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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澜：一堂好课的标准
【作者简介】

叶澜，中国著名教育家，女，1941 年 12 月生于上海，1962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留

校任教 50 余年，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首创并主持“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

教育学派建设 30 余年。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学科组成员和召

集人，兼任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多项学术

职务，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生

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先后被评为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教书

育人楷模等。

如何评价一堂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认为，一堂好课没有绝对的标准，

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大致表现在 5个方面。

一、有意义，即扎实

教师讲的学生都知道，何必再上课？

初步的意义是他学到了新的知识，进一步是锻炼了他的能力，往前发展是

在这个过程中有良好、积极的情感体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再发展

一步，是他越来越会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

这样学习，学生才会学到新东西。学生上课，“进来以前和出去的时候是

不是有了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意义。

一切都很顺，教师讲的东西学生都知道了，那你何必再上这个课呢？换句

话说，有意义的课，它首先应该是一节扎实的课。

二、有效率，即充实

课堂上学生都应该有事情做

有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学生角度出发，这节课下来，对全班学生中的多少学生是有效的，



包括好的、中间的、困难的，他们有多少效率；

二是效率的高低。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如果没有效率或者只是对

少数学生有效率，那么这节课都不能算是比较好的课。

从这个意义上，这节课应该是充实的课。整个过程中，大家都有事情干，

通过你的教学，学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整个课堂是充实的，能量是大的。

三、生成性，即丰实

上课不能完全预先设计

一节好课不完全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课堂中有教师和学生真实的、情

感的、智慧的、思维和能力的投入，有互动的过程，气氛相当活跃。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资源的生成，又有过程状态生成，这样的课可称为丰

实的课。

四、常态性，即平实

哪怕部长听课，也要“目中无人”

不少老师受公开课、观摩课的影响太深，一旦开课，容易出现的毛病是准

备过度。教师课前很辛苦，学生很兴奋，到了课堂上就拿着准备好的东西来表

演，再没有新的东西呈现。

当然，课前的准备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但课堂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

就在于它是公共的空间，需要有思维的碰撞及相应的讨论，最后在这个过程中，

师生相互生成许多新的知识。

“新基础教育”反对借班上课，为了让大家淡化公开课的概念，至少不去

说“公开课”，只有“研讨课”。

不管谁坐在你的教室里，哪怕是部长，你都要旁若无人，你是为孩子、为

学生上课。不是给听课的人听的，要“无他人”。



所以我把这样的课称为平实的课（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课）。这种课是

平时都能上的课，而不是很多人帮你准备，然后才能上的课。

五、有待完善，即真实

只要是真实的就会有缺憾

课不能十全十美，十全十美的课造假的可能性最大。只要是真实的就会有

缺憾，有缺憾是真实的一个指标。

公开课、观摩课要上成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那么这个预设的目标本身就

是错误的，这样的预设给教师增加很多心理压力，然后做大量的准备，最后的

效果往往是出不了“彩”。

有了问题，才有进步的开始，不能把自己装扮起来、遮掩起来。

生活中的课本来就是有缺憾的、有待完善的，这样的课称为真实的课。

扎实、充实、平实、真实，说起来好像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但正

是在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教师的专业水平才能提高，心胸才能博大

起来，同时也才能真正享受到教学作为一个创造过程的全部欢乐和智慧的体验。

202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