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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堂的建设逻辑 

□ 胡金波 

每一位教师都在追求好课堂。如何建设好课堂，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建设逻

辑？本期特别呈现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胡金波关于建设好课堂的思考。 

  

好课堂是有意义、有效率、有活力、有韵律、有追求的“真实课堂”，是学

生今天离开了、明天还想来、受益终身、难以忘却的课堂。在我看来，好课堂

应该有以下鲜明的标识—— 

好课堂是促进“心灵转向”的课堂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人化”和“人化”的教育应践行促进“心灵的转向”的使命，

让心灵转向“仁爱”、转向“善良”、转向“智慧”。“仁爱”是课堂的底色。课堂绘好

仁爱之色，方可精神饱满、精益求精、精彩纷呈。善良是对生命、生活、生态

的敬畏。泰戈尔一句“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送生命的气息”，之所以让人荡

气回肠、感心动耳，是因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单纯的理智知识和认

识的堆积”，教育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面对一丛野菊花而怦然心动的情

怀’”。智慧是理性的提升。每日求知为智，心灵丰满为慧。知识是智慧的基础，

体现于“知识即美德”“知识就是力量”；见识是智慧的升华，体现于能够将“外在

的偶然化成内在的必然”；胆识是智慧的行动，体现于“思想力量”与“实践力量”

的统一；共识是智慧的完美，体现于“智者明法，慧者通道”。 

好课堂是滋润“生长”的课堂 

如果说教育就是“生长”、“生长”就是目的，那么课堂就是滋润“生长”的圣地、

呵护“生长”的殿堂。课堂中的“生长”应呈现 4 种状态：一是春风化雨般的自然成

长。教育者要善于聆听学生内在时钟自然的、伟大的嘀嗒之声，让学生顺应天

性，静静地、专注地、有节奏地、慢慢地生长，不求立竿见影，勿行揠苗助长。

二是春色撩人般的自己成长。生长是自己的事情，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替代。

教育的崇高在于通过自我教育促进自己成长。三是春诵夏弦般的自由成长。自

由成长的前提是让学生“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课堂的使命是发现学生、解放



学生、激励学生和发展学生，引领学生进入哲学家西塞罗所期待的“让学生摆脱

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的状态。四是春笋怒发般的自觉成长。自觉成长的

课堂将“教育的本质在于它那虔诚的宗教性”的烙印深深地刻在学生的心上，使

其收获“宗教性的教育是这样一种教育：它谆谆教导受教育者要有责任感和崇敬

感”，让学生成为“他自己”的自己，更高大的自己，对国家民族人类有更大贡献

的自己。 

好课堂是“点燃火焰”的课堂 

        经院式的课堂缺乏生气，弊端在于“人们把自己的思想归属于一个可以栖身

其中的观念体系，而泯灭自己鲜活的个性”。师徒式的课堂缺乏活力，它“完全

以教师为中心”，“教师的权威具有神奇的力量，学生对教师的爱戴带有绝对服

从的特点”。而“苏格拉底式的课堂”强调师生平等、“精神助产”和“整个精神得到

生长”，践行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学不是告诉学生答案，而是不断

地向学生提问；课堂的使命就是把学生心中的太阳所蕴含的能量释放出来。因

此，好的课堂是以“中庸”的价值取向“点燃火焰”，真正体现“天命之谓性，率性

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以“可能”的不懈追求“点燃火焰”，真正体现“教育的使

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是以“合适”的现实关怀，真正体现

“适合学生个体发展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好课堂是提供“外在自由”的课堂 

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者身上都鲜明地保留着两种特质，

一种是神圣的好奇心，一种是内在的自由。”他还强调，这两种特质要靠“外在

的自由来保证”。何为“外在的自由”？马斯洛解读为“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师生

关系”。“宽松的环境”就是去功利化，让课堂“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

就是去标签化，让课堂充盈“人的情感”，充满“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就是去标准

化，让课堂激发学生“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良好的师生关系就是“一个

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

其行”。 

建设好课堂应遵循如下逻辑—— 

好课堂始于教师、终于学生。课堂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知识传授，也

不仅仅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探索，而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开发。教师以其

“春风风人，春雨雨人”的亲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自然，打开学生心



扉，哺育学生成长。 

好课堂始于立德、终于树人。课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而“新人”在于

“明明德”和“止于至善”。康德强调“人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由此推导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过程

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个部分”，课堂的教育必

须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体美俱进、全面发展。 

好课堂始于学会、终于会学。达尔文视“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

识”，叶圣陶“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深层意蕴在于“学是为了达到会学”，其

价值就如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所说：“良好的学习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

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只有既关注学会、更关注

会学的课堂，才具有永续的生命。 

好课堂始于兴趣、终于刻苦。托尔斯泰认为：“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

制，而是激发学生兴趣。”有了兴趣，学生就会自觉地进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境界，就会自觉地行走在“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

之九十九的勤奋”的大道上，就会自觉地回应“找到答案的根本意义是为了提出

更多的问题，引发更多的思考”。 

好课堂始于有形、终于无形。课堂既是有形的物理空间，传递着教育的使

命和价值；也是无形的精神空间，让学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由此，应从

关爱学生身心、关注生命发展出发，构建生命勃发的课堂；从面向全体学生、

创设共融环境出发，构建生态和谐的课堂；从依托课堂情境、联系实际生活出

发，构建生活丰富的课堂；从突出学生主体、注重体验参与出发，引导探究学

习，构建生本荡漾的课堂。 

好课堂始于知识、终于审美。叶圣陶认为：“美育正是帮助学生的美好天性

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也是生命质量自然形成、自然提高的最好方式。”王国维

把孔子“兴于诗，立于德，成于乐”的思想解读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审美是

立人之本，美育是立于学生成长、寓于全面、伴于终身、隐于具体学科、显于

艺术的教育。尽管每一门课程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其展示的知识之美、境

界之美、人生之美，无时无处不给学生以启迪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