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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堂教学与国家课程、教材相比只是一株浸润着教师思想和灵魂的苇草。
在课程与教材辅设的舞台上，教师只有在思想层面的高度上站立起来，才能引领学生舞动天性的自然
流淌，共同构筑自己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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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世华，1968年生，江苏江都人，文学学士，教育硕士，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高级都是，主要从事课堂
教学研究。
科研成果：CSSCI论文10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0篇，著有《生命课堂》（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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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凭借越能撞击主体的心智结构，表达的效果就越好。
表达凭借的具象性追求，为什么能带来强烈的表达效果？
这是因为，不仅教师对表达凭借有强烈的主体体验，而且具象性的表达凭借也容易撞击学生主体，说
穿了，什么事物越能撞击主体的心智结构，表达的效果就越好。
笔者以为，同一事物对主体的影响力是有差异的。
事实上，令教师激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事物，还有抽象的观点，哲理名言也能激发教师的灵感，但有
教学效果的往往是具象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课堂上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就是不理解，这
就是明证。
教师的心智模式与学生的心智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教师可以表达，而学生无法表达。
表达凭借的具象性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方智慧的低估，它使双方难以进入抽象思辨的高层次精
神交流，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决定了我们无法追求哲人式的讨论。
　　凭借的好坏（性质）是以师生双方观点的表达程度决定的。
教师表达凭借的选择要考虑到学生，表达凭借的选择不仅有利于教师表达，能让学生听懂，而且还要
有利于学生表达，因此，凭借成了连接师生的媒介，即教师主体——凭借——学生主体。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师生表达凭借的选择进化过程：无教师个人观点的文本（无观点、无凭
借）——教师对文本的个性化观点（无凭借或观点就是凭借）——利于教师个性化观点表达的凭借—
—利于教师表达，学生接受的凭借选择——利于师生表达的凭借选择。
这一进化过程也是凭借性质由坏到好的过程。
从主体性理论角度看，文本凭借是无观点无教师主体性的教学，更谈不上学生的主体性了；教师观点
的表达凭借选择是单向主体性，只考虑到教师的表达，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与表达；师生表达凭借
的选择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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