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着力点”建构合作学习课堂
——读《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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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以倾听和对话为基础的学习共同体，实

现从传递、讲解、评价的程序型课程转变为触发、交

流、分享的项目课程？日本著名教育家佐藤学的《教

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一书，以丰富生动的教学

案例，从相互倾听、有效串联和活动反刍等方面，诠释

了宁静课堂革命的三个着力点，为素养导向下的课堂

改革提供范例。

一、相互倾听

伏尔泰说，耳朵是通往心灵的路。倾听是自我之

静与他人之动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信息入耳才能入

脑入心。然而，生活中许多人把倾听理解为一种“你

说，我听”的被动行为。佐藤学认为，倾听是教师课堂

活动追求的核心，倾听的教学不是只要告诉儿童“好

好听”就可以实现的。倾听具有“被动的能动性”的特

性，相互倾听的课堂，师生在互相尊重、彼此理解基础

上结成了心心相印的学习共同体。

构筑相互倾听关系，教师要以倾听者的身份立于

讲台，悉心倾听每一位儿童的心声。日本长冈市黑条

小学胜沼老师把情绪不稳定的儿童抱在膝上上课，以

“任何儿童发言都很精彩”为前提组织教学，用同等高

度的视线倾听学生发言，展现了教师基本的倾听方

式。教师的倾听往往蕴含着等待。倾听学生，教师不

能过于关注教学进度，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

等待学生分享发言；要关注学生的神情，以便对学生

回答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并为回答学生问题做好

准备。

构筑相互倾听关系，学生要认真倾听同伴的声

音。倾听同学发言并报以热情和赞赏，是拉近同学距

离、开展学习探究活动的基础。佐藤学在剑桥市郊外

的哙卡提学校参观时发现，每个人的学习都受到尊重

和依赖，想从别人轻声的发言中学习，是形成互相倾

听关系的重要原因。

如何做到有效倾听？笔者认为，倾听者需要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准确定位，确保发言人在所参与

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第二，保持沉默，尊重对方直至他

把话明明白白地说完；第三，超出自我，不要习惯地把

话题引向自己熟悉的领域；第四，摒弃偏见，听完发言

之前不要想着如何评价对方；第五，抓大放小，不要纠

缠细枝末节或无关紧要的事情；第六，关怀备至，鼓励

发言人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有效串联

善于倾听的教师是学生语言“传声筒”。有效串

联的教师来回穿梭在学习探究的教室里，关注每位同

学的发言，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将学生的见解和生活经

验串联起来。福岛县郡山市金透小学菅野老师“水的

膨胀”课堂实验，聚焦开放性问题“为什么开水沸腾会

溢出”，学生 4人一个小组进行实验和讨论。课堂教

学中，菅野老师和学生一边认真观察实验情况，一边

重复着学生的低语，在学生之间建立“触觉的联系”。

在菅野老师的串联组织下，学生们专心观察实验现

象，围绕所观所感开展多样而丰富的对话性讨论，轻

松自如地将相互倾听的关系发展为“交响”的关系。

把学生探究的思考串联起来的合作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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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公开课，志村老师采取“糟糕透顶”的“从 4号开

始依次发言”的点名方式给未曾在学校开口说话的

“20号”同学俊树“一个发言的机会”。看到俊树写好

笔记却默默摇头，志村老师请“旁边的正弘同学”把俊

树写的东西读出来，成功将俊树的见解传递给全班同

学。范梅南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中这

样写道：“展现机智的人似乎都具有在复杂而微妙的

情境中迅速地，十分有把握地和恰当地行动的能力。”

从这一点看，敢于尝试和冒险的志村老师无疑是机智

的。一方面，他读懂了课堂的即时情境，并采取恰当

行动（请正弘转述俊树的观点）化解尴尬，串联学习；

另一方面，他同时做好了俊树如若不参与课堂活动便

“重新调整应对方式”，以探讨身处黑暗时代“内心郁

闷的高见顺先生诗歌的境界与常年缄默不语、饱受煎

熬的俊树的内心世界之间看不见的关联”。课堂串联

中，志村老师精准把握教学时机，串联语言精练中肯，

启发学生发散思维，粘连生活解决问题的高超教学技

艺，无疑也是素养导向下教师课堂串联的必备品格。

笔者认为，建立合作学习的课堂，促使学生在相

互交往中共同成长，教师要在小组活动中把学生探究

的思考串联起来，把学习发现与惊喜收获串联起来，

从教材和学情出发进行“服装剪裁”；要根据不同类型

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层次，设计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要努力成为“交响乐演奏”的伟大“指挥官”，将不

同意见的学生发言糅合成韵律和谐的“交响乐”，让学

生在课堂“交响乐”的各自演奏中产生共鸣。

三、活动反刍

传统的课堂像一次次“冲锋”，随着上课铃响起，

教师带着几位精锐学生一往无前地解决问题，反应

慢、跟不上节奏的学生有时就掉队了。自主学习的课

堂教学就像放风筝，教师在活动反刍中的主要作用是

在风筝回落时“跑一跑”“拉一拉”，让学生在新的条件

下发现原有材料新的意义，获得再发现的机会。

反刍是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教育情怀。佐藤学

认为，创造合作学习的教师与单向灌输教学的教师的

差异就在于是否借助“反刍”保障了班级全员的学习。

洞察“反刍”活动的教师善于挑战高水准的学习。当

学生在课题探究中遭遇困难甚至说出“不懂”时，教师

就应该驻足回首、反刍前段，重新回到课堂探究的起

点，带领每一位学生围绕原来的主题开展“刨根式”探

究学习。

反刍是一种静待花开的教学策略。范梅南在《教

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中这样写道：“孩子发展

的许多方面都是不能强迫的，需要我们大人有耐心

……我们应该给予孩子们成长中自己的空间和时

间。”活动反刍为教学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供了合理

空间，合作学习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沉浸时间。教育，

不是为了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要教会学生“寻找答

案”。笔者认为，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不能一味求

多求快。当学生在“寻找答案”时遇到困难，教师要引

领学生反刍少而重要的“大概念”，让“冲锋在前”的同

学等待思考停滞的同学，再次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

答案背后的答案。

反刍是一种走向生活的有效手段。笔者在讲授

“矛盾”含义时，为让学生更好理解“矛盾就是对立统

一”，请学生联系生活列举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例子，学

生们列举了“生产与消费”“文化传承与发展”“十二生

肖”等。合作探究环节，有同学对“十二生肖是对立统

一的”提出了质疑。提出这一观点的学生思维受阻之

际，笔者引导学生回顾“联系的观点”。学生们在一番

对话式交流之后，得出“生肖互补，两两相对”的结论。

有学生认为，十二生肖暗含“对立统一”的道理，可把

互补性格的生肖放到一起，比如，鼠与牛是对立统一

的，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一个人光有智慧而不勤

奋，就会耍小聪明；勇猛的老虎和谨慎的兔子是对立

统一的，勇猛和谨慎紧紧结合，才能做到胆大心细。

叶澜教授说：“要学会倾听孩子们的每一个问题，

每一句话语，善于捕捉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思维火花。”

教师要在倾听中捕捉学生思维的火花，在反刍中静待

思维绽放，才能让学生在思维、情感的相互激荡中创

造美妙的“交响空间”，营造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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