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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生合作学习是一种创新性学习，变目标性学习变为过程性学习。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

果。 

[关键词] 师生合作；创新性学习；定位改变 

 

课堂是师生幸福相遇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需要师生合作才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师生合作学习巧妙地利用了激励、参与和乐趣这三者与

动机关系 为密切的因素，通过学生对自由的需要，教师把 大的发言权

教给学生，让学生在亢奋的情绪下，生与生之间、师与生之间共同达成教

学目标的教学活动。 

1 师生合作学习最强的推进剂——师生分享 

加拿大教育学者富兰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个别教师的独立的激情，

我们需要的是包括但又超越个体的激情。”师生合作教师将获得专业发展

和创新的持久动力，与学生平等地参与教学，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

而非居高临下的裁判，走向平等中的首席，感受教育是一种幸福的职业。 

受教育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就要给受教育者

发挥主体性留有足够的空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但我们常常担心

学生理解不透，掌握不牢，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解。这样做

的效果到底有多少呢？学生根本没有思考的机会，每每考试下来看考卷，

经常会感到丧气，明明反复强调多次的内容，却仍旧做错。教师的一厢情

愿倾其所能，恨不得把自己会的一下子全灌输到学生的头脑里去的想法，

学生根本就不领情，既然教师没有留给他自我消化自我思考的时间与空

间，他就干脆对教师讲的东西充耳不闻或“左耳进，右耳出”。其实有的

时候，我们的不做，正好留给了学生做。在我的语文课堂上能不讲的尽量

不讲，能少讲的尽量少讲；甚至优秀生也应该尽量少讲，多把机会留给真

正需要补偿的“暂时未优生”，让他们也能积极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来。

教师“懒”一点，学生就会“勤”一点。比如“课外诗歌”板块，每次都

是我的课代表在早读课上讲的，她们会大量地翻阅资料，向我求助时，我

也会倾囊而出，课件、我认为的教学重点，我列出的思维导图，都会交给

她们，与她们共享，甚至我们还会为某个知识点是否应该传授展开争论，

虽然这是与个别学生的共享，但实质是与所有学生的共享，有以点带面的

味道。教师的做与不做是一门大学问，用真诚的情感引导学生，用平等的

对话凸显师生的个性，那我们就向合作学习创新的课堂迈进了一步。 

2 师生合作学习最深的能量源——教师成长 

树的种子力量大吗？是的，它真的可以无穷大，力拔参天！虽没有

花儿美丽娇艳，也没有果实甜美丰实，但它靠着不竭的生命力，凭着对阳

光的渴求，奋然钻出坚硬的土壤。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希望自己成为一颗生活在逆境中却努力追寻

太阳的种子。每当与同事一谈到教师成长的问题，我就有种难以名说的紧

迫感，自己已教了十几年的书，到底成长了多少，自己有时也是模糊的，

或者说根本无暇去理清这件事。我想如果只是整天埋头做着手边的事，不

去反思、琢磨、规划，并进而付诸实践，那么这样的成长势必是随意性很

大的。于是我给自己设定一个命题——教师怎样成长才会更扎实。 

教师的成长实际很像一颗种子的成长，它需要适宜的土壤、水、阳

光，才能充分长成它生命的样子。我想种子无法超越自身而成为别的种子，

种子唯有深深扎根，向大地借力！ 

2.1 在读写的大地中让学生不断获益 

每天的作业近百本，成了我们不读书的借口。没有读书就没有思想

的源头活水，语文课堂要有吸引力，老师和学生在知识和分析层面就应该

有落差，如果我们讲出的东西学生在一般资料上就可以看到，甚至比老师

知道的还多，学生对你就不会信服，我们的点评也不会有让人茅塞顿开的

感觉，课也不会上得生动，学生学得灵动。要讲出新鲜的东西，就必须广

泛涉猎，人文类、科技类都要，让自己成为杂家。制定读书计划，做读书

笔记，想要课上精彩，唯有课下基础扎实。 

语文老师的写作其实更强调的是写作意识和必要的写作紧迫感，怎

么写、写什么不是 难的。只有自己的手写顺了，才能发现创作的秘诀，

才能甄别出学生作文的好坏。读的力量就是你写的力量，就是你教的力量，

就是成长的力量！我喜欢给学生推荐书、也鼓励他们多写作，告诉他们这

样时间长了就会达到“以我笔写我心”的境界。读书写作可谓其中甘苦自

知，要想教出有思想、有创新的学生，我们自己首先就要有思想，当我们

看到学生那让人雀跃的进步时，再多的苦不也变成甜了吗？ 

当前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是没有时间让学生好好读书，教师大量的精

力着眼于“教”，学生无暇阅读，只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重教轻读

的教学方式不改变，语文教学就永远走不出困境。大容量的阅读是增强语

感、提高写作能力的必由之路，所谓“得法在课内，得益于课外”。对于

课外阅读，要深入思考。给自己设置几个问题，眼到、手到、心到。中学

生的心智还处于未定型的阶段，自我创新能力还十分薄弱，要求学生平时

每天坚持抽一点时间，去收集材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活

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让学生真正做到读社会、品人生。 

2.2 拥有“学者”的情怀薪火相传 

宋代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曾深深震撼了我，我拥有一批可爱的学生，我作

为一名教师，难道身上不正担负着这样的使命吗？我想我要拥有“学者”

情怀，这里所说的“学者”是希望自己能从教之教师转化为学之教师，我

要求自己有浓浓的学生意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不再是正襟危坐，而是

针对共同的学习内容合作进行学习，我与学生是互助合作关系，这就要求

我在备课、上课时要时刻把学生放在心上。 

教学不是教师高高在上的传递，而是师生有效的合作，只有合作才

能更好的激发，更是打造高效语文课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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