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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田慧生《时代呼唤教育智慧及智慧型教师》有感
——写在2022年版课标发布之际

□ 陈永华

不经意的巧合，在教育部发布新课标的当口，

我正在重读 2005年田慧生先生为“教育智慧与智

慧型教师研究”丛书撰写的题为《时代呼唤教育智

慧及智慧型教师》的序言。

2005年是新课程实施的第四个年头，在新课

程改革的冲击与洗礼下，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整体面

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理论匮

乏、方法单一、技术落后等问题也得到了较大程度

的改变。但客观分析当时很多学校的教育现状，离

新课程改革寄希望的“六个改变”的初衷还有不少

差距。田慧生先生在文中（以下简称“田文”）发出

了一连串的诘问，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流行于课堂

的各种理论、方法、概念、话语不断变换，但课堂的

面目为什么依然似曾相识，甚至千篇一律？田文指

出，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将

各种理论模式引入、移植到课堂，并要求教师接受、

认知、照搬和实施这些新的东西，忽视了教师基于

自身体验、感悟、反思、实践而形成的教育智慧的作

用，甚至压抑了这种作用的发挥。这些东西没有内

化为教师自身的智慧，因而教育现实难以发生改

变。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现在读来不仅依然振

聋发聩，还能切中当下时弊。

应当承认，2005年以来，为实现新课程改革的

目标，全国上下都不曾停止过努力的步伐。2011
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

部在总结前十年新课程改革和实验版课程标准实

施成功与不足的基础上，颁布了2011年版的课标。

课标发布之际，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

委员会在回答记者有关课标修订的背景的问题时

专门提到了原实验版课标中存在的“有些学科容量

偏多、难度偏大；有些学科具体内容体现循序渐进

的梯度不够；相关学科、学段间的衔接有待加强”等

问题。2011年版课标回应了大家的期待，也是希

望改变上述现象的一种努力。近十余年，课改又取

得了不少新的成绩，不过遗憾的是，课堂“四个满

堂”（“满堂问”“满堂动”“满堂放”“满堂夸”）和“四

个虚假”（“虚假地自主”“虚假地合作”“虚假地探

究”“虚假地渗透”）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

转。刚刚颁布的2022版课标是“因事而生、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的一种最好体现。它以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创新导向的修订思路，以一个统领的课程

方案，十六份“相互耦合”的课程标准，系统地回答

了“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三个最本质的学

科教学问题，同时也对“教到什么程度”“学到什么

程度”进行了具体的指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

次“新”课标的颁布对于课堂变革的作用值得期待。

但要打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一魔

咒，从20余年的经验教训来看，提升教师素养势在

必行。

在全面展开 2022年版新课标学习的当下，重

读田文，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文章指出，在关

注学校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时，必须关注教

育智慧和课堂教育智慧的状态，重视智慧型教师的

培养，并指出“让智慧回归教育，让智慧唤醒课堂，让

智慧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是时代呼唤，是教师专业

成长的需要，是课堂教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契机，

是新时期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使命”。就教师如何

走出缺乏教育智慧的困局这一难题，田文特别提到

了“要切实关注教师的实践积累和实践反思”，着重

指出了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并对教师的学习方式提

出了很多好的建议。的确，多少年来，我们谈起教育

教学改革，说得最多的是教师教学行为与学生学习

方式的转变，鲜有人会提及教师学习方式的转变。

俗话说，一个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同理，一个缺少智慧的老师也教不出有智慧的学

生。令人欣慰的是，2022年版课标已经注意到了

这些问题，并将教师培训和教研作为重要内容列进

了课标。研究教师学习的特征，把握教师成长的规

律，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提升教师的实践性智慧，

是 2022年版课标实施取得预期目标的重要前提。

这是教师培训和教研需要考量的问题，也是教师本

人应当自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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