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的关系，沪上中小学从3

月12日起开始线上教学。云端教学，教师

不用粉笔、不用擦黑板，所有教学内容用

PPT呈现，学生不分前后排，获得信息的

机会均等，这些都对教学有提速效果。

但线上教学也在一些方面呈现出“慢

速”。比如，请学生互动回答问题时，学生

的回应就好像是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传来，怯怯的，“是我吗？听得到吗？”。

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学生是否

了解并进而掌握所授内容，是确保教

学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学生对于

教师所授内容掌握如何的反馈同样

也对教学有效性起重要保障作用。

线下教学时，一位认真、负责而且

有经验的教师往往可以从学生的眼神

和肢体动作中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

况。而线上教学期间，为了“看”得到学

生的听课效率，各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想

尽了办法。

隔着屏幕和网线，学生是否有对老

师说“不知道”的自信较之以往更为重

要。而培养学生的自信，同样也是“双

新”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线上教学拷问我们每一位教师：是

不是培养了学生说“不知道”的自信。

■曾德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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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往往有说出“知道”的自信，但让学生说“不知道”，
需要教师的能力和智慧

线上教学的期中、期末考试，不

少学校要求学生的摄像头对准答题纸

书写部分以及答题者脸部。也有某些

学校要求“家长和学生双机位监考，

一个学生会议号摄像头正面对着学

生，另一个会议号要求家长从侧面监

考对着学生”。

记得化学特级教师李可锋在20年

前就对学生说：“如果你真的不会做，

就在卷子上写‘本人本题不会做’，我

给你2分”；20年过去了，李老师仍然

对学生这么说，甚至在日常随堂测试

时不监考，那些在意分数的同学的确

会作弊，一次、两次……后来也自觉

无趣，不是自己会的，得了分也无

用。这样的教育，比张榜处分示众有

智慧、有包容，是师者仁心。

道可道，非常道。能让学生说

“不知道”，也能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知

道背后的“不知道”，需要老师有扎实

的学科素养，同样需要师者仁心，更

需要足够的教学智慧。

方女士参加儿子所在高中的家长

会，和各科老师沟通后发现儿子有一

个问题，上课发言“太积极”，老师

刚说“请同学们思考”，他的答案就

脱口而出，但是当老师再追问如何思

考得到这个结论，他又无法讲清楚。

方女士可以想象儿子说“我知道”，

然后高高举手回答问题的自信。这是

她陪儿子辗转在各培训机构学习的收

获，也正是因此，他在中考得以高分

升入知名高中。但是，高中老师对

他在课上抢答问题，却说不清答案

演绎过程的表现不以为然，毫不客

气地指出他追求正确答案而不求甚

解的习惯。

方女士儿子的问题并非个别现

象 ， 很 多 时 候 ， 学 生 有 说 出 “ 知

道”的自信，尤其是“好学生”，但

是普遍而言，学生缺乏用知识解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他 们 有 对 知 识 的 存

储，却缺乏如何输出、输出到哪儿

的判断能力。

有经验的教师会在开学时把教学

计划告诉学生，并随时提醒学生章节

间的衔接过渡，便于学生构建知识网

络，注重学科的逻辑性。有了逻辑，

分析演绎推导的学习能力就能逐步形

成，减少单纯的记忆。

课堂40分钟是老师带领学生脑力

劳动的精贵时间，“如何发生的、如何

想到的、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

很多概念往往是通过老师一层层设计

的问题展开，而这些问题根据现场反

应即时生成，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复

制性。就笔者经验和观察而言，当老

师对学生的回答没有“对/不对”这样

的评判，而是引导学生一起讨论时，

当学生最大的感受是没有权威、没有

被要求绝对服从，只要你有想法，就

有老师听你说时，学生才会放松地说

“不知道”。

但在线上教学时，老师没有粉

笔、看不到学生的眼睛，如果学生还

没有养成说“不知道”的信心时，课

堂效果显然会打折扣。

“双减”“双新”的实施，是为了改变过去我们过度“施肥”
导致盲枝过多，修剪盲枝、掐尖育苗只为百花绽放

我们知道，有经验的园丁会检查

突兀生长的枝条是不是盲枝，这些盲

枝窜得很高，但不会开花，还浪费肥

水，必须修剪，让营养回流；还有些

弱枝萌发的花骨朵，需要植物用尽全

身力气让其开花，一盆花也就这一

朵，不如掐尖扔掉，让营养回流，蓄

势待发。剪盲枝、掐尖，均衡冠幅，

让花朵集体绽放，更为下一轮开花留

下力气，开完一波又一波。相比将教

师比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园丁更

为贴切。

在“双减”之前，我们过度施肥

且不加修剪，但是，我们孕育了很多

盲枝，看上去郁郁葱葱。课堂上学生

接受知识反应很快，对考试胸有成

竹，精准答题，对教师的教学设计产

生了一定干扰，于是加大题量、加大

难度，高一、高二、高三的试卷几乎

通用。过度施肥，带来的是土壤板

结，基质失去活力和再生能力。

“双减”“双新”前后出台，有行

动力的教育家们呼吁教师要有活力、

学生要有活力，学生的活力靠课程设

计、靠学科评价，更靠有活力的教师

队伍。

李可锋老师对学生说：“我不期

待 你 成 功 ， 我 只 是 祝 福 你 不 要 失

败”。“成功”往往基于一种未知的、

缥缈的目标或者说假想敌，使劲出拳

却打在棉花上，而“不失败”就是保

持对自我的肯定和悦纳，知道自己是

谁、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才有学

习目标和学习能力，且不被外因干扰

和击倒。

（作者为复旦附中化学特级教师）

真实情境的教育并非“炫技式表演教学”，这样不仅无法
教好学生，更破坏学生的学习心态

要培养学生说“不知道”的自

信，需要教师拥有教学能力和智慧。

现实中，很多教师会抱怨课堂教学会

受困于完成教学任务的目标。确实，

教学任务可以量化，但并非工厂计件

那种量化。有的老师经常讲“这节课

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这类口头禅，可

见教学目标制定并不准确，更可见对

学生的“容量”不清楚，不了解学生

的思维和接受度。更令人担忧的是，

还有一些老师非常喜欢说“这个很简

单”“这个非常容易”“答案一眼就看

出来了”这类口头禅。

笔者听一位年轻教师给学生讲题

目，10分钟内连说了5次“这个很简单”，

讲完后，还要问学生：“还有问题吗？还

有人不清楚吗？”试问，在这样的情况

下，哪个学生敢站起来说自己没听懂？！

要知道，大多数学生还没有这样强

大的心理素质，不仅没有，本来好好的

心理素质也要被破坏几分。所以，请老

师们不要对学生进行这样的“炫技表演

教学”。越是专业素养扎实的老师，越

能把学生的问题纳入到对应的网格中

去评判并加以纠偏。反之，把课堂聚焦

在自己“表演”上的教师，口头禅往往是

“这节课没有完成教学任务”。

武汉大学的戴建业教授因为口音

较重，养成了讲课时常会问学生“听

懂了没有”的习惯。期间他会内疚地

跟学生解释：“不是问你们听懂没有，

是问你们，我到底讲清楚了没有。”这

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

笔者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前的多

数家长对“双减”很了解，但对“双新”不

甚清楚。上海自2019年开始陆续使用

新编教材，这是一“新”；全国统一课程

标准，课程分为必修课、选择性必修课、

选修课等，这是另一“新”。

对学校和教师而言，“双新”除了

教材变化，“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是2017年版新课标提出的育人目标。

要达成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教学变革，教

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均需变革，不

能像曾经所谓的“哑巴英语”那样学

习，而是需要探究、研究、实验、混合

学习、课题、科创、过程记录等学习形

式多元化。

从全国到各个学校教研组等不同

层面上的培训自2017年开始就全面展

开，以项目化、单元设计、深度学习、跨

学科、导师制、重构学习空间等为热点

关键词的课题研究也层层推进。学生

是“双新”变革中的焦点，尊重学生成长

规律、研究学科逻辑、注重学段的衔接、

放飞学生思想，这是“双新”推进的意

义。谁来推进？所有和学生接触的教

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视野、格局和

文化修为决定其育人水平。

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是研

究高分子的化学家，针对“白色污

染”这一社会科学议题，与学生展开

辨析：是一面生产垃圾袋一面加强回

收降解，还是不生产塑料，回到使用

布袋和草编袋年代？高分子化学为人

类提供医用微创手术的导管、高科技

芯片载体、航天所需等材料，试想，

没有塑料软管，难道将金属管子伸入

人体做治疗吗？“白色污染”的关键点

在于我们不能追求低端“一次性塑料

袋”的生产，要研发高端的高分子材

料。听完这些，学生再来听化学课，

他的社会责任感和科研精神被调动，

学习就不再没有动力了。郑强强调，

教师光有专业知识，不和学生谈文

化，是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的。

提倡有真实情境的教育，教师就

是最真实的现场情境，教师的视野和

格局决定了教室的空间、决定了学生

的想象力。这样的师资，不是大学流

水线生产出来的，是在对学生思维分

析、对课程融合贯通的理解、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下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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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对每一位高三毕业生来

说，无论高考结果如何，他们都将进入人

生的新阶段。很多人眼中，高三结束后的

暑假是人生中最轻松的长假。但是，每年

暑假有不少人来咨询，暑假到底应该做点

啥，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涯做点准备？

作为一名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师，在

笔者看来，除了适当的放松调节自我，

准大学生 们 不 妨 趁 着 高 考 后 的 自 由

时间和轻松心情，多读读经典，既给

自己充电，也有助于更好地迎接大学

新生活。

从经典阅读开始
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笔者曾听一位年轻教师给学生讲题
目，在 10 分钟内连说了 5次“这个很简
单”。讲完后，还要问学生：“还有问题吗？
还有人不清楚吗？”试问，在这样的情况
下，哪个学生敢站起来说自己没听懂？！
要知道，大多数学生还没有这样强

大的心理素质，不仅没有，本来好好的
心理素质也要被破坏几分。所以，请老
师们不要对学生进行这样的“炫技表演
教学”。

教学不仅需要扎实的学科素养、还要
有师者仁心和足够的智慧。线上教学三个
多月，每一位教师都要思考同一个问题：
我是否培养了学生说“不知道”的自信。

——编者

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每年在发放录

取通知书时，都附赠一本经典名著，其用

意之一，就是希望这些准清华学子们利

用暑假好好读读经典。例如去年是海明

威的《老人与海》，此前是《平凡的世界》

《瓦尔登湖》《艺术的故事》《从一到无穷

大》《万古江河》和《乡土中国》。

仔细审视这一书单，我们会发现，其

中既有中国经典，也有外国名著，既包含

文学艺术，也涉及自然科学，既传递学科

知识，也启迪人生智慧。这些著作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所涉及的

知识、包含的智慧非常博大，但语言通

俗、易于进入。这样的经典就是准大学

生们暑期阅读的上佳选择。我们可以参

考借鉴这些“有营养”的书单，并根据自

身的阅读兴趣，选择具备类似特质的经

典著作，开启一个充实的暑期生活。

至于怎么读，则不妨随自己的兴趣

和阅读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书单，

可以系统阅读，例如选择某一系列的经

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集，集中全面地阅

读，也可以多样化地阅读，例如上一本读

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下一本又

去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一周悠游

于唐诗宋词的高远意境，下一周着迷于

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都未尝不可。兴

之所至，便去翻书，反而更容易获得阅读

经典的快乐。

当然，自由自在地读书并不是胡乱

读书。无论是系统阅读还是多样化阅

读，首先重在专注，阅读经典需要聚精会

神，如果是蜻蜓点水，则很难真有所获。

其实，读什么、怎么读固然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难得的长假，培养

自身读经典的热情和兴趣，让大学入学

前的暑假，成为人生的加油站，帮助自己

更好地迎接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比读什么更重要的，是培养阅读的热情和兴趣

在大学常规教育中，推动经典阅读往

往通过开设大学通识课程来进行。可以

说，大学第一年对于培养学生阅读经典的

兴趣与习惯往往相当关键。

试想，如果大学新生能通过研读经典实

现这样一个转变过程，那么对于准大学生而

言，大学入学前的这个暑假，无疑是自由阅

读经典、提前感悟经典的最好时间了。

一方面，在没有考核压力的状态下，

轻松自由地阅读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放松

自我的好方式。一个人如果养成了读经典

的习惯与兴趣，那么《荷马史诗》中奥德修

斯的跌宕起伏的回家之旅，不也可以如电

子游戏《刺客信条 ·奥德赛》那样，吸引我们

沉浸其中吗？莎士比亚那精彩绝伦的戏剧

世界，不也可以如各类动作片和爱情偶像

剧那样，引发我们酣畅淋漓的情绪发泄吗？

另一方面，学生经过高考如同跨过一

座高山，待静下心来，往往会发现高考前

面还有更高更大更不一样的山川等待攀

登、跨越。在即将迎来人生新阶段的时

刻，静下心来读读经典，从经典中领略文

化的博大精深与人生的纷繁多样，是一段

难得的经历。

同时，在笔者为大学新生开设的人文

经典阅读课程上，常常能清楚地感受到，

那些具备一定经典阅读基础的学生，往往

能更快地理解课堂讲授的思路，更好地与

老师一起探寻经典深处的奥妙。经过一年

左右的大学生活，这些学生往往会更好更

快地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也往往更容易

实现学习模式和知识理解方式的转换，从

而真正开始学会自由地、创造性地理解和

运用知识，更自如地融入大学的学术生活。

轻松自由读经典，为挑战新的“高山”做足准备

经典阅读的缺失不仅仅意味着学生

阅读面狭隘和阅读量小，其折射出更深层

次的问题是，学生已经习惯了知识获得的

单一的标准化程式。

高中教育以教材为主，学生在以高考

为目标的教学中所习得的是一个稳定、精

确的知识获取模式。无形中，他们也会把

这样一个学习过程理解为知识获取的标

准化程式。

但是，大学教育却期待学生有更开放、

宽容的心智，通过自由的学习和独立的思

考，重新生成一个开放、独特的知识结构。

每年，大学教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改变学生

的学习模式和对知识的理解方式。

但是，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大多数高

校，新生第一年课程任务往往比较繁重，压

力之下，不少人会以应试心态和技巧来对

付大学课程，即使是一些要求自由学习、注

重独立思考的开放式课程，多半被他们异

化为以背诵课件为中心的应试考核。这无

疑又强化了学生高中阶段就习以为常的学

习模式和知识理解方式。

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各高校一直

在大力推动大学经典阅读的相关教育实

践。让学生在对经典著作主观感悟的基础

上，重新生成自由、开放和独特的知识结构，

而学生也通过这样的转变，真正走出应试逻

辑的束缚，成为真正自由的学习主体。

例如，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开

设过一门《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的经典

研读课程，以莎士比亚的经典历史剧为文

本，课前布置文本阅读任务，课堂讲授紧

贴经典文本，每部经典讲授完毕后再安排

固定课时开展小班讨论。小班讨论时部

分同学根据刚讲授完的经典文本进行事

先准备的发言，然后助教引导所有学生围

绕这些发言自由地开展讨论。通过这样

的讨论，同学们不但巩固了他们对经典的

理解，而且将经典阅读变成了互相交流、

共同进步的社会化过程。

经典阅读的缺失，折射学生单一的知识获得模式

世间的书有两种，一时之书和永久之

书。前者流行一时，但转瞬即逝，阅读体

验也许很好，但读过也就结束了，不会令

人反复阅读；后者经历岁月的洗礼和历史

的筛选，在时间的冲刷下依然绽放璀璨光

芒，不论何时读、读多少次都会给人以启

迪和教益，堪称经典。

近年来，笔者每年都会为大学新生开

设经典阅读课程。每次第一堂课，我都

会做一个摸底调查，列出西方从古希腊

到近代的二十本左右的人文经典，从古

希腊的《荷马史诗》、文艺复兴时期的《堂

吉诃德》、《哈姆莱特》，到十九世纪的《红

与黑》等。但是读过其中三本以上的同

学寥寥无几，即便翻过一半以上就算读

过，也是如此。学生对经典的认识，通常

只停留在知道书名或了解内容梗概的程

度。可见，一大半学生都缺乏经典阅读

的经验。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高中教育与大

学教育的差异。

目前的高中教育很大程度上仍以高

考为首要目标，以教材为主开展教学，学

生往往围绕教材投入海量时间和精力。

这种应试教育模式对于以客观分数衡量

成败的高考来说，显然有效，但却大大压

缩了学生可能投入阅读的时间，也不可避

免地影响了学生直接阅读经典的热情，导

致初入大学校园的本科新生少有认真读

过很多经典作品的。

经典阅读课“摸底”：为何一大半学生都缺乏“经验”？

■石岸书

片版图片：国觉中国

线上教学，如何隔着屏幕培养学生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