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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何文秋

《王崧舟观课十讲》一书封面上有
一句箴言：观课就是观心，观人就是观
己。这是王崧舟在提醒读者：要一边观
课一边思考，要观别人的课，反思自己
的教学。全书十个课例，十个主题，十
种智慧，每一讲都紧紧围绕落实语文核
心素养这一中心，始终立足于教学实
际。我开始思考，教师到底要如何把握
住语文教学的根本，做到守正创新呢？

以“课程标准”为纲

从书中不难发现，十个主题，十个课
例，都是以课程标准为轴，从落实语文要
素出发，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

书中以薛法根执教的《灰雀》为
例，从语文要素和思维发展的关系出
发，对语文要素进行解读。王崧舟认
为，语文要素是语文学习的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重要方法、基本习惯；涉及
阅读和写作两大板块，一个指向积累，
一个指向运用。如此解读，让语文要
素变得更加可见、可知、可感了。而思

维发展，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是语言的内
核，语言的发展依赖于思维的发展。

何捷执教的《桥》，则通过精准设
置支架，将语文要素落到实处。落实
语文要素是目的，搭建支架是路径。
王崧舟巧妙地总结了这节课中的 5大
支架：一是向导支架，何捷在上课伊始
就提出小说情节的重要性，从而帮助
学生明确阅读的方向；二是问题支架，
教师的提问都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对于学生正确把握人物形象有很
大的帮助；三是互文支架，把《桥》和另
一篇小说《穷人》进行对比，帮助学生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四是情感支架，通
过配乐朗读，师生合作朗读等方式为
学生创设了独特的情境，激活了学生
的情感体验；五是建议支架，教师在每
一板块的结尾都为学生提出阅读建
议，帮助学生梳理和提炼阅读经验，从
而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素养。

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的设计还应
从学生的实际学情出发，教在学生的疑
难点上，力求一课一得，一得一进步。

在第六讲中，王崧舟梳理了小学语
文各学段理想的课堂风貌，从低段的童
趣为重、严慈相济，到中段的情趣为先、
扶放相承，再到高段的理趣为贵、情智
相融。许嫣娜执教的《青蛙写诗》是一
年级的语文课。在这节课中，教师首先
确定了三个层级的授课目标：“识字”

“词串”“说话”，再循循善诱，娓娓道来。
窦桂梅执教的《葡萄沟》中，教师

注重任务单和基础性朗读，教学任务
始终指向语言使用能力的提升。所谓
任务单，指的是语文教师秉持“学为中

心”的理念，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为学
生提供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支架性
材料。在小学低段，朗读是阅读教学
的基础。窦桂梅始终把选择的权利交
给学生们，让学生们自主选择任务单，
完成基础性朗读。

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学生永远
是课堂的中心，课堂永远是学生出彩
的地方。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都
要考虑学情，只有充分研究学生，考虑
学情，才能确保教学的有效性。

以提升素养为目标

统编版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认
为，在语文核心素养中，最关键的是语
言的构建和作用，在语言构建的基础
上才能延伸出思维发展的提升、审美
鉴赏以及对文化的传承理解。

本书第五讲以“如何创造性地复
述故事”为主题，诠释了 4大核心素养
的关系。对创造性地复述故事，王崧
舟给出以下策略和技巧：改变体裁，把
故事变成课本剧；改变结构，把顺叙变
成倒叙；改变人称，在讲述《猎人海力
布》这个故事时，可以让学生以海力布
的口吻讲述；刻画人物，加上人物的外
貌、动作、语言、神态、心理活动等；补
充情节，让学生将简单的情节进行展
开；渲染环境，抓住环境描写的空白点
进行创造性复述。

以上策略，对于小学阶段所有的
复述故事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
讲也启发一线的语文教师，对于每个
单元的语文要素应当做全面深入的理
解与分析。在语文教学的基本概念
上，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去研究
的领域，大到“课标”中的重要理念，小
到语文单元要素中的关键概念。

为以陶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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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崧舟观课十讲》有感
■董霞

守正创新教语文，以生为本提素养
过好书 眼

“芒种忙，麦上场。”“芒种”前后，是
最繁忙的麦收时节。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父亲在
田头掐一根麦穗，将麦穗置于掌心，双手
轻揉慢搓，轻轻吹去麦芒、麦皮，手心里
便留下了一粒粒干净的麦子。风过时，
掀起层层叠叠的浪，荡漾起的麦香味儿，
把父亲的心滋润得柔软、生动。远处，布
谷鸟一声声清脆嘹亮地呼唤着勤劳的
人们。

母亲早已把家里那几把略带着锈迹
的镰刀找出，一个磨刀石，放在一条长凳
上，身边还放个小水盆。她坐在长板凳
上，握住镰刀的刀柄在磨石上打磨刀口。
直到镰刃重又白亮，母亲才满意地放下，
再磨另一把。“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可马
虎不得。”母亲喃喃自语。

开镰了，麦田里都是割麦的人。父
母是割麦子的行家，弯腰叉腿，左脚在
前，右脚稍后，右手持镰，左手把麦。只
听得镰刀嚓嚓响，麦子哗哗地倒下，一
铺铺的麦子整齐摆放着，在身后延伸
开来。

童年，我常常主动请缨跟着父母一
起下田收麦子。其实对于年幼的我来
说，充其量只是“助阵”，更多的还是跟
在后面拾麦，或者送些茶水、食物。我
们这些孩子踩着新鲜的麦茬，把水和食
物送到父母面前。“来，我教你割麦！”父
亲在一旁喊我，“看好，割麦该用左手拢
住麦秆，右手握紧镰刀，刀口往麦子根
部一沉……”只听“唰”的一声，一拢麦
子齐根裁下。“你向后看看，麦茬尽量要
贴地留！两腿分开齐肩，弓腰伸手，镰
刀抡圆，一下下要稳。”母亲道出了

“秘诀”。
阳光在我眼前的麦秆上嘶啦啦响，

时不时有麦芒扫到我脸上，戳破了皮，被
汗一渍，如针扎一般。手里的镰刀渐
觉沉重了，腿也像灌了铅似的，腰也开
始酸痛了。看着割到地头又割回来的
父亲，我只好强打起精神，拼了命地往
前撵——可是心里越是着急，手下就越
是容易出错，不是割错了位，就是有的
漏掉没割。“再简单的事也要认真去对
待……”母亲的话语在我的耳畔响起。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父母让我赶
紧回家歇歇。

麦收，一个令大地欢腾的季节。麦
收有五忙，割挑打晒藏。地里收割下来
的麦子运回打麦场，接下来脱粒、扬场、
晾晒，颗粒归仓……麦气浮动，人们满怀
希望。父母亲微微弯曲的脊背、一摇一
晃的身影如一把镰刀，勤劳地收获土地
的回报。

又是麦香的时节，父母已逾古稀之
年，再也不能那般割麦子了，家乡也早
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联合收割机

“加持”，麦收不再那样忙乱。收麦的过
程虽然不同，但依然是同样饱满的颗粒
和同样的喜悦。回忆当年，父母让我练
手，或许是让我懂得劳作之辛苦，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乃至颗粒归仓的
深意。

行人生 板

芒种忆麦收
■王建明

难忘的儿童节礼物
■李冰

背教育 影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村子里的学校度过
的。那时候，学校的办学条件很简陋，铁门
上锈迹斑斑，墙皮受年月侵蚀，剥落得厉害。
学校不大，一眼便可望尽，除了过道处的一
对双杠和一副单杠外，再没有其他多余的体
育设施。学校的课程也很简单，除了语文和
数学两门主课外，还有自然、品德等副科，偶
尔也会上上音乐课。

这样单调的校园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上
四年级。那一年，学校来了一位女老师。她
姓吴，从镇上过来的，身材高挑，长相温柔，
是位新老师。当时我们在学校都只会说方
言，但吴老师不一样，她有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不仅如此，她的声音还特别甜美。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件再新鲜不过的事情，所以有
几个调皮的男生，总会在她讲课时，很夸张
地模仿她。

有一次，她正在课堂上读着课文，教室
的角落里却突然发出一阵笑声。两个男生
不顾课堂纪律，翘着兰花指，捏着嗓子模仿
吴老师读书。他们搞怪的模样引得周围同
学哈哈大笑。老师上前制止，他们却愈发闹
腾。那一刻，吴老师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
好，好在班长及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吴老师
硬着头皮上完了课。下课时，吴老师却不自
觉地红了眼眶。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还有同
学看见她掉了眼泪。

我很喜欢吴老师的课，不仅是因为她普
通话说得好，还因为她很会讲故事。每次上
课之前，她都会用故事给我们做课前引导，
有时候是一些历史故事，有时候是一些神话
或者童话故事，还有一些科普故事。这些故
事令所有的同学着迷，包括那几个调皮捣蛋
的男生。有人问她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故事，
她说都是从书上看来的，多看书，就会知道
更多。

那时候，除了课本以外，我们再没有其
他课外书籍了。吴老师的话却像一颗种子
一样埋进了我们心里，我们也开始渴望读一
些课本以外的书籍。她似乎觉察到了我们
的心声，用坚定的语气对我们说：“放心吧，
老师一定要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之后没多久，就到儿童节了。按照惯
例学校会放假一天。吴老师却招呼我们先
别着急走，她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随
即，她叫了几个强壮的男生跟她去办公室拿
礼物。我们都很兴奋，坐在教室里猜来猜
去。有的说是零食，有的说是新衣服，还有
的说是笔记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教
室门口，好在第一时间解开心中的疑团。

过了一会儿，他们抬着两个大大的纸箱
子进来了。吴老师笑吟吟地站在讲台上，她
大声宣布说：“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
有自己的读书角啦！这里的书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借阅。”原来，这段时间她整理了一些
自己看过的书，将它们全部带到了学校，并
为每本书贴上了号码标签，以方便我们借
还。她将图书角交给班长和副班长管理，主
要负责借阅登记和图书维护。

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课外书，每个人
的读书热情都持续高涨。此后，班上又掀起
了一股模仿吴老师的热潮，只不过这一次不
再是模仿她的语音语调，而是模仿她热爱读
书的模样，以及认真读书的态度。

那些书就像温柔的细雨，滋润了我们的
心田，浇灌了我们心中那颗掩埋的种子，使
它生出了根，发出了芽，开出了美丽的花。
吴老师送给我们的儿童节礼物，不仅仅是一
个读书角，而是这个角落之外更大的世界和
更广阔的的天空。从这些书里，我们看到了
未来的更多可能，读出了生活的更多滋味。
难忘啊，这份儿童节礼物！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当年
为晓庄师范立下的校训，也是陶行知生
活教育学说的教学论和教学法。陶行
知认为，传统教育方法将教、学、做分为
三项不同的事情是不对的，教、学、做不
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

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在《世界教
育新思潮》专栏发表论文《教学合一》，批
评传统学校已经成了“教校”，第一次提
出“教学合一”主张，他认为：一、先生的
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二、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
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
起来。指出教师要根据学生学的方法来
选择教的方法。这样既可满足学生的兴
趣，使学生乐学，又可以让教师费力少而
收效多。三、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
学，并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
不尽的。强调教师应该不断学习，不能
固步自封，不求进步，“要学而不厌，然后
才能诲人不倦”。

1919年，在郭秉文校长的支持下，
陶行知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有关于

“教授法”的说法，一律更名为“教学
法”。1925年，陶行知在南开大学作《教
学合一》演讲，张伯苓建议改为“学做合
一”，陶行知感到豁然贯通，开始将其称
为“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
命题正式确立。

1926年 12月 3日，陶行知在《新教

育评论》第 3卷第 1期，发表《中国师范
教育建设论》，描绘理想的师范学校，并
为即将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设计架构。陶行知在文中写道：“师范
学校是要运用环境所有所需的事物，归
纳于他所要传布的那种学校里面，依据
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实地训练有特殊兴
味才干的人，使他们可以按着学生能力
需要，指导学生享受环境之所有并应济
环境之所需。”

他强调，教师教学不是只传授书本
知识，也不是把现成的答案告诉学生，而
是要设计情境，指导学生自己去寻求解
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经过长期训练，学
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后，便能举一反三，主
动探索，主动学习。教学要根据学生的
才能需要、兴趣爱好、资质禀赋、个性特
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教师必须一边
指导学生，一边充实知识、研究学问。教
师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仅能时常将新
知识新方法带给学生，还能给自己带来
发现与创造的快乐。

在文章中，他进一步提出，教的法
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
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
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所建议的答语是，
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
怎样教就怎样训练教师。

1927年 11月 2日，陶行知在晓庄学
校演讲校训教学做合一，澄清对“教学

做合一”理论的误读。他说：“教学做合
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
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
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教学做是一
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
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
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
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
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
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
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
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
严格的分别。”

这篇演讲词后来发表在 1928年 1
月15日《乡教丛讯》第二卷第一期。

1931年 10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
界》第 19卷第 4期，以何日平的笔名，发
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批评三十
年来的中国教科书虽有进步，已由文言
文向白话文转变，但依然与传统教科书
一样，以文字为中心。陶行知提出，生
活教育理论下之教科书应以生活为中
心，并列举 70种要培养的生活力，以及
培养这些生活力所需要的 70 种教
科书。

在文中，他进一步提出，教的方法
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
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
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
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这种“做”，不是
盲目行动，而是在劳力上劳心。它具有
行动、思想、新价值的三个特征。在他
看来，这种“做”不排斥传统的讲授、谈
话、练习、考辩方法。因此，教师的教不
是只用嘴讲，而是一个尊重学生、手脑
并用、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过程。学生
的学也不是只用耳朵听，而是一个思想
与生活结合、理论与实践联系的过程。
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而是教人
学做事。

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
的方法，也是教育的方法。“教学做合
一”的目的，在于培养劳力劳心、手脑双
挥的人，它克服了传统教育中重教而不
重学、重知而不重行、重教师主导作用
而忽视学生主体等缺陷，有助于加强教
与学的结合、学与用的结合、教育与生
产劳动的结合、劳力与劳心的结合、知
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理论与实际
的结合。要求教与学都要与实践结合，
从实践中去追求真知识。

今天，“教学做合一”这五个字，依
然是南京晓庄学院的校训。这句语录，
是陶行知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育财
富。对于每位教育工作者而言，依然具
有重要启示和启发意义。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
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

《王崧舟观课十讲》
王崧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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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摇着树
摇着碎成玻璃的阳光
摇着笔
摇着十七岁

考卷从指间翻过
青春从不藏头，不露尾
有没有诗行，写过就行

二十多年了
我从没有将生活逼退到幕后
然后清醒地书写
——这些孩子
此刻他们拥有的

突然，窗内掉进两声鸟鸣
这，并没引起潮起潮落
连我和孩子们的呼吸都是平稳的
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如果掉进一片云
这也是我和孩子们最初的预设

撷诗苑 英

监 考
■胡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