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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文化构建: 从理念到实践
◆ 徐学敏

徐学敏|北京新发地小学高级教师 ( 北京 100160) 。

［摘 要］ 课堂文化是在长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并为师生所自觉遵循和奉行的，是学校的价值取向

在课堂活动中的体现，是学校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学校文化的基础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阳光课堂

是尊重的课堂、自信的课堂、和谐的课堂、合作的课堂。北京新发地小学基于学校历史发展和现实需

求，提出以阳光教育为基础的向阳文化办学理念，形成并践行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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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西平老先生指出: 课堂文化是在长期的课

堂教学活动中形成并为师生所自觉遵循和奉行的，

是学校的价值取向在课堂活动中的体现，是学校

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学校文化的基础载体和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校在提出教育理念初始，

就要思考如何发挥主渠道育人的作用，让学校的

教育理念、育人文化落实在课堂中。下面笔者就

以北京新发地小学的阳光课堂文化构建为例，谈

谈自己的一些思考与实践。2008 年基于学校历史

发展和现实需求，北京新发地小学提出了以阳光

教育为基础的向阳文化办学理念，并一直在思考

如何构建学校的阳光课堂文化。

一、确定阳光课堂文化形态

( 一) 提炼阳光课堂文化的核心词

阳光课堂文化要从师生课堂的具体行为来体

现，怎样才 能 让 师 生 形 成 统 一 认 识 呢? 我 们 以

“我眼中的阳光教师、阳光少年的具体课堂行为表

现”为题开展了面向全体师生的大讨论活动。在

活动中，我们以教师教研组、学生合作组为单位，

每一位师生都要结合自身实际谈自己的认识。在

个人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小组汇总意见后反馈给

学校。我们再将师生的意见进行分类，进一步梳

理汇总。然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教师与学生对阳

光教师与阳光少年的认识十分吻合，一些高频认

识随之出现。“阳光教师要有幽默感，要尊重每一

名学生，平等对待每一名学生，对有问题的学生

要及时鼓励，面对学生出现的错误要理解，不能

当众批评学生，给学生留面子，要相信学生，多

给学生展示机会，按时上下课不能拖堂等。阳光

少年在课堂上要积极主动地回答问题，声音洪亮，

要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在同学出现错误时要

主动帮助，不能嘲笑等。”在此轮大讨论的基础

上，我们将形容阳光师生课堂表现的一些高频词

按顺序进行了摘录。教师层面包括: 尊重、相信、

理解、鼓励、欣赏、幽默等。学生层面包括: 尊

重、自信、勇敢、协作、认真、有礼貌等。接着，

我们依据学校的向阳文化内涵及学校的育人目标

进行梳理归类，提炼出学校阳光课堂文化的两个

层面及六个核心词，即教师层面为尊重、信任、

鼓励; 学生层面为尊重、自信、合作。

( 二) 形成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

通过首轮讨论师生对阳光课堂基本达成共识。

教师课堂上怎样的行为才是尊重学生的表现，学

生课堂上的合作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针对这

六个核心词的具体课堂表现我们在四、五、六年

级开展了全员参与的第二轮讨论活动。在此轮讨

论活动中，我们采用问卷的方式对师生进行调查。

每一位师生都要针对核心词写出自己认为重要的

三点具体表现，经班级、教师教研组讨论将意见

集中汇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将各班及各教研

组的意见进行分类、排序、合并，最终形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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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至此，阳光课堂的概念

越来越清晰。
阳光课堂是尊重的课堂。尊重体现在课堂中

师生、生生间彼此对生命的敬畏。学生是发展中

的人，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善待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问题，不当众批

评指责，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允许学生发表自

己真实的想法，哪怕学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激

发所有学生自主发展的潜能。学生是独特的个体，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教师要平等看待每一名学生，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性教学，使每一

名学生都能绽放光彩。
阳光课堂是自信的课堂。自信体现在课堂中

就是学生积极发言，声音洪亮; 敢于发表自己真

实的意见，敢于向他人或书本提出质疑; 敢于承

担，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自己要努力完成，不用他

人代替。
阳光课堂是和谐的课堂。和谐体现在课堂中

就是师生都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师生、生生关

系融洽; 师生、生生间平等对话，相互传播阳光，

接受阳光，形成高效的互动氛围。
阳光课堂是合作的课堂。合作体现在课堂中，

就是教师要努力创设有利于学生群体参与的学习

活动，使学生能充分发挥个体的特长、群体的智

慧; 学生在合作中敢于担当，各负其责，互帮互

助，智慧共享; 合作要体现同学间的相互理解与

鼓励，出现问题不能互相埋怨。
我们欣喜地发现，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

完全符合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

都是学生适应终身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二、践行阳光课堂文化

( 一) 内化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

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是在自下而上的意见征

询过程中形成的，是师生意见的集中体现。为了让

全体师生熟知规范，将细则内化于心，我们开展了

自上而下的学习活动。从校长到教师再到每一名学

生，学校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熟知规范，做到说得

清、做得到。为了便于记忆，我们还把规范改编成

儿歌。为了强化师生对规范的学习与落实，我们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打开教师的听课本，第

一页的背面都要贴上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目的

就是让规范成为每位教师的行为指南，时刻规范自

己的言行。为了强化学生的规范意识，在学生间开

展背一背、比一比、议一议的活动，学生要在每天

上课结束后问自己几个问题，如今天的课堂上我表

现得够自信吗，在课堂上我做到尊重他人了吗，与

同学们的合作是否有所收获呢，怎样做才能更好地

符合规范要求呢?

阳光师生课堂行为规范，既要内化于心，又

要外化于行，仅仅记住还远远不够，从学校层面

还要对师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例如，针

对教师课堂行为 “信任”的要求: 把准学情给空

间，独立完成不包办。把准学情是关键，为破解

这个关键，2013 年 9 月我们参加了区级 “小学数

学学情分析方法的实践研究”。在刘加霞、张丹和

刘琳娜几位教授的专业引领下，教师们学会如何

准确地把握学情。又如，关于合作学习，我们认

为要想使学生学会合作学习，教师首先要学会合

作学习。因此教师在学校的校本研修方式全部以

教研组为单位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并组织教师

定期交流，相互学习。在专家的引领下我们还组

织全体教师开展“变教为学”课堂教学方式的变

革，在语文学科开展“双主题”阅读教学研究等，

这些工作为师生们很好地践行课堂行为规范提供

了保证。
( 二) 开展阳光课堂文化评价

在全体师生熟知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的前

提下，我们依据规范设计了阳光课堂文化评价量

表，并依据量表开展随堂评价与定期评价活动，

以此落实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
首先是随堂评价，侧重于教师间的交流与评

价。在常态听课与评课过程中，所有听课人不仅

要关注学科目标的达成，同时也要全面关注阳光

课堂师生行为规范的落实情况。每次听课结束后，

授课教师都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自我反思，听

课人也要针对规范中的细则进行评价，帮助执教

者找到 自 身 的 优 势 与 不 足，提 出 进 一 步 的 改 进

意见。
如在张老师执教的 “拼摆中的数学问题”这

节课后，在自评环节，张老师提到了对学生的鼓

励不够，课堂略显沉闷，学生不够积极主动。听

课教师在评课中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并针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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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用积极的评价语言，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给出

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在课后，我们利用阳光课堂

文化评价量表由学生对张老师的课进行了评价，

欣慰的是，学生的评价数据与张老师的自评十分

吻合，在鼓励这一核心词的评价中，对 “要善于

发现学生的优点，运用积极的评价语言对学生进

行评价，评价要有指向性”这一项学生均分打出

了 1. 62 分 ( 满分 2 分) 。欣喜的是，在尊重这一

核心词 “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 ”这一

项，全班同学给了张老师满分的评价。张老师激

动地说道: “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评价是客观公

正的，评价量表真的可以使我更加准确地找到自

身的优势与不足，这有利于我今后课堂教学工作

的改进。”课堂教学评价量表的使用不仅客观公正

地反映教师对自身工作的反思，也培养学生自我

反思、客观公正地看待自己的能力。
在对全校各班学生进行首轮自评的活动中，

一些学生的自评数据与同组的互评数据差距较大。
教师们通过对数据的对比分析将学生大致划分为

以下几类: 自评成绩明显高于互评成绩 ( 自我感

觉良好，同伴认可不够) ; 自评成绩明显低于互评

成绩 ( 自信不够，同伴认可度较高) ; 自评成绩与

互评成绩总分虽接近，但单项成绩存在较大差异

( 认识不够准确) ; 自评成绩与互评成绩相对吻合

( 自我分析客观公正，与同伴认可度吻合) 。教师

在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加以有针对

性的引导。“为什么你的评价与同伴的互评存在较

大差距，你认为问题出现在哪，怎样进行有针对

性的改进，你能制定一些可行的措施并尝试改进

吗? ”师生阳光课堂文化评价量表的使用，再一

次内化了细则，并外化在行动中，促进了师生的

自主发展。
其次是定期评价，注重师生与生生间的交流

与评价。每月的月初与月末我们都会以班级为单

位利用阳光课堂师生行为规范评价量表，通过教

师自评、学生自评、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的形式

开展评价活动。师生通过数据分析，从整体上客

观准确地把握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以此促进师

生的自我反思与自主发展。
如对“尊重”这一主题的评价，月初全体师

生首先要结合自己的课堂表现进行自我评价，然

后再经过来自同学及教师的互评，再根据评价计

算差值，最后师生结合评价数据进行自我反思，

找准自身的问题，制订可行的措施进行调整。月

底，我们要再组织一次跟踪性评价，师生在 “尊

重”这一主题上存在的问题是否解决，还有哪些

问题措施不够得力，是否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会

根据这些数据再次进行分析，遗留下的问题就是

我们下个月要继续调整的重点。
例如，王老师在对比教师的自评与学生的评

价数据后，在反思中提道: “在尊重方面，学生对

于后面四条都给我打出了较高的成绩，但是在第

一条不拖堂上给我打分较低，这也符合实际，有

时为了把知识讲完，确实存在拖堂现象，学生打

分十分公正。”课后王老师与学生进行沟通，并选

择一名同学在下课铃响后主动提示教师按时下课。
在月底的跟踪性评价中，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好的

解决。
课堂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师生不仅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而且

他们也更深刻地理解学校文化的内涵，这助推学

校品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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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将具体对双语教学采用

混合式教育技术 ( BLENDING LEARNING ) 、网络

学习 ( SPOC) 平台这种新的双语教学模式与传统

教学方式的设定对照班级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感受以及认知体验等方

面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

比较分析研究，得出更确切和深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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