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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路（代自序）

人在旅途，感慨多多。 自置身教育改革的洪流，踏上教研创新的甲板，一路跌跌

撞撞，总有回到人生原点的感觉，于是，常想起儿时的路。

儿时，常常向往那飘浮着白云的蓝天。 只叹没有腾云驾雾的本领，找不到通天的

路途。 偶然翻开哥哥姐姐们早先的课外读物，才发现有过航模这回事———可以让自

己的心愿搭乘航模上天。 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 就那个年代，那个小地方的条件，我

是不敢奢望的。 一次，观赏邻居家的叔叔放风筝。 那圆圆的脑袋，长长的尾巴的纸玩

具，飘过屋顶，飘过树梢，飘过山峰……真正牵动了我的心思。 于是我邀来小玩伴们，

学着用纸做起了风筝。 尽管起初那风筝跌跌撞撞，但阳光灿烂，路在眼前，我们笑个

不停，叫个不停，真正从心底流淌着快乐小河……

后来，通天的路可多了：目光追随着太阳，可以攀着竹帘一级一级往上爬；盛上一

碗清水，也把一方美丽的蓝天盛在碗里；坐上一叶扁舟，还可以用手在水面上和白云

嬉戏……

世间的路千万种，不同的路上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路上有着不一样的风景。

儿时的路，呈现的是一种原生态。 它源于身边，源于生活的原始体验，触手可及，

真真切切。 它是那么可亲可近！

儿时的路，呈现的是一种原动力。 因为一份憧憬，它始终泛着激情和躁动的涟

漪。 它是那么美好动人！

儿时的路，呈现的是一种原创性。 它充满奇思妙想，充满叹为观止的瑰丽色彩。

它是那么富有启迪性！

啊，儿时的路！ 它在昭示我：如今，脚下的感觉也很美……



前 言

《活动教研与缺口教学》一书即将出版了。这使本人有种轻松畅快之感。说是成功的喜
悦，似乎又不尽然。

活动教研体系的形成，是本人主持江西省第一批以校为本教研制度建设基地（南丰县
教研室）工作的一项最新成果。而缺口教学则是本人在教研员岗位上创立的学科科研课
题。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早些年在《读者》杂志上看到的一篇短文，说的是“该出手时就出
手”这一歌词风靡的原因。作者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全力张扬个性的小说。不过，自从一
百零八将被捆在一起后，便越来越难看。单看都是好山水，拢到一起，却成了杂货铺。好汉
挨着好汉，对比弱了，张力小了，个性丢了。读者感到憋闷。由此看来，"该出手时就出手 "
一语迅速风靡，最主要的，是因为它道出了人们的一种本能的企盼，和盘托出了一个鲜亮
的个性。这里的“出手”，当是个性魅力的“出手”。

对短文作者的这一看法，本人颇有同感，也顿悟出轻松畅快之感产生的另一种原
因———不错，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张扬个性的空间，而个性的解放，乃是人生再畅快不
过的事了。

活动教研和缺口教学课题的确立，主要源于本人对教研和教学上许多金科玉律及其
经典做法的不习惯、不满意。我想，也正是由于这一个性特质吧，这两个课题得到诸多的呵
护和关爱。江西省著名教育专家、中语会原理事长袁牧教授，为缺口教学亲笔题词。江西省
教研室和抚州市教研室的领导黄建国和黄德明等老师，以及教研员刘珊、吴昌财、李国健
等老师对这两个课题给予了大力指导和扶持。江西教育期刊社副总编辑熊义勇和《江西
教育》执行主编廖肇银等老师更是不遗余力地隆重推介这两个课题的科研成果。在打破
常规做法，一次性刊发缺口教学一篇近 8000字的论文后，熊义勇老师又接二连三地刊发
了缺口教学系列论文，期间还多次配发了相应的报道和编者按。其中，一个编者按这样写
道：“过福堂老师的《缺口教学初探》一文，在本刊 1998年第 7、8期合刊编发、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学》1998年第 10期全文转载后，引起了省内外中学语文界
的关注。该文对强化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益探索，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和借鉴作用……且给人以新鲜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对我个人教改成果的肯
定，更是对一种创新品质的推崇。

而在活动教研和缺口教学两个课题成果结集成书的过程中，南丰县教研室江诘、王政
田、衷泉水、叶林、刘甫云、张华、罗群英、章蔚、曾之伟、张茂魁和李福庆等新老教研员，特
别是南丰县部分中小学李晓宁、张华、严志伟、吴美华、吴慧玲和袁隽等一线教师，作为参
编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其工作态度可圈可点。

为了支撑和解读两个理论体系，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在此，一并对原作者表示深
深的谢意！

本人知道，自己是在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填补教研和教学的缺口。不管补得如何，真正
关心和支持教改的领导和行家，都在充分肯定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用发展性评价鼓励
我，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帮助我。这是本人最感欣慰的。

过福堂
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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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教研篇



太阳神鸟图

太阳神鸟图有个颇具启示意义的动感效应。 其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

图案为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光芒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

案由四只鸟构成，鸟展翅飞翔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 这使图

案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先民们对光明、生命和永恒的不断追求，也驱

动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无限向往。

基层教研多半是通过动态活动这一平台来开展的。教研活动是基层教

研工作的基本形式。突出抓好教研活动，形成强烈的动感效应，呈现生生不

息的教研生态，实现对教育教学的强势驱动，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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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教研的基本框架

近几年来，在开展新课程校本教研的过程中，南丰县教研室就“活动教

研”这一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获得一些认识上的提升。如果说校本

教研解决的是教研主体问题，那么活动教研则是实现校本教研的一种有效

途径。

活动教研是作为教研活动的体系呈现提出来的命题。 活动教研，是在

一定科学理论指导下，为完成规定的校本教研目标和内容，对构成教研活

动系统的各个部分而设计的完整的组合方式及其进行程序。教研活动必须

是系统化的。 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原理告诉我们：系统并不等于组成的各部

分机械地简单地叠加，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从一个系统分解出来的任

何一部分，同在整体中发挥功能的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各部分离开整体其

功能是不存在的。可见，不管哪个学校、哪个学科、哪个主题的教研活动，如

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行的。 教研活动实际上是一个“认识—接受—

转化—再创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开展教研活动不能浅尝辄

止，不去把握其系统性。惯常的教研活动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

整体活动意识不强，活动零打碎敲，方式不配套，机制不健全，影响了教研

活动的效力。 因此，教研活动系统化，其优势会得到很好的发挥：较为完整

的活动结构，具有全程性；较大的活动密度，具有经常性；环环相扣的活动

内容，具有逻辑性；广泛的参与人员，具有群众性。 总之，活动教研层次较

高，较为概括，较为系统，是体系化的教研活动，是教研活动的深化。将教研

活动作为一个工作体系来系统考虑， 更有利于驱动教育教学工作科学发

展，更有利于创新教研工作，更有利于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率。

据此，活动教研应以系统化活动为基本框架，围绕整体思路，完成教研

活动系统各个部分的有序组合，实现纵向推进，横向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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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教研的原则要求

以校为本的教研，是新课程的重要成果。 新课程教研活动在很大程度

上是建立在校本教研层面上的。 校本教研是指以学校为基地，以课程实施

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内容，以教师为主体，以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为目的所开展的教研。 据此，教研活动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 活动重心下移原则

以学校为基地，关键是要把教研活动的重心置于具体的学校教学情境

中，做到教研活动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使教学的过程成为研究活动的过

程。 因为教学研究的问题是从学校教学实践中归纳和汇集的，而不是预设

和推演的，所以要在学校的教学情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对于许多教学问题，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教学情境，抽象谈论是容易做

到的，但意义不大。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学情境，对于具体学校而言，解

决面上的教学问题就显得不那么真实，总有一种隔离感，不能对学校的教

学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把它们置于学校的具体教学情境中才可能找

到解决的办法。 如果能为教师提供持续关注某个或某些有意义的教学问

题，想方设法在教学行为中解决问题，并且不断地回头反思解决问题的教

研活动平台，那么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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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资料 1]

在教学情境之中发现课题?

研究始于问题。 俗话说“问题的提出就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 对于教

研活动来说，其有效与否首先要取决于问题的有效与否。

案例：在观摩某一学校的课堂教学时，一位教研组长对笔者说：“我们

不知道校本教研选什么题，你给我们提点建议吧？”另有一位教研组长在参

加浙江省 E 环境下的教师专题研修的培训后， 对组里的教师说：“我们就

定建构主义和小学英语教学这个题为校本教研的问题吧。 ”有一教研组长

在被问及“问题从哪里来”时，回答说是老师讨论的结果。

反思：有效的校本教研问题不是别人指定的，不是书上拿来的，也不仅

仅是老师讨论的结果。有效的校本教研问题应该来自教师自身特定教学情

境中的疑难和困惑。 所以，校本教研活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特点：（1）自下

而上形成的，而非自上而下部署的。 校本教研的问题是教师自身教学活动

中的困惑或疑问，而非上级下达的某个课题。 （2）是“怎么做”的问题，而非

“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比如，有一所实验中学校本研究的问题

是“课堂提问的有效性”，他们研讨的子问题不是“什么样的问题是有效问

题”，而是“怎么才能做到有效提问”，“我们做到了没有”，“没有做到，问题

出在哪里”。 因为“什么样的问题是有效问题”，已经由前人给出了概念。

作为一线的教师更重要的是如何实施和操作， 而非对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3）细小的、真实的、典型的，我们自己能尝试解决的我们自己的问题。前面

所提到的“建构主义和小学英语教学”显然太大。 在观摩校本教研的过程

中，笔者发现五个备课组中共有三组选择了“任务型”教学途径为研究的主

题。 可见教师对“任务型”教学途径的困惑之大，同时也反映了所选问题与

本土教学实践的结合不够密切，因为是大家的，就不是本土的了。教研组应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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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组教师在运用“任务型”教学途径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展研

讨。这里就有一个从发现问题到提炼问题的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通过科学的手段了解问题的症结，并对原因做出

合理的推测，最后形成对问题的初步认识，并提炼出一个切口比较小，但亟

待解决的问题。如，某组教师普遍发现，学生在汇报或展示自己小组完成任

务的情况时，所用的语言质量差。原因在哪？在对本组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

观摩后，教师们发现教师介绍任务的指令语都比较复杂，而且含有生词或

学生未学过的短语，令学生费解。 所以，小组活动开始后，学生都要花较多

的时间去讨论教师到底要他们完成什么任务。 而且，由于课堂上所给的完

成任务的时间比较短，当教师要学生结束小组活动开始汇报时，大部分学

生还没有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 因此，通过以上调查和对调查所得数据

的分析，教师们推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教师的指令语。这时，教师就从原来

所发现的问题中提炼出了一个真实的、典型的、细小的、本土的问题，即“对

‘任务型’教学中教师指令语的研究”。

（来源：傅咏梅博客）

（二）尊崇个性化教学原则

要使校本教研富有生机和活力，呈现生生不息的状态，还应尊崇教师

主体的个性化教学，反对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模式化教学。教学并非一般

的科学，而属人文科学。如果过于看重齐整刻板的教学模式的便捷，而忽略

不同教学个体及其要求的作用，那么，就会压抑教师的创造激情和能量，就

会堵塞教学的生命之源，教改之路就会越走越窄，教育发展就难以持续。所

以，在教研活动中，只对教学规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作探究，给教师个性和

创造力的发挥留下广阔的空间；而不要刻意从某些具体的操作步骤、操作

模式上去约束教师，去捆绑他们的手脚。 对那些既注意引进和应用教改共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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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成果，又不走“重复建设”之路，不搞人家教学模式的翻版，在别人的基

础上寻求个性发展之路的精神，要大力宣扬。

[拓展资料 2]

教学个性的缺失与培育
徐继存

摘要：教师的教学是否具有个性对学生个性的养成具有重要影响。 目

前，个性化教学的观念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制度化的教学习惯严重遮蔽和

侵蚀了教师的教学个性，具体表现为教学行为取代了教学思考、教师角色

取代了教师真我、教学义务取代了教学权利、教学他律取代了教学自律。教

学个性不是既定的而是生成的， 不是自然形成之物而是有意识培育的结

果。 教学个性的形成既需要有宽松自由的教学环境，也离不开教师个人的

积极努力。

关键词：教学个性；缺失；培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何养成学生独立行动和思考的良好个性品质日益

引起人们的关注。 学生个性的养成有赖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教师

的教学是否有个性尤为重要。 教学原本就应该是有个性的，这不仅仅是因

为学生个性的差异，更是因为教师个性的差异。 同样的学生、同样的教材，

不同的教师会有差异悬殊的教学效果。 但随着学校教学活动的日趋制度

化，教师教学的个性日渐消失，千校一面、千人一面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严酷现实。 教师的教学没有了个性，又如何保证学生个性的养成?

确实，日趋严密的学校制度保证了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运行，可其中

也包含着损害某些重要价值的危险。 “和制度相比，个人没有精神的权利；

个人的发展和教养在于对现成制度的精神的恭顺同化。”只要你走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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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学校的教学运行，就不难发现教师日常的教学活动已经被深深地

镶嵌在非人格的教学程序和规则之中。 教学活动变成了简单的、常规化的

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活动，教师可以不加质疑、按部就班地行事，不需要花

费多少脑力，教师所有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压抑，教师

的那些不可量化、难以掌控的情感领域被边缘化，实际的生存领域被挤压

到日常工具化的教学活动之外。

我们常说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但如果教师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切实

的保障，教师的主体性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实际上，当我们说教师是教学

的主体的时候，这本身就意味着教师教学个性的存在。 如果教师在教学活

动中不能舒展个性，教师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主体。 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教师的教学个性乃是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基本保障。 马克思指

出：“我在我的生活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

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

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

教师在教学中发展了自己的个性，也就成为更具有主体性的人。 教师也只

有在不断舒展教学个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感受、体验和享受到自己作为

教学主体的生命担当和幸福所在。

一、教学个性缺失诸相

目前，个性化教学的观念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制度化的教学习惯严重

遮蔽和侵蚀了教师的教学个性，而教学个性的缺失反过来又压抑和摧残了

教师的本来个性，两者互为因果，既不利于教学改革的深化，也阻碍了教师

的专业成长，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教学行为取代了教学思考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没有一定的制度保障，教学就会陷入混乱无

序的状态。“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

社会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自由才可能增长。”教学制度在约束和限制教师

教学的同时也创造并确保了教师教学的自由秩序，遵循一定的教学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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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是教师作为教学主体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 但又必须看到，无论教

学制度多么合理和完美，教师对教学制度的坚守，都不是教师自我的丰富

和建构，而是在规范教学思想和行为基础上的整齐划一，这往往又是以教

师个人独立性的消解及因之导致的教学思想的匮乏为代价的。正是教师教

学思想的匮乏，导致了教学的平庸，也使教师逐渐形成了一种懒惰的存在

方式，但这却是一种极为安全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回避了教学思考所可能

带来的各种威胁。“维持现状能使一个人保持稳定的专业身份（改变一个人

的专业实践会造成其专业身份的改变，因而也就失去了其现有的安全感）。

维持现状很容易，因为这样工作只需要付出最少的能力和努力。”教学思考

会因对教学现实做批判性的评估而包含着很大的破坏潜力，它随时可以拆

解教师多年的教学规则、习惯和教条以及固持信念所带来的确定感。然而，

教师一旦丧失了教学的思考，他的教学就只能是一种训练，一种机械的活

动，根本就谈不上教学的个性了。

2．教师角色取代了教师真我

教学需要教师的真诚与真实，教师的真诚与真实也是教师为人为师的

底线伦理。 在我们看来，教师真诚、真实地开展教学活动就等于真诚、真实

地面对自己。 但是，教师这一社会角色，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教师这一社会角色的要求越来越高，当教师的社

会自我日益成为重点建构的对象和目标，个体的自我就成了任意裁制的对

象。 在社会文化和学校制度的规约下，教师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是否扮演好教师角色，这也被教师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 可

是， 教师一旦甘于接受由他人确定的用以测量自己个人成长的角色标准，

那就很快会用同样标准来衡量自身。 这时，教师已不必再由他人勉强其循

规蹈矩，而是自觉自愿地不越雷池一步，并钻进按别人所示而觅得的自己

的洞穴之中。 我们知道，进入教师角色的前提往往是放弃自我，闲置理性，

以感性体验遮蔽理性的认知和分析， 以模仿榜样替代自我发掘和自我实

现，这样极易养成教师特有的演员人格，甚至是双重人格，从而造成整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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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化的外在化、形式化和平面化，既不利于教师人性内涵的挖掘，也阻挡

了教师自我发展的道路。

3．教学义务取代了教学权利

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对教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履行教学的义

务，同时也应当拥有一定的教学权利。 教学责任和教学权利是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没有具体的教学权利就没有真正的教学责任感。 许多学校常常在

无视教师教学主体地位及相应的教学权利下为教师设定了一系列的行为

规范、责任和义务，甚至汇编成册，强制实施，严格监控，教师不得不在被动

机械地担负教学责任、履行教学义务的过程中抽离和消退一切欲望、情感

和个性。 既然教师得不到人道地对待，我们又怎能期望他们人道地对待学

生?教育哲学家奈勒当年所描绘的景象再一次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的儿

童像羊群一样被赶进教育工厂，在那里无视他们独特的个性，而把他们按

同一个模样加工和塑造。 我们的教师被迫，或自认为被迫去按照别人给他

们规定好的路线去教学。 这种教育制度既使学生异化，也使教师异化了。 ”

4．教学他律取代了教学自律

人之所以有尊严，人之所以远远地高于一切自然之物，就在于其自主

设定了价值，并把这些价值变成了目的，且理性地选择达到这些目的的手

段。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律，也就是说，在于个人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价值

或理想。教学自律是教师在对外在教学环境和内在世界探索和认知基础上

的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是教师自由自觉的教学行

为，是教师主体性充分发育的产物；而教学他律是学校组织外加于教师的

规范，合理、完善、公正的教学规范可以保障教师的权益，但以不平等为内

核的强加于教师之上的教学规范体系越是严密、精致、高效，就越是泯灭教

师的个性、消解教师的主体性。杜威曾在论及教育原则时指出，只有引起人

性中的某些东西的共鸣，并在人性中唤起积极的反应，规则才能被遵守，理

想才能得以实现。当教学行为取代教学思考、教师角色取代教师本真、教学

义务取代教学权利，教学他律也就取代了教学自律。 一旦教师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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