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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好的教师，他在学生的心中的影响，当然首先是看得见的专业智慧，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价格魅力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部分。
　　教师的人格，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
如果我们教师自己是跪着教书，会一些后果：第一，我们的学生可能跟你一起跪着：第二，可能学生
坐着，你跪着，你在你的学生心目中可能是一个残疾人，精神不健全的人。
　　有一些教师很骄傲,说:“我们学校培养出了三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培养了两个清华大学
的学生。
”你以为那是你教出来的？
那是他自己学出来的，倒是学校里有三个孩子后来进监狱了，那有可能是你教出来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教师，应该是让这个班里面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活力。
让学生能够奔腾，但是，他听课的时候能够暂时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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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良华，男，1968年1月出生，湖北洪湖人。
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教育研究方法”。
近年来致力于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倡导“教育叙事研究”和“身体教育学”和“教育现象学”。
 
　　出版专著：《校本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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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最受学生欢迎的十种老师”第一讲：教师应具备哪些课程智慧？
  吃透教材　补充教材　更新教材第二讲：教师应具备哪些教学智慧？
　传道　授业　解惑　第三讲：教师应具备哪些管理智慧？
　民主管理　　管理技巧　　教师威信第四讲：教师应具备哪些人格魅力？
　主动精神　　乐观心态第五讲：怎样通过行动研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学习　教师行动　　生活情趣　教师发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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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教师应具备哪些课程智慧？
　　在导言中，我讲的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提出了十种教师的形象，从这里面大体上可以看得出来，好教师的要素主要有两点：第一，专业智
慧。
第二，不只是有专业智慧，还要有人格魅力。
一个好的老师，他在学生心中的影响，首先是看得见的专业智慧，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人格魅力。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部分。
我讲这个主题，是从“什么样的老师是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这个地方出发。
我希望老师们能够从这个地方介入对专业智慧的关注，对人格魅力的关注，最后，我会专门谈如何通
过行动研究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我首先讲教师的第一种专业智慧，我称之为“课程智慧”。
一个好的老师，他之所以受学生欢迎，是因为他有课程智慧。
什么叫作课程智慧？
这是说，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讲的知识比较丰富。
这个丰富不是杂多、杂乱，而是这些丰富的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有足够的信息量，而不是贫乏、简单。
做老师的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拿到教材之后，你如何处理教材？
　　我提供三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是“吃透教材”；第二条建议是“补充教材”；第三条建议是“更新教材”。
　　吃透教材　　一般的老师不敢改变教材。
现在情况稍微好一点，教师变得勇敢一点点了。
一般的老师是不敢自由处理教材的。
为什么？
因为要“考教材”。
现在提出一种说法：“不是考教材，而是考标准。
”可是实际上，大量的考试还是在考教材。
做老师的人往往有一个信念：我教的这个内容就是要考的。
教什么，考什么，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想问题的。
这使老师们不太敢去变动课本，去改变教材。
一个好老师，必须越过这道坎儿。
无论什么课本，拿到手里之后，必须改变。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使很多老师不得不考虑。
海南的蒋老师曾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都知道要改变教材，在农村，有一种老师也在改变教材，但是，他改得很危险。
怎么危险呢？
他根本不按照教材内容上课。
为什么不按照教材内容上课呢？
因为教材很多内容他也不懂。
这不是败坏我们农村教师的形象。
在没有深切领会教材的基本的结构和意义之前，就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地选择比较简单的内容让学生
学习，这是危险的。
”　　因此，改变教材有一个前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改变是正当的、有意义的。
如果是随意调整教材，给学生提供一些没有意义的、比较简单的内容去学习，这样的改变还不如不改
变。
由此我们得出一条最基本的结论：先吃透教材，然后再超越教材。
不可以连自己现有的教材都没有弄明白，就想抛弃教材，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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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教材是怎么产生的吗？
教材是经过审议的，审议通过之后，再做教材。
每一个出版社在做教材的时候，都要聚拢很多专家的智慧和优秀中小学老师的智慧。
你如果认为这个教材很糟糕，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
所以，要先吃透教材，然后再超越教材，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补充教材　　怎么超越呢？
比较保守的、温和的做法是：以“加法”的态度对待教材。
我们可以适当增加，暂时不把教材的内容减掉。
可以把教材学习的时间缩短，再补充相关的资料，让学生学习相关的材料。
这是一种“加法”的态度。
　　我推荐的第一个“补充教材”的案例是窦桂梅老师的《游园不值》。
老师们可以看看相关的录像，看窦桂梅老师上课的时候，她增加了什么；看窦桂梅老师如何用相关的
资源对已有的教材构成一个补充。
这节课我觉得前半段比较成功。
我们看一看前半段（放录像）。
你们可以看得到这里面有课程资源的补充。
关于新课程，老师们听过很多相关的讲座，新课程的讲座中有一个主题，很多地方都在谈论，叫作“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新课程提出了一些新词语，有的老师甚至觉得新课程不过就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词语。
其实，每一个新词语的背后，都有它的期望和可能在实践中引起的新变化。
每一个新词语的提出都是谨慎的。
在新课程话语里面，有一个词语，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课程资源”。
我们以前叫“课本”，或者叫“教材”，觉得这就够了，觉得把课本教完，这就是教师的责任。
但是现在不行。
我们要把课本变薄或者变厚，把课本变成“我的”，带上我个人的智慧，补充相关的资源进去。
　　从窦桂梅老师的课中，可以看得出来，她对教材作了大量的“补充”。
第一个补充是她的粉笔字。
有人会说，把课本上的字转移到黑板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不一样。
现在很少有人重视写粉笔字了。
我的粉笔字就写得很难看。
所以我不敢写粉笔字，我做PPT讲稿。
但是，粉笔字本身是有某种美学效果的，它会加深学生的印象。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看老师写字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我们总觉得传统的技术都是要改变的，现代教育技术如汹涌波涛，它会把传统的技术打败。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将使人类付出代价。
我们可以从窦老师的粉笔字里看到传统的价值。
第二个补充是她的“手势”。
窦老师让学生们一起朗读的时候，她的手势很讲究。
我估计窦老师是练习过的。
我以前做老师的时候，经常在镜子面前训练我的讲课姿势。
有一些专业技能就是要训练。
你看窦老师的这个姿势，有一种交响乐指挥者的感觉，她整个的身体语言很美好。
她在课堂上一站，她的身体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很重要的课程资源。
它是对课本的补充。
课本很简单，就这么几个黑色的文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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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这些文字符号生发出意义来，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引导学生一起去解读。
现在窦老师在中国的中小学的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个模仿、示范的形象。
这是有意义的。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让一些老师有一个追赶的精神目标在那里。
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有一些人来模仿。
模仿太重要了，只是不能止于模仿。
每个人心中最好有一个追赶的精神同伴，但不必将之神化。
　　从窦老师的这节课中，可以看到很多有意义的地方。
第一是窦老师的粉笔字；第二是窦老师的身体语言；第三是窦老师寻找的其他资源，比如窦老师提供
的一段音乐。
朗读的时候，有配乐。
你如何配乐？
你到哪里找相关的音乐？
窦老师有自己的寻找。
为什么一定要有配乐？
你当然可以不用配乐，但是，有了配乐之后，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人的生活是离不开艺术的。
我们以前较少承认艺术的价值，中国人重实用，太注重实用了。
我们不相信我们还需要艺术。
可是，在人的生活中，艺术是少不了的。
在老舍的小说里面，就有太多这样的艺术化的生活。
在乡村，有一种人是不可以少的，那就是民间艺人。
如果乡村有一个男人游手好闲，女人一般都会瞧不起他。
但是，心里面还是非常欣赏的。
因为那样的人也是有好处的：他浪漫，他的生活充满了艺术化的效果。
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家庭装修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的家里了？
这说明生活是离不开艺术的。
艺术是很重要的课程资源。
等会儿我还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课程资源的开发究竟应该从哪些地方去寻找？
在这段录像里也许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我提供的“补充教材”的第二个案例是上海复旦大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反叛”。
黄老师曾经被称为中学语文教学的“叛徒”。
为什么这样说呢？
黄老师是个特别的老师。
我本人曾听过他的讲座。
他说，我上课的时候有两种模式，你要听我的课吗？
好，你进来了，听好了。
你要听我的课，就要忍受我上课的方式。
他的第一个模式叫作“放羊式”，你不是来听我上课吗？
我一句话都不说。
为什么呢？
他说，我把我的学生带到一个草美水肥的地方，让我的学生像羊一样去寻找最好的水、草。
这有什么不好？
黄玉峰老师的语文课在中国的语文教育界是很有名气的，大家可以看看关于他的一些报道。
这个案例的意义就是补充资源，改变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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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教材的方式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寻找材料，他说，我的学生自己在看书，我不要去惊扰他们。
他们自己在看书，老师根本不要说太多的话。
这是他的第一种教学方式。
他说，还有第二种教学模式，叫作“满堂灌”。
你说“放羊”不怎么样，我再上一堂给你看看，叫“满堂灌”。
他说，满堂灌有什么不好，别人灌进去的是“自来水”，我灌进去的是“牛奶”。
我就一讲到底，怎么啦？
我的学生喜欢听我讲。
　　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学生主动学习并不意味着老师不能“讲课”。
北京师范大学肖川教授的说法是：“老师们，你只要听我讲课，看着我，要是把我搞激动了，我会讲
得天花乱坠，口吐莲花，语惊四座。
”好的讲课表面上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实际上不是。
他的眼神在跟学员相互交流，他知道学员在想什么，他知道学员是否希望转换一个话题，他看得出他
们的满意或不满。
有些老师表面上是在“对话”，实际上是在“独白”。
我最害怕一种老师：浑身是激情，高声呼喊：“同学们，对不对？
”那同学们当然会说：“对！
”或者喊：“是不是？
”学生当然会回答：“是！
”我在广东一所中学听一个初中数学老师上课。
那个时候是夏天，这位老师化了一点点妆，上课一激动，就流汗，妆就花了。
我觉得非常尴尬。
这位老师很激动，她喊：“同学们，如果我们改变一个条件，是不是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学生说：“是！
”整堂课就是“对不对”、“对”、“是不是”、“是”，就这样一问一答。
你知道什么叫对话吗？
这样的对话实际上只是独自。
一个善于讲课的老师，他可能在不断地讲，但实际上他是在对话——与学生进行心和心的交流。
我相信，老师是可以“一讲到底”的，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总是“一讲到底”，不倾听学生的声音，那就不好。
黄玉峰老师的追求，就是让他的学生自己往前走。
他不断地引导他的学生自己去开发新的学习资源。
在他看来，那么薄的一本语文课本，很快就能把它搞定，不需要在那里有太多的纠缠。
他的学生可以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借书看。
他的学生对复旦大学附中周围的书店都了如指掌。
书店里面有什么信息，他们都知道。
他的学生办了一个刊物，叫“读书与做人”。
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给他们写序，到现场去跟学生交往，他们的刊物做得很有影响。
这样的语文课就变得比较丰富了。
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有关黄玉峰老师的一篇报道，标题就叫作“语文教学的‘叛徒”’。
“叛徒”两个字是打引号的，说得比较突然，但是这个“叛徒”打引号之后基本上还可以表达一个意
思，就是他是在“改变”，他有“反叛”、“批判”的思维。
黄老师的课为什么让人感觉到讲得好呢？
因为他有个性。
一个真正的有个性的教师是不会容忍没有个性的教材的。
他不会容忍，他一定要把教材变得有他自己个人的精神痕迹。
黄老师有一个做法——他每年都会带学生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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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它叫作“文化旅游”，尤其是去浙东一带。
他把课堂带到外面，借用余秋雨的说法，叫作“文化苦旅”。
现在一般的老师不敢这样做，不敢带学生出去，以前我听北京的一位老师的报告，她讲怎么带学生出
去游玩，很令人感动。
可惜，现在老师们不敢带学生出去，怕出事故。
　　有人担心那样会耽误学生的高考，但是，黄老师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是出色的。
为什么？
很简单，第一，视野开阔，阅读量大。
第二，通过写作带动进一步的阅读。
语文有什么技巧呢？
不过就是读得多，然后通过写作进一步带动阅读，就越读越多，越写越多，语文成绩就比较好了。
语文课是要“听”的，但是，还有比“听”语文课更重要的，就是“读”课外书。
我武断地说一句话，其实不是我个人在说，在座的有语文老师，也会同意：哪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好
，不是因为他在课外读了大量的书？
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在上面讲语文课，我们自己在下面看课外书。
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本书是《再寄小读者》。
都高中生了，还看这种书。
但是，我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好。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第二本书是贾平凹的《月迹》。
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散文。
然后，我越看越多，再也不用畏惧写作文没话说了。
贾平凹是怎么写文章的？
这不是一个杯子吗？
你说怎么写？
你读多了就可以知道，它可以说很多很多。
我看到一个杯子是白的，杯子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是可以活动的。
你说这不是废话吗？
写的这些话都没有意义。
可是，你开始说出来，说多了，就慢慢有意义了。
我们要让学生学会不断地说，他慢慢就学会说话了。
这就是我们做老师的使命，除了有课堂教学，一定还要有大量的相关资源，要有补充，要让学生自己
去阅读。
　　我推荐的第三个“补充教材”的案例是武汉的何文浩老师。
我们有些老师可能看过相关的报道。
最初人们不太相信这个报道，因为报道得太离谱了。
后来我问过湖北的几个朋友，他们说有这个事。
　　这个何文浩老师是有绝招的。
我一直在收集教师的绝招，我觉得“绝招”很重要。
一个好的老师就应该有自己的绝招。
这位何老师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的一个物理老师。
有关何文浩的绝招（传奇）有三：第一，课外不留作业；第二，所教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都是
重点大学；第三，用人有术，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能成一块玉。
一个好的老师除了会上课，还要善于跟学生交往。
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后也能成一块玉。
1996年他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考上北大和清华，学生们习惯称特级教师何文浩为“何特”。
你知道什么叫“特务”吗？
就是有特殊任务的人，简称“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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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何特”，就是有特殊任务、特殊魅力和特殊使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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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专业成长:刘良华教育讲演录》是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刘良华教授将为广大教育工作者
讲授他的教育心得。
　　全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导言——“最受学生欢迎的十种老师”。
什么样的老师受学生欢迎？
这是导言要作的解释。
　　导言之后，接下来将讨论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一个好的老师，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然后，还会讨论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人格魅力”。
　　第二个部分：将讨论如何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也就是讨论一个好的老师的专业发展的基
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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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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