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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提高站位
拓宽思维

格
局
视
野

立足本岗
专业精深

学校发展

中层管理

班级建设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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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

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分为名家引领、名师示范和名校云访三

大模块。其中，“名家引领”通识类课程共 88节（包含明德云学堂 2022-2023

年度课程 50节、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 38节）；“名师示范”

即专业类课程，共 37节（包含小学示范课 15节、初中 13节、高中 9节）。

名家

引领

提升格局开阔视野

名师

示范

小学

9科

最新示范课

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评课解读

班主任队伍建设 专题讲座

教学教研能力提升

初中

13科

学科教学实践

青年教师培训 单元教学

心理教育专题 作业设计

教师职称评定

高中

9科

复习策略

家长教育 科学备考

学生教育 高考志愿填报

名校

云访

校园文化线上参观 明德云将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中学及大学开

展名校云访，带领学员在线深入全国知名学

校参访学习，汲取名校经验、借鉴名校模式、

形成名校视野。

中小学办学特色

中小学线上听课、教研

大学专业介绍及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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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专委会委员；

 教育部全国校长培训专家库成员；

 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

 系重庆市沙坪坝区教育考试院院长，全国模范教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重庆市教育学会教师教育专委会副会长。全国学本教学首倡者和建构者，引

领和推动沙坪坝区教育改革，并指导全国一批实验学校和实验区域深度改革，

大面积提高了教育质量。出版教育论著 9部，译著 1部（合译）。主持和主

研国家级、省市级科研课题 15个，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重庆市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国家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获得“重庆市杰出人才

突出贡献奖”、重庆英才•名家名师等奖项和荣誉 50余项。

龚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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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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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一、教学型课堂

（一）教学型课堂的特点

（二）为什么教学型课堂不好？

二、导学型课堂

（一）导学型课堂的特点

（二）启发教学的误区——“满堂问”

1. 降低课堂教学有效性

2. 限制学生思维多样性

（三）什么才是启发式教学？

1. 不愤不启

2. 不悱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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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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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龚雄飞：学本教学

新时代教学改革的趋势解析与路径分析（上）

全国的中小学老师们，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学本教学：新时代教学改

革的趋势解析与路径分析》，和大家讲一讲关于教学改革这个话题。

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一个文件——《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那么教学改革如何深化？我们首先要分清

教学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要把过去“以老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中心”的课

堂，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按照这样的方向改革，我们

就会很清晰地看到，中国中小学教学改革一般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教

学型课堂；第二阶段，导学型课堂；第三阶段，学导型课堂；第四阶段，学本型

课堂。教学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分析。

第一阶段，教学型课堂。

教学型课堂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为中心，老师以“教”的方式

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和思想，其实质就是“以教定学”。这种“以教定学”的课堂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以“老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那么教学改革首先就要把这

种讲授式教学改变。

为什么需要改变？因为我国课程改革提出了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什么

是核心素养？它是指核心素养、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再加上关键能力。正

确的价值观、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它是不可以传授的。所以《论语》中有

这么一句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涵养仁德在

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知识可以传授，而核心素养则主要通过学生的自

我修为、自我涵养、自我内化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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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其中的第二点，就将教

学方式变革行动讲得非常具体：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克服单纯的“教师教、学生听”的教知识、

学知识等现象，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

美国一个未来学家，叫做约翰·奈斯比特。他写过这么一句话：“教育不是

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我们不要把学生的大脑当成一个篮子，

每天往里面拼命装一些死知识，我们把它叫做“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真

正的课堂是把学生思维的灯、智慧的灯，素养的灯点亮，打破老师的“一言堂”，

改变老师的“满堂灌”，改变这种以老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课堂上不要把所

有的问题都由老师自己讲，问题要让学生来解决，学生是解决问题的主人。

教学改革如何走？如果没有改好，我们就会走进教学改革的第二阶段，导学

型课堂。导学型课堂的特定是以教师为中心，以导学为中心，老师以“导”的方

式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和思想，其实质就是“以导定学”。

这种“以导定学”的课堂，它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频繁问”——老师控制

着学生思维的过程和思维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基本的思想：学生的思维

过程和思维结果，是不能被别人控制的，因为每一个学生知识的积累、活动的经

验、思维的方式、生活的常识各不相同。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按照自己最擅长的方

式来思考问题，要给学生思考的自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叫做“教育即解放”。这里的“解放”

主要是指解放学生的头脑，而解放学生的头脑，它的前提是让学生拥有思维的自

由。现在很多老师已经打破了“满堂灌”，但是他又变成了密集的追问、琐碎的

引导。老师问一句，学生答一句，老师又问一句，学生又答一句，把整个课堂变

成了一问一答，随问随答。老师牵着学生的鼻子走，控制着学生思维的过程，这

可以说是与现代教育思想背道而驰。

我们就看一个真实的课例。初中数学就有合并同类项这样一个知识。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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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自己理解，总结同类项的概念，并且能够合并同类项。

什么是同类项？数学课本中的概念是这样的：字母相同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相同，

那么这样的两个或者几个单相式就是同类项。为了让学生自己总结同类项的概念，

老师就设计了三道题。

第一道题，100t - 252t。第二道题，3x2加 2x2。第三道题 3ab2 - 4ab2

的平方。老师告诉学生，三道题中间的每两个单项式就是同类项，然后让学生来

总结同类项的概念是什么。

本来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老师只要设计一个问题，请同学们独立思考，仔

细观察三道题中间的每两个单项式，看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并总结出同类项

的概念。我估计班上 90%以上的学生，他们自己就会思考。第一，字母相同；

第二，相同字母的指数也相同，这样的两个或者几个单项式就是同类项。也就是

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学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就连这种非常简单的数学

问题也舍不得放手，就变成密密麻麻地问。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 84秒的时间，老师一共提出了 7次问题，

平均 12秒老师一问，学生一答。这个老师的数学课堂，它让我想起了当年歌手

刘欢的一首歌曲，它叫《千万次的问》。老师们，我们教学改革的目标，本来想

把“满堂灌”的课堂改掉，结果一不留神，被很多老师直接改成了“满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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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堂灌”走向“满堂问”，两者之际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这种“满堂问”

的课堂究竟有什么危害？

在我总结之后，我发现“满堂问”的课堂主要有两大危害。

第一大危害，它降低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双减”的背景下，中小学都

在打造高效课堂，要提高教育质量。这种“满通问”的课堂，它不但不能提高教

学质量，还会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

生思考，它有一个思维的起点，还有一个思维的终点。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教

育学上面把它叫做“思考距”。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价值的问题？一般来看，要

保持一定长度的“思考距”。让学生跳一跳摘桃子，这样的问题才能训练学生的

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这种“满堂问”的课堂，相当于在思维起点和思维终点的中间加进了无数个

小点，把一个大问题变成了七个小问题，于是这时思考的距离就大大缩短。思考

的距离一短，学生再来思考问题、回答问题，还有难度吗？

所以我们发现，“满堂问”的课堂，经常伴随着学生不约而同的齐声回答。

学生为什么可以齐声回答？因为问题的难度太小，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不需

要经过大脑思考，他只需要经过舌头和牙齿就可以了。“满堂问”的课堂，表面

上看起来非常热闹，老师一问，学生一答，课堂气氛无比热烈，还美其名曰“师

生互动”。但是这个热闹的背后，掩盖住的是教学低效的本质。这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形式化、浅表化的教学改革，它很难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大危害是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多样性。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

也就给他独立思考的时间，他想怎么思考，从哪个角度思考都可以。但是这个老

师 12秒一次问，他就控制着全班学生的思维轨迹和思考过程。他要求全班几十

个不同的学生，一定要按照老师七次提问的路径来思考问题。

久而久之，你们就会发现，学生思维的多样化开始变成思维的单一化，开始

变成思维的同质化，最后就变成思维的模式化。学生的思维被浇死了，而不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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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了，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

哲学家、教育家罗素写过这么一句话：“人生下来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

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这句话要引起我们的反思。其实对这种“满堂问”

的课堂，中国古人早就提出了忠告。中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叫做《礼记·学记》，

其中就写下了这样的话——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是说：要引导

学生而不要牵着学生鼻子走；要鼓励学生而不要压抑他们；要开阔学生的思维视

域，而不是代替学生作出结论。

一个问题的解答，它不是学生独立思考的，它是老师满堂问把它问出来的。

老师们，你们经常讲让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还经常讲静待花开。然而你

11秒一次问，12秒一次问，他有独立学习吗？这是静待花开吗？所以中国的中

小学课堂有两大顽疾：第一，满堂灌；第二，满堂问。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决。

我还发现一个秘密：中国的中小学课堂，如果一个老师在传统教学中喜欢“满

堂灌”，你去搞改革，就容易变成“满堂问”。这就带来一个疑问，难道“满堂

灌”的课堂和“满堂问”的课堂，两者之间有遗传关系吗？把两类课堂摆到一起

来比较，你会发现这两类课堂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它背后的教育思想几乎一

样——什么思想都是老师中心化，学生边缘化，老师统治着课堂，老师控制着学

生，它的背后不是教学的民主、平等、自由。

我曾经写下一段话：“满堂问”的课堂不过是传统教育思想的“阴魂附体”，

不过是传统教学方法的“改头换面”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满堂灌”的课堂

和“满堂问”的课堂改变，这就引起了我们一个更深的思考——中国的课堂教学

该何去何从？

其实从教学方法的角度看，教学改革就是要把传统课堂比较单一的甚至是唯

一的讲授式教学，转变成为老师的启发式教训。这就带来一个追问：密集地“问”，

强行地“导”，牵着学生鼻子走，以实现对学生思维过程的控制和思维结果的控

制，难道这就是“启发式教学”吗？如果“满堂问”的课堂不是启发式教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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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真正的启发式教学，又是什么样态？

启发式教学是中国的原创，是两千多年前由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来的，可

以说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向世界奉献的中国方案。但是中国现当代的老师中把启发

式教学搞明白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什么是启发式教学？现在我们就回到原点，回到孔子。《论语》中这样描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什么是“愤悱”？宋

代著名教育家朱熹是这样解释的：“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状也。”把它翻译为

现代汉语，“愤”就是学生心里面想把它想通，但是又不能想通的样子。由此可

见，“愤”指的是学生思考时的困惑。什么是“悱”？朱熹的解释是“悱者，口

欲言而未能之貌也。”意思就是“悱”代表学生口里面想把它说清楚，但是又不

能说清楚的样子。因此，“悱”指的是学生表达时的困惑，展示时的困惑。

我们马上就发现，孔子所讲的启发式教学，它是有条件的。首先学生要暴露

愤悱，暴露学习的困惑，然后老师再瞄准氛围，瞄准困惑来进行启发。先有第一

步，学生暴露愤悱，再有第二步，老师进行启发。为了防止大家出错，孔子这位

伟大的教育家，他采用的句式是双重否定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没

有困惑，老师不准提问，这是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原则。

无疑而问，无病呻吟，严重违反了启发式教学的基本规律。这就使我想起了

当年诗人北岛写过的一句诗。他说：“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我

们把这句诗改一下，用到有些老师的身上也是合适的。今天有不少中小学老师，

以启发式教学的名义，干的是反启发式教学的“勾当”。“满堂问”的客套，就

是典型的表现。

其实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另外一位著名教育家叫做王夫之，他也写过这样的

话。“若教则不愤而启，不悱而发，喋喋然徒劳无益也。”如果一个学生没有愤

悱，你却频频要去启发，最后的结果是啰啰嗦嗦，一点好处也没有。

如果课堂上老师想运用启发式教学，那么首先就要鼓励学生暴露愤悱。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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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上课的时候，老师该不该运用启发式教学，这是由老师决定的，还是由学

生决定的？由学生决定的。学生的学习，遇到了困难，暴露了愤悱，他需要老师

帮他。启发式教学就是老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学习没有遇到问题、

没有愤悱，他就不需要老师帮，也不需要老师问。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就

是最典型的“以学定教”的思想。所以，中国新课程“以学定教”的思想源头就

来自于伟大的孔子。只要我们坚持“以学定教”的思想，我们的教学模式就会发

生改变。

那我问老师们，为了鼓励学生暴露愤悱，那么老师上课的时候，到底是老师

先教比较好，还是让学生先学会比较好？确实，我们要让学生先学，要把老师先

教改变为学生先学。而一旦有了这样的改变，马上就会产生我国当今一批著名的

教学模式。比如，著名的尝试教学模式。他的创始人邱学华老师在《人民教育》

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请不要告诉我，让我行试一试”。它的意思是：老师，

请你不要先教，不要把什么都告诉我，让我先学一学，先想一想，先试一试。所

以尝试教学，实际上就是八个字，先学后教，先练后教，这就是尝试教学模式。

因此，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在座的各位中小学老师，深化教学改革的实质就

是从老师的教转变成为学生的学。用叶圣陶老先生的话说就是“教是为了不教”。

老师们想深化教学改革，我的建议就是少走弯路。我们越过教学改革的第二阶段，

直接进入教学改革的第三阶段，学导型课堂。那么什么是学导型课堂？它对提高

教学质量有什么影响？老师们，请大家的学习下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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