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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假装学习”成为课堂常态
□ 杨海荣

作为教研员，听课是工作常态。听课后的议

课，实事求是地直面问题是应有之义。但这种应有

之义有时却成了坏习惯，以致被人吐槽：“常挑别人

毛病，是职业病！”想来也是，被邀请去听课，还不

“配合”，确实讨人嫌。然而，有时过于配合，也不一

定是件好事。

课堂教学中，经常能见到学生的“配合”。如教

师常引导学生这样进行课堂总结：“通过这节课的

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和感受？”学生回顾学习内容

后，教师还会意犹未尽地追问：“还有吗？”在教师的

“逼问”之下，部分学生习惯用口号式的“大词”来回

应：“数学真有用！”“数学与生活有紧密的联系。”

“数学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叙事如此宏

大，但因其讨喜，教师往往会给予赞许。

上述现象折射出的困境，并不在“问题”本身，

而是学生的“大词”源于何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漂亮”地回应。当然，这确实有可能就是学生真实

的感受，但也不排除只是他们的“迎合与配合”。若

是如此，学生明显就是在“假装学习”。此时，教师

仍持赞许态度并不可取。因为如果“正确的表演”

能得到叠加的赞许，就会导致学生的“表演”程度加

深。在这种反复的“刺激—反应”之下，师生群体容

易产生路径依赖。

课堂教学中，偶尔也会遇见学生的“不配合”。

如在某次教学《集合》一课时，教师借助活动引导学

生自主建构“交集”图式，设计了如下教学环节。

（1）情境：报名参加跳高项目的学生有张明、王

红、李军、杨乐、陈帅 5人；报名参加跳远项目的学

生有宋平、李军、孟达、王红、吴君 5人。两个项目

共有（ ）人报名。

（2）冲突：让所有报名的学生按照报名项目分

别站在对应运动项目的呼啦圈中。其中李军与王红

遇到两难选择，站在哪个呼啦圈中都符合条件。

（3）问题：怎么办？办法有两个：一是动人，将

人“一劈为二”，分开站在两个呼啦圈中，此办法显

然不可行。二是动圈，将两个呼啦圈交叠放置，李

军与王红站在重叠的位置内（交集）。

（4）摹画：让学生在纸上依样画出交集图，并在

对应位置标记学生姓名。

（5）理解：引导学生说出交集图中各部分表示

的意思。

（6）意外：至此，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完全认同。

但此时有一名学生不合时宜地举手插话：老师，这

个图叫作韦恩图，我们在科学课上刚刚学过。其他

学生也随声附和。

（7）应对：是的，这种图在数学上确实叫韦恩图。

可见，课堂中的“不配合者”点破了教学环节

（1）至教学环节（5）中的学习假象。通过课堂现场观

察发现，课堂中师生互动的一问一答及学习路径，

都被教师强势控制与严格限定。在“不配合者”点破

假象之前，所有学生都在积极配合教师，假装投入，

假装合作，假装满足，假装学会。这可能是学生为了

配合教学进度、取悦教师，也可能是他们在以往教

学中经过不断反复“配合训练”已然形成习惯。

理想的课堂，出现“不配合者”应是常态。而

教师如何评价“配合者”与“不配合者”是营造积极

课堂氛围的关键。可取的处理方式是充分肯定

“不配合者”，并鼓励全班学生在学习进程开始时

就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如果学生的学习进入

假装状态，就必然导致课堂教学时间的空耗，学习

不能真实发生，学生离开课堂后依然不会独立学

习，这将贻害无穷。

事实上，“假装学习”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元，诸

如“缺少挑战性的课程内容、学习任务和问题”“过

于流畅的教学进程”“学生能秒答教师提问”“过多

的讲解与训练”……不一而足。教师应实事求是地

关注学情，甄别并避免“假装学习”现象，否则师生

双方都会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并不自觉地加以强

化，以致“假装学习”成为课堂的常态。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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