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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评论】

课堂教学的六级进阶 （下）
黄　 伟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课堂教学可以分为六个层级， 分别是教到、 学到、 学会、 会学、 会用、 活用。 教师循

着六个层级层层递进、 拾级而上， 可以到达教学的理想境界， 亦可以此来考查其课堂教学在哪一层级，
进而反思其课堂教学质量和演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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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会学了” 意味着什么？
“在信息化时代， 知识的更新迭代超乎任何

人的想象， 若以 ‘学会’ 更多知识为目标， 无论

教师还是学生都将陷入无穷无尽地追逐知识、 疲

于奔命也难以穷尽的状态； 况且， 知识过时的速

度飞快， 即便学生时期学得再多， 走入社会时其

所学所知也可能早已过时， 唯有凭借高强的学习

能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随时获得生活和工作

所需的新知。” ［２］可是， 我们的教学目标和主旨大

都定位在 “学会” 上， 且还停留在粗浅理解的层

次。 事实上， 我们的教学目标更多地应该确定在

“会学” 上。 “会学” 才是一生必需的技能， 才是

终身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对 “学会” 和 “会学” 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上， 仍有需要澄清和正确对待的几个问题。 有人

说， “学会” 与 “会学” 是一对孪生姐妹， 这话

不无道理。 “学会” 与 “会学” 都是学习家庭的

主要成员， 相互支持、 相得益彰。 但细加考查，
在这对姐妹中， “学会” 是姐姐， 而 “会学” 是

妹妹， 这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人生来

就有好学之心， 但并非生而具有 “会学” 能力。
“会学” 方法、 “会学” 能力有必要在课堂上加以

训练与培养。 具体地说， 课堂教学应该由 “学
会” 走向 “会学”。

首先， 利用 “学会” 培养学生的成就感和兴

趣点， 促发学生自主自觉地展开新的学习。 这时

先前的 “学会” 不仅能给他带来信心， 同时也指

明了新学的路径， 先学的 “学会” 便是新学的

样例。
其次， 在 “学会” 之后， 通过评价检测、 反

思反馈、 检点总结的方式来提炼学习方法， 对先

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优化。 这样做不仅巩固、 提

升了先学， 而且可以用来提醒、 指导后面的新学。
最后， 在课堂教学中， 应该有意识地把学习

策略和自我监控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过

程中指导学生省察并自觉运用学习策略， 即在学

习过程中学习 “策略与方法”。
以上仅从 “学会” 与 “会学” 的关系维度来

论述如何在 “学会” 的过程中达成 “会学” 的目

标。 事实上， “会学” 能力的培养应该贯穿整个教

学乃至课程实施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上说， 培养学

生 “会学” 的意识与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