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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该如何定位，如何在教育改革中提

高和发展自己的课堂教学技能和教育科研能力，不仅关系到教师

的切身利益，更是对提升当地学校乃至这一地区的教育品牌有着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为配合各地学校和教研部门推动教

师的素质培养工作，指导广大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总结教育研究成果，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教师的２８个怎么

办》系列丛书。

《教师的２８个怎么办》丛书共２８册，分别从教师理论、课堂教

学、教育科研、学生德育等多个方面对教师如何充分利用当地教育

资源，有效的运用独特的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各类教育研究，从而使

自己早日实现教师角色转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名师之路" 提

出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这是一套推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不可多得的好书。希望它

的出现能够带给您全新的感受和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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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应试教学到素质教学

第一节　应试教学的含义和弊端

应试教学是指脱离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

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教学。应试教学不是对我国现行中小学

教学的概括，而是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单纯以应考为目的而产生的教学弊端

的概括。

应试教学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一、教学对象上的局限性

面向少数学生，忽视大多数学生的发展。按分数给学生分等，重视高分

学生，面向升学有望的少数学生，忽视大多数学生和差生。不是创造适合儿

童的教学，而是选择适合教学的儿童，使９５％的学生成为“失败者”，以“失败

者”的心态进入社会。这就违背了“教育机会人人均等”的原则。

二、教学内容上的片面性

怎么考就怎么教，怎么教就怎么学。偏重知识传授，忽视德育、体育、美

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忽视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应试教学只重功利，没有

灵魂，只关心应试能力，不关心其他能力甚至排除其他能力，培养的学生高

分低能，素质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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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过程的表面性

以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训练为方法，妨碍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

使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应试教学把学生的价值局限于知识量、记忆力和应

试技巧上，导致学生机械地片面地学习，扼杀了学生的认识兴趣和创造力，

忽视了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应试教学以教师的讲述代替学生

从已知去探求未知，以学生的听讲和模仿代替学生的独立思考，扼杀了学生

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四、教学效果上的虚假性

为了应考暗度陈仓，用教师的能力代替学生的能力。以考试成绩作为

评价学生的主要标准甚至作为惟一标准，挫伤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影响了他们全面素质的提高。应试教学对学生的独立人格缺乏

真正的尊重，目中无人，把人看做是社会的附庸，从而使学生沦为考试的奴

隶和考试机器。应试教学把学生当做仓库，把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当做填

满仓库的过程。依据上述弊端，应试教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少数性；

片面性；机械性。

近代不少教育家曾经尖锐批判过应试教学。当代教育家叶圣陶批判应

试教学达半个多世纪。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叶圣陶就批判当时教育存在的

“考试的价值被提高到它所原有的以上，而学生受教育就差不多专为应付考

试”，“为应付考试而造成的紧张空气”，“把应付考试作为一种严重的功课”

的误导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社会是“特别看重考试的社会”，当时的

教育是“考试本位”。他还明确指出：“贤明的教育家不看重什么考试，他与

学生日常接触，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他据以下评判的资料啊。惟有不甚明

白这个道理的人才特别看重考试。”他还“竭诚地希望负责教育者注意：考试

只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占一个小小的位置，把它过分的重视，甚至忘却了求取

知识的本义，对于学生是无益而有害的”。他谆谆教导青年“考试只是一种

测验的方法，并不是学习的目的，他必须为自身受用而学习，不该为对付考

试而学习”。７０年代，叶圣陶指出：“学习不光是为了高考，也为了将来能做

好各项别的工作。”８０年代，他大声疾呼：“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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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新

中国成立以来，为克服应试教学的弊端，党和政府以及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做

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６４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年对北京铁路二中

校长来信的批示，都对应试教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第二节　素质教学的含义和目标

素质教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９０年代初期，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

过程中，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对中小学教学进行种种不断改革探索

（如愉快教学、成功教学、情境教学、和谐教学、希望教学等）所形成的一个共

识。它是针对应试教学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教学主张，是以学生身心素质

发展为目的的教学思想。素质教学的提出，适应了当代社会对人才质量观

的新要求。

素质的涵义有狭义、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素质概念是指生理学和心

理学上的素质概念，强调素质的先天性，即“后天发展的主体可能性”，亦即

“遗传素质”，这是素质的本义。中义素质概念一般指“未来发展的主体可能

性”，亦即“发展潜力”或“发展潜能”。广义素质概念，泛指整个主体现实性，

即在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的身心发展的总水平。素质教学的素

质，一般指广义素质。

素质教学侧重于人的素质的优化与提高，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学。它

依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全体学生

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尊重学生主体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

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

展为根本特征的教学。素质教学把学生素质作为评价质量的标准，重视学

生身心素质的发展；素质教学引导学生从已知去探求未知，使学生的自主性

得到充分发展；素质教学多方位地对学生的身心素质作全面性的评价。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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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全体性；基础性；发展性。

素质教学目标可分解为以下６个子系统：

思想品德素质，主要立足于教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文明人，做一个中

国人，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做一个现代人，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知识智能素质，主要立足于教学生学会学习，使学生学好各门学科知

识，达到合格标准，在合格基础上发展认知兴趣，学有所长。在此基础上形

成完整的智力结构，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一定的创造

能力。

身体素质，主要立足于教学生学会健体，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

锻炼身体的习惯，身体形态正常发展，提高人体器官的生理机能。

心理素质，主要立足于教学生学会健心，发展非智力因素，养成良好的

心理品质，具有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不怕风险和挫折的心理素质。

审美素质，主要立足于教学生学会审美，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审美观，具

有一定的审美修养，具有一定的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劳动素质，主要立足于教学生学会劳动，使学生勤于动手动脑，手脑并

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操作技巧和心智活动技巧。

第三节　由应试教学向素质教学转轨

由应试教学向素质教学转轨，是基础教育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是影

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一环。这种转轨的标志，至少

有以下三点：（１）作为义务教育，做到了真正面向全体适龄儿童，而不仅仅是

面向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２）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而不仅仅是重视智

育。（３）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动发展的状态。

由应试教学向素质教学转轨，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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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课程、教材、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

课程教材的改革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符合不同年龄段少年

儿童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要编写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符合素质教育需要

的教材。要适当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有时间接受全面素质教

育，有条件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参加劳动。课堂教学要以智教人，以德育

人，以理服人，以情化人。

二、深化考试改革

要深化高考改革：改革高考管理体制，下放考试权，改变高考报名方式，

完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高考的目标和考试内容，改革高考分数的统计方

法，变原始分数为标准分。要完善初高中会考：要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实现

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要强化对中小学校内平时考试的管理，控制考

试次数和考试难度，严禁按考试分数给学生排名次。要改革考试方法，注意

终结性考试与形成性考试相结合，考试与考查相结合，笔试、口试与操作测

试相结合。

三、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评价学生要按照全面发展的要求，看学生是否在原有基础上得到生动

活泼地主动地发展，而不是单纯看文化考试的分数的高低。改革小学评分

制度，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制，减轻考试分数对学生个性心理产生的高压，

引导学生从分数的奴隶变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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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狭义教学到广义教学

第一节　狭义教学和广义教学的含义

对狭义教学和广义教学的含义，我们可以试作如下解释：

从通俗说法讲。狭义教学，从教师方面说，是教书；从学生方面说，是读

书。广义教学，从教师方面说，是育人；从学生方面说，是育己，也就是受

教育。

从科学概念讲。狭义教学，是指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文字符号载体把握

它所代表的现实事物的教学。它是广义教学的抽象形式。这种抽象的中介

化的学习，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使人的学习变得更加简化，更有效率，带来

发展的加速性；另一方面，由于它背离和扭曲了人的自然天性，导致人的内

部分裂和片面发展。在这种意义上，狭义教学可称为片面教学，丑的教学，

死的教学。广义教学是指教师指导学生调动和运用身心的全部器官参与的

旨在掌握对象的同时，全面和加速地发展主体的一切特性即他的完整的个

性的教学。在这种意义上，广义教学可称为全面教学，美的教学，活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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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狭义教学的旧传统及其流弊

狭义教学，作为一种传统教学观念，是教学实践处于幼稚阶段和教学理

论处于贫瘠阶段的产物，是对原始的朴素的广义教学的反动。孔子曾经哀

叹当时的学习风气今不如昔时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

是说所学的都为自己所用，生活丰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

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广

义教学是“为己”的教学，狭义教学是“为人”的教学。这就是说，狭义教学至

少是从孔子以来就有的旧传统。古代语文读物上曾有这样一段话：“学生入

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日：‘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学生读书，先

生教书，成为一种随俗的说法，历经数千年，经久不衰，占有巨大的舆论

市场。

当今，在狭义教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校里，儿童只能在鸟笼式的校园里，

囿于有限的活动领域，跟单调的符号刺激物打交道，书本文字隔开了他们与

周围世界的联系，使他们的自然天性一部分被漫无限制地滥用，另外的部分

则被长期压抑。久而久之，学生的身体与心理、右半脑与左半脑、感知与思

维、情感与认识，都彼此隔离；除了练就一些初步的读、写、算技能外，那些赖

以生存的劳动能力、自理能力、社交能力、审美能力等等都极其脆弱；除符号

认知以外的各种身心机能都出现病态萎缩，感觉迟钝，想象力不足，情感冷

漠，了无爱心；抽象思维由于得不到丰富的感性意象的支持，也经常陷于“短

路”，缺乏创造性；由于长期紧张，学生出现焦虑、厌腻、抑郁、反抗、孤僻、狂

躁等不良心理状态。这样培养出来的多数人，将不是万马奔腾，而是万马齐

喑；不是博学多能，而是高分低能；不是以胜利者、成功者的心态看人生、看

社会，而是以落榜生、失败者的心态看人生、看社会。

不仅如此，狭义教学还会造成公民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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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缺陷，从而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譬如：德育的缺失，会导致个人主义

的膨化；体育的缺失，会导致个人体质下降，甚至社会健康水平下降；美育的

缺失，则可能产生趣味庸俗，品格低下，精神空虚的一代。

第三节　现代教育家对狭义教学的批判

现代社会对学校培养目标的需求，现代教学实践的多样化，现代教学理

论的科学化，对上述传统观念和随俗说法予以强烈的冲击。我国教育界的

有识之士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起对“读书”“教书”说的批判。现代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杨贤江曾经指出：“把求学限定是读书，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划

分，这都是错误的。学生是求学的，学生是读书的，但不能就说求学即读书，

读书即求学。”“我国社会流行求学即读书。于是身体可以不锻炼、社交可以

不讲究、技巧可以不练习、团体活动可以不需要、实际才干可以不养成，结果

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虽知大道理，却不知切实下手处与真正的办事

方法。”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尖锐地批评传统学校“总是把学生关在狭小的天地

里，以文字、书本为中心，死教死学”，批评传统教材“以文字做中心，并且用

零碎的文字做中心”，读了这种书，“好比吃了有纤维而无维他命的蔬菜，不

能滋养身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

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同狭义教学的代表说———“读书”“教书”说坚持

不懈地搏斗了６０多个春秋，创建了广义教学的基本理论，早在１９１９年他就

指出：“知识的获得，并不专从读书，读书不过是学习方法中的一种罢了。…

‘读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事物是主，书籍是宾”。１９３６年他

指出：“读教科书并不是进学校的最后目的，最后目的仍在取得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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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如果当小学教师，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

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作为终极的目的，我将特别注意，让小朋友养

成好习惯。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把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

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我如果当大学教师，还是不把我的行

业叫做‘教书’。有人问我这叫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为学’。”他还

说：“不要以为读书是学习的惟一途径。从劳动中，从服务中，从娱乐游戏

中，从待人接物中，都可以学习。”１９８３年他又指出：“学生上学，随俗地说是

去读书，正确地说可不是去读书，是去受教育。受教育是上学的全部意义和

整个目的，读书是受教育的一种手段。”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党风建设中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观、知识观、知识分子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

股》等著作中，他辛辣地抨击过片面学习、片面知识的旧传统。毛泽东早在

１９３６年就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重要的学习。”“干就是

学习。”１９４２年他指出：“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

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

自己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

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这里，毛泽东虽

然讲的是学习战争和整顿学风，但他的全面学习、广义学习的思想，对中小

学生学习仍然是适用的。

第四节　变狭义教学为广义教学

尽管如此，狭义教学的传统观念仍然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成为阻碍

教学改革的一种习惯势力。变狭义教学为广义教学是当代教学改革的当务

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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