度严重不够'

因为教学水平更容易成为一个公

众都能够讨论的问题! 因此听到的声

音也就更多' 而且! 在诊断或者判断

教学水平高低时! 不需要像评价学科

水平那样对诊断人员或者评价者有那

么高的专业要求! 对学校管理人员或

者教育研究人员来讲! 对教师教学水

平进行诊断或者评判更加容易'

可是 ! 即使大家普遍上不好课 !

但并不等于导致大家都上不好课都是

因为教学水平不足'

学了四年学科专
业且愿意攻读教育硕
士并进入中小学从教
的学生 ! 如果没有深
厚的学科功底 ! 如何
判断他将来会成为一
位高层次的教师呢 "

因此 ! 没有学科理解
深度的提高 ! 就没有
教师课堂教学层次的
提升 ! 这才是教育质
量的核心所在#

在短时间内! 教师的课上得好不

好! 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确起着重要

作用! 毕竟有没有好的现场感! 直接

决定学生是否愿意继续听这堂课' 但

真正打动学生的! 不是提升课堂现场

感的教育教学技巧! 而是教师对学科

知识的深刻见解! 以及结合学生学习

情况对学科知识的生本化表达'

当教师缺少对学科知识的深刻认

识时! 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技巧是无

法弥补这种缺陷的# 尤其是当教师对

学科知识有着错误理解时! 却还希望

用教育教学技能技巧予以弥补! 那么

不管现场感营造得多好! 也终归是一

个笑话'

因此 ! 把一堂课上得好的原因 !

可能是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用得

好! 是教师教学水平高导致的# 但一

堂课上得不好! 却是教师对学科知识

的理解是否到位 " 理解得是否深刻

所致 '

这让我想到了管理学中赫茨伯格

的双因素理论' 他认为在工作中有满

意因素和不满意因素' 满意因素是指

可以使人得到满足和激励的因素' 不

满意因素是指容易产生意见和消极行

为的因素! 即保健因素' 保健因素包

括公司的政策与管理 " 监督 " 工资 "

同事关系和工作条件等' 这些都是工

作以外的因

素 ! 如果满

足 这 些 因

素 ! 能消除

不 满 情 绪 !

维持原有的

工 作 效 率 !

但不能激励

人们更积极

的行为'

满意因

素则包括工

作 成 就 感 '

但哪怕满意

因 素 缺 失

了 ! 也不会

有人抱怨对

工作不满意

是满意因素缺失而形成的'

这意味着把课上得好与不好! 是

由类似于激励因素的课堂教学技能技

巧影响的# 但决定课上得差还是不差!

则是由类似于保健因素的学科知识本

身决定的'

即! 如果要提升教师课堂教学的

层次! 就需要在教师学科知识水平上

打主意# 如果要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水

平! 就需要在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技巧

上做文章'

最近几年! 教师教育强化了教育

教学技能技巧! 也增加了教师到一线

学校教育实习的时间! 在上海还增加

了新入职教师的一年规范化培训! 所

有这些都是有利于教师课堂教学水平

提升的'

但对教师课堂教学层次的提升 !

基本上处于空白!

而这才是培养高

层次教师的核心

所在'

最近两三年 !

在遵守国家教育

硕士入学考核标

准的同时 ! 我们

增加了对学科知

识掌握程度的考

核 ! 就这一个看

似 小 小 的 变 化 !

却暴露出了一些

大 大 的 问 题)))

比如在数学教育

方向上 ! 当我们

考查学生的高等

数学时 ! 有些学

生只能得几分或

者十几分 # 当我

们要求英语专业

的学生翻译朱自

清的 *荷塘月色+ 时! 大家会觉得这

样的难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

作为学了四年数学或者英语! 且愿意

攻读教育硕士并进入中小学从教的同

学! 如果没有这样的学科功底! 如何

能够判断他将来会成为一位高层次的

教师呢!

学生的求知欲 ! 这
个原本天生就存在的欲
望! 由于长期不被重视!

自然也没有得到满足 !

到今天反而被更肤浅的
$学习兴趣% 和 $学习功
能 % 所代替了 & 因此 !

没有生活品质的教师 !

很难点燃学生的学习兴
趣 ! 更不要说有教育教
学质量了&

如果只有课堂教学技能技巧! 没

有对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 这样的教

学看起来很有现场感! 但一定会由于

没有内涵而流于肤浅# 如果有了学科

知识的深刻理解! 也有了课堂教学技

能技巧的充分展示! 这样的课堂有现

场感! 有教学的有效性! 可依然会觉

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那就是为什

么我们要去掌握这些学科知识'

课程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 改革

开放初期课程改革强调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 到 "### 年课程改革! 在强调

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 延伸到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当下! 更强

调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似乎大家认为!

只要通过对学科知识的学习! 能够丰

富学生的知识! 提升学生的素养! 学

生就理所当然应该投身到学习之中 !

并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

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毕竟那

么长时间的学习与那么长远的期待 !

并非普通学生所能够联系到的'

不管学生如何学习! 也不论学习

能够为学生带来多大的收益! 学习总

归是一个行动过程! 那就意味着真正

能够让这个行动过程坚持下去的! 并

不是行动的结果是什么! 而是与这个

过程交融在一起的行动意义'

学生学习数学有什么意义! 学习

语文有什么意义! 学习英语有什么意

义! 优秀的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具

体的学科知识! 但很难帮助学生赋予

掌握学科知识的意义' 将学科知识的

学习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用学科知

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这只是发

现了掌握学科知识的功能! 而一旦这

种功能实现了! 学生就不再有持续掌

握学科知识的动机'

究竟掌握学科知识的意义何在呢(

那就是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这个原本

天生就存在的欲望! 由于长期不被重

视! 自然也没有得到满足! 到今天反

而被更肤浅的 %学习兴趣& 和 %学习

功能& 所代替了'

如果我们希望学生的学习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求知欲! 那就需要我们培

养出来的教师! 不但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保持旺盛的求知欲! 能够不断地变

换自己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 而且能

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追求生活

的意义! 体验日常生活给自己带来的

生活价值'

因此! 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 一

个远离生活的人! 也就是没有生活品

质的人! 是很难养成追寻生活意义的

习惯的! 这样的人! 要求他在教育教

学中追寻教育的意义! 并带动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追求学习的意义! 的确是

太难了' 所以! 今天的教师教育! 远

不只是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训练! 除

了加深大家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深度之

外 ! 还需要让未来的教师热爱生活 !

感受并丰富生活的意义! 做学生学习

与生活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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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只能坐在课桌旁( 正襟
危坐学习的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一
直就在我们身边

因 为 对 博 物 馆 的 热 爱 ! $% 年

间 ! 张鹏遍访各地博物馆 ! 阅读上

千本相关书籍 ! 不仅成为明星讲解

员和孩子们最喜爱的 %朋朋哥哥 & !

也见证了博物馆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和变化 '

%最初来博物馆参观的人! 大部

分是游客! 他们把博物馆当做一个景

点'& 张鹏说! %然而! 博物馆不应该

只是景点! 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终生

学习的地方! 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

珍藏着民族的灵魂! 记录着时代的变

迁! 抵御着岁月的侵蚀'& 张鹏的话语

中! 满是对博物馆的崇敬! %在博物

馆学的不仅是历史! 更是世界观" 人

生观" 价值观'&

在故宫博物院! 有一件青铜犀牛

的酒具! 它有着三个角! 青铜的皮肤

上! 镶嵌着金丝! 一条灵活的小尾巴!

下面是四只粗壮的大腿' %如果没有

看过活生生的犀牛! "&&& 多年前的汉

代工匠! 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生动的形

象'& 张鹏说! %那你们知道! 犀牛有

几只角吗(&

孩子们纷纷举手 ! %一只角 & "

%两只角&" %三只角&! 他们分成了三

派' %现在的生物学专家发现! 只有

苏门答腊犀拥有和这尊青铜犀牛一样

的特征! 然而! 在 $'$( 年! 这种犀牛

在中国就绝迹了'& 张鹏的话语中满是

叹息! %它的绝迹是因为! 中国人太

爱它了' 爱它的角! 因为角代表灵性#

爱它的皮肤! 因为皮肤代表尊贵' 这

种犀牛因为被我们喜爱而绝迹了'&

一件青铜器的故事! 传达了对大

自然的热爱'

%到博物馆中! 知道青铜器里含

有多少比例的青铜不重要! 知道汉朝

建立于公元前 "&" 年 ! 覆灭于公元

""& 年也不重要'& 张鹏说! %了解一

个个零散的知识点! 也许让孩子们有

了在同伴面前 -炫耀. 的话题! 但更

重要的是! 在博物馆中徜徉! 要学会

如何提问 , 如何思考 , 如何获取知

识'&

曾经! 张鹏用 "& 分钟给一个孩子

讲中国史! 时间这么短! 从哪里切入

呢( 张鹏从货币讲起' 最后他留了一

个问题/ 你能通过研究中国历史的货

币! 找出货币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吗( 孩子潜心研究了一个星期! 在纸

上画了一个长方形'

张鹏问他! %这是什么(& 孩子笑

了/ %信用卡0&

%这就是学习历史的意义! 通过

这个 ! 他学会了如何获取知识 '& 张

鹏说'

张鹏去过很多国外的博物馆! 那

里常看到一群群席地而坐的孩子! 在

他们中间坐着一位老师! 每一节艺术

课, 历史课可能都是在博物馆里完成

的' %比如有一年我去悉尼! 老师们

会带着孩子们坐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

草坪上! 给他们讲歌剧院的历史' 除

了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之外! 社会上

有那么多可以提供教育机会的公共

资源 ! 我们要把这些公共资源利用

起来 '&

%以前我们一讲到传统文化, 讲

到素质教育! 就说到弹琴跳舞! 但现

在更多家长会觉得! 应该让孩子成为

一个完整的社会人' 他可能不会弹钢

琴! 但是他懂得去欣赏交响乐# 他可

能不会画油画 ! 但是他懂得欣赏莫

奈的画里阳光的感觉 # 他可能不是

一个考古学家 , 历史学家 ! 但应该

知道我 们 的 生 活 是 如 何 走 到 今 天

的 '& 张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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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个晚上! 上海交通大学

徐汇校区文治堂 ! 和以往一样人声鼎

沸! 但又和平时的讲座有些不同! 因为

这次聚集在这里的听众! 孩子占了 %半

壁江山&' 是什么让孩子们放弃周末的

晚上! 来这里听一堂讲座呢(

原来是 %朋朋哥哥& 来啦0 %朋朋

哥哥& 本名张鹏! 自 "&&) 年起在国家

博物馆从事博物馆志愿讲解工作! 周末

他不在博物馆! 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已经坚持义务讲解 $% 年的他! 小听众

超过 "% 万人次' 因而! 他也荣幸地得

到了小朋友给予的昵称 %朋朋哥哥&'

$% 年的讲解过往! 让不过 )% 岁的

张鹏! 已经有了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

结婚的时候 ! 有个孩子专门赶来对我

说! -朋朋哥哥! 你还记得我吗( 曾经

你摸着我的头 ! 给我讲四羊方尊的故

事'.& 讲起这段故事! 张鹏话语里满是

自豪! 为那些听他的故事爱上博物馆又

慢慢长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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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历史课!原来可以这么上

这位在国家博物馆担任!"年讲解志愿者的
年轻人!让孩子们爱上博物馆"学在博物馆

%大家一起告诉我 ! 这个菜是什

么(& 讲座一开始! 张鹏一张照片! 一

个问题 ! 就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

力' %西红柿炒蛋0& 孩子们嬉笑着喊

出' %可大家见过 "&&& 多年前的鸡蛋

吗 ( 曾经挖出过一盆 "&&& 年前的鸡

蛋! 如今在南京博物馆展出着'& 底下

的孩子发出了一阵阵惊叹声和窃窃私

语声 ! 恨不能让爸妈现在就带自己去

看看'

%你们知道鸡蛋还有其他名字吗(&

张鹏从俗语, 诗歌, 历史的典故侃侃而

谈! 孩子们迅速了解到了鸡卵, 鸡子,

鸡蛋三个名字! %曾经有个孩子听了西

红柿炒鸡蛋的故事! 回家要求妈妈做了

三天的番茄炒鸡蛋! 只是名字不一样!

是 -番茄炒鸡卵. -番茄炒鸡子. -番

茄炒鸡蛋.0&

提到番茄 ! 张骞就是一个绕不过

的名字 ' 在张鹏的讲解里 ! 张骞不仅

仅是历史书上那个每次考试 ! 老师都

要圈出来让大家记熟的 ! 出使西域 ,

让东西方文明交融的 %关键词&! 而且

他和胡椒 , 胡萝卜 , 胡瓜等生活中近

在咫尺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 ' %知道

胡瓜是什么吗 (& %甜瓜 , 西瓜11&

什么五花八门的答案都有 ' %不 ! 正

确答案是 / 胡瓜就是黄瓜 0 & 张鹏笑

着说 ! %以后你们回家就可以和妈妈

说 ! -亲爱的母亲大人 ! 今晚我要吃

拍胡瓜 0 不知道胡瓜是啥 ( 就是拍黄

瓜啦 0.&

正是张骞的出使! 让西域的食物来

到中国! 可张骞出使的那些国家叫什么

呢( 张鹏一连串报出五个带 %斯坦& 的

国家名字! 并表示 %斯坦& 代表着区域

的意思! 但张鹏随即补充了一个笑话!

%曾经有一个孩子问过我一个问题! 让

我无法回答! 斯坦代表区域! 那么爱因

斯坦是哪里呀(& 话音刚落! 孩子们爆

发出一阵大笑'

一道家常菜! 引出了 "&&& 多年前

的张骞出使西域! 说到了古诗, 俗语,

诗歌' 对于孩子来说! 张骞这个词语不

再陌生! 他和胡瓜, 黄瓜! 甚至爱因斯

坦联系到了一起'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 ! 张鹏将

古代知识化为了一个个有趣而新奇的

故事 ! 给孩子们上了一份文化的 %饕

餮盛宴 & )))牙签以前叫剔牙杖 ! 古

代书籍封面的扣子才叫牙签 ! 因而得

到一句新诗 %读遍牙签三百本 ! 不会

写诗也会吟&# 为什么古人要喝冰镇啤

酒 ! 伴随着白居易的 %晚来天欲雪 !

能饮一本无&! 张鹏告诉孩子! 过去只

有米酒 ! 为了没有气泡 ! 只能喝冰镇

的11伴随着我们生活的世界 ! 随着

一个个问题 ! 历史知识在孩子的心中

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历史不是只能坐在课桌旁, 正襟

危坐学习的内容!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

在我们身边'& 张鹏说'

孩子不是考古学家 ( 历史学
家 ! 但应该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什
么是今天这个模样

今天的教师教育!

远不只是教育教学技
能技巧的训练 ! 除了
加深大家对学科知识
的理解深度之外 ! 还
需要让未来的教师热
爱生活 ! 感受并丰富
生活的意义 ! 做学生
学习与生活的榜样&

学者视点

教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理念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