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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学变得更有意义

——读《从有效教学走向卓越教学》有感

石卫国

卓越教学，是一种教学精神、教学境界。余文森教授说“从

有效教学走向卓越教学，永远只能在过程中”，这需要我们且读、

且思、且实践。

读了此书，让我意识到有效教学对于教师来讲有着很多的实

际意义。有效教学，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需要有一定理论

指导，并落实在实际教学中，既着眼于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又着眼于学生一生可持续发展的教学。课堂有效教学要求立竿见

影，在乎眼前的教学效果，马上教，马上会，“即教即学即会”

“当堂达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教学是一门慢的艺术”，教学

的很多效果是要慢慢显示出来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关注，特别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如果在

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舞台，每一个空间都以学生为本，关注他们，

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拥有被重视的感觉。教学过程应该成为

学生愉悦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唯有“学生为本，学生

中心”的价值取向，才能培养出一批自信、阳光、敢于担当、睿

智机敏、热情仁爱的技术人才。日常的教学设计、活动安排必定

要时刻从学生的出发点进行，将学生作为一切的焦点。此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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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带着丰富的情趣情感走向学生，与学生建立起真诚、和谐、

温馨的情感关系。沐浴在教师美好的情感里，学生的心灵就拥有

了一片最灿烂的阳光，为学习和生活营建了一个安全的情感环境。

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了解学生的真实状况与需求就

必须有一个在常态下与学生保持沟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想法，

就一定要走近学生，平易近人，成为他们的朋友，与他们亲密无

间。在轻松自如的氛围中，与学生随意的沟通中能更加了解他们

的真实想法，以增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教学强调

纪律、秩序、形式、模式、规定和制度，追求统一的、标准的、

固定的教学过程，这种教学预测性太强，“没有意外惊奇”，可是，

我们忘了“生命不能被保证”，真正的教学一定是不可重复的激

情和智慧综合生成过程。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名家大师拥有丰富的阅历，积累了大量的智

慧和人生感悟，站在这样的观景台怎么会感受不到更宽阔的视

野？若教师们在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同时，更重视学生智慧的生

产和人格的塑造，便可使他们理清志向，从而导航他们的人生。

现代的教师都会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实际上，即便能

授之以渔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引领学生树立“渔”的思想，即要

引导学生在心中构建渔场、渔业、鱼的世界。学生一旦有了思想，

没有知识可以补充知识，没有能力可以锻炼能力；但若没有了思

想，已有的知识可以遗失，已有的能力也可以荒废。因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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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催生智慧是教师工作的最高境界，正所谓：三流教师教知

识，二流教师教能力，一流教师教思想。

教师真是一个有学问的职业。不仅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水

平要不断提高，还要把这些都交给学生，而且硬生生的把知识强

加给学生还不行，还要用各种方法：有趣的故事、幽默的语言、

丰富的表情动作等等方式，让学生快乐的学。我想只有自己不断

地学习更新教学理念，积累更多的教育教学方法，并且身体力行，

不断实践，改进，再实践，才能形成有自己风格的教学模式，有

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

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始终强调：“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当代

教书育人楷模于漪也真诚呼吁：“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学

生学会做人”。的确，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要把育人的

种子深埋在自己心田，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育人的诉求；把育人

工作渗透在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书是途径、是手段，育人

是目的、是根本。读完此书让我受益良多，以后要通过教学不断

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发展、自我提升，使教学变得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