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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命教育视域下有氧课堂的
倡议与构建

———基于对课堂本体生命性的思考

李 桂 荣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475004)

摘 要:随着生命教育日渐深入人心,课堂改造越来越成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注的焦点。在生命

课堂、生态课堂之后,本文进一步主张有氧课堂,即把课堂活动本身类比成一种生命运动,把课堂上与知识相

伴而行的,积极的思想、观念、情绪、情感、生机、乐趣、灵性、智慧等喻之为课堂之“氧”,并认为目前课堂存在着

严重的缺氧现象,致使课堂中学生生命被异化、教师生命被边缘化,课堂本身的生命力也被极度弱化。因此,

要提升课堂生命质量,亟需培植课堂之氧。教师作为课堂活动的设计者与引导者,要构建有氧课堂,需做到:

课前环节,修心养性,厚积情愫;课堂环节,激情互动,快乐享受;课后环节,反思优化,延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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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授课制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课堂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课堂改造越来

越成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本化教育的提出和人学形

态教育学的出现,中国开启了以主体、生命、体验、生成、有趣、有效、深度、宽度等为时代音符的生命

教育乐章,叶澜教授呼吁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1]成为了生命教育的最强音。从字面理解,

叶教授主张的“课堂生命”一方面是指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生命,另一方面是指课堂本身的生命。
经过十几年的推进,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生命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在教育理论界,学者们认为,对
于学生来说,课堂“不是一个寂静的世界,而是每一个学生所拥有的‘目标、价值、兴趣、爱好’生生不

息的生命的世界”[2]。“对于教师来说,课堂教学并非只是一项任务、一种付出,而是生命活动的一

部分,每一节课都能得到生命满足的愿望。”[1]在教育实践中,一方面人们把现代学校能够尊重学生

生命活力的课堂模式推崇成神话[3];另一方面,人们又无奈于现代学校对学生生命灵性的忽视。有

的家长选择让孩子远离现代学校,就读于以“国学”为核心的现代书院(据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

洪波统计,国内实体书院和网络书院合计超过700所,而实际的数目可能更加可观)[4],有的家长组

团开创了自己培养孩子的桃花源式教育[5],还有家长甚至选择让孩子辍学,在家自学[6]。显然,课
堂中的生命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逐渐从理论建构走入实践运用。那么,课堂本身是否可以被看

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课堂的生命样态是否会影响到课堂中生命的质量呢?
有学者提出了“生态课堂”的概念,倡导赋予课堂“生态本位”的价值取向,认为“课堂应该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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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自然和生命、流淌着挚爱和真情、唤醒了灵性和天赋的绿色课堂”[7]。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突

出课堂本体的生命立场,把课堂类比成一个生命有机体,把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设施看作是

课堂生命的躯干系统,把师生之间教与学的活动看作是课堂生命的循环系统,把课程标准、教学计

划看作是课堂生命的神经系统,把教学相长的预期看作是课堂生命能量代谢的结果,倡建“有氧课

堂”,基于“有氧课堂”的理念,分析课堂存在的缺氧症状,以及缺氧给课堂生命带来的危害,并提出

教师将理性规训的课堂活动转化为激跃生命之有氧课堂的策略性建议。

一、课堂生命存在的缺氧症状

简单的医学常识告诉我们:生命之“氧”是由血液附带并循环传送的。如果课堂活动可以类比

成生命活动,那么,教与学的活动作为课堂生命的循环系统,其间与知识相交织的积极的思想、观
念、情绪、情感、生机、乐趣、灵性、智慧便构成了课堂生命之“氧”。科学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早已指

出“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8],即任何知识及其传递必然带有其思想性、情感性。知识附着的如果不

是积极的思想观念和情绪情感,必然会是消极的思想观念和情绪情感。因此,在这里我们强调,知
识及其传递过程附有的积极思想观念和情绪情感可以被看作是课堂之“氧”,消极思想观念和情绪

情感可以被看作是课堂之“废气”,有氧课堂即是指充满了积极思想风气的课堂。在有氧的课堂中,
如表1第2列所示,教师和学生作为生命主体,都能全神贯注、快乐体验、思维活跃、言行活泼、师生

互动、教学相长、在场享受,离场期待。同时,课堂本身也像是一个在做有氧运动的生命有机体,节
律明快、循环通畅、代谢加速、生机勃勃,正能量不断生成,教师和学生作为课堂肌体的生命单元,得
到有氧能量的滋养而生长得更加和谐、健壮。

表1 缺氧与有氧课堂比较

有氧运动的特性 有氧课堂的预期 课堂缺氧的症状

健康为本
以人为本

生命立场
知识主导

主动参与
积极投入

全神贯注
消极被动

全面关照
师生互动

共享生成
单向传输

激越兴奋
思维活跃

言行活泼
刻板枯燥

快乐陶醉
教师善教

学生乐学
厌学厌教

轻松适度
强度适中

有张有弛
紧张沉重

重视场景
情景教学

真情交融
抽象理性

重视过程
善待过程

尊重体验
轻视体验

习惯成瘾
在场享受

离场期待
倦怠排斥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9]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均是课堂

教学的基本诉求,因此从课程政策上讲,课堂不缺“氧”。但现实的课堂,缺“氧”现象却司空见惯,如
表1第3列所示,大多数课堂由知识和分数主导,重视抽象理论,轻视情感体验,单向传输、刻板枯

燥;教师和学生压力沉重,厌学厌教,课堂目标体系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被边缘化,情感体验与自



尊自信、人生观与价值观成为中国学生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致使一些学者批评中国的教育是

“没有灵魂的教育”[10]。

二、缺氧对课堂生命产生的危害

医学上把“缺氧”视为一种病症,轻度缺氧会给肌体各机能系统带来不适和危害,重度缺氧可以

导致死亡。同理,课堂缺氧也会给课堂生命及课堂中的生命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
(一)课堂缺氧导致学生生命的异化

现代社会对知识的需要与崇拜,使富有系统知识的学校教育成为现代人生命成长的必需品。
由于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课堂成为了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时空点,这个时空的生命状

态影响着学生终生的生命质量。
基于对新生一代生命成长的忧虑,新时期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发出了从知识课堂转向生命课堂

的号召。但是,十几年过去了,知识课堂仍然是中小学的绝对主宰,甚至不少农村学校由于师资、场
地等原因,根本不开设“知识含量低”的音、体、美课程。从学理上讲,知识蕴含着智慧能量和理性魅

力,对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是人随时可接近的朋友。但是,由于学校对知识的过度崇拜和一些课

堂对知识的不恰当呈现,致使知识变成了压制学生的威慑力量,学生走进课堂就像遭遇了劲敌一

样,备受知识规则的愚弄。再加上教师为了保证知识的有效传递,在维持课堂秩序时,有时会随意

熄灭学生灵动的思维火焰,有时又会无情亵渎学生敏感的生命尊严,致使课堂时空中学生的生命状

态远离了他们的生命天性,并且这种远离贯穿于各个教育阶段。
幼儿园课堂,出现了严重的小学化倾向。本来,幼儿阶段是养性的关键时期,“健康”课重在养

成幼儿良好的健康习惯;“科学”课重在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社会”课重在养成幼儿快乐自

信接触社会、与人相处的品格;“语言”课重在引导幼儿体会阅读、表达、交流的乐趣;“艺术”课重在

培养幼儿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但不少幼儿园却把这些课程都转换成了知识教学,以幼

儿识多少字、背多少诗、算多少题、有多少才艺作为衡量幼儿成长和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指标。这样

的教育有可能给孩子的人生打下无彩的底色,使之终生缺失生命的情趣和乐趣。小学课堂,学生排

坐静听、举手发言;动辄被老师训斥、罚站;天真活泼被贬为淘气,听话温驯被捧为优秀;好说好动的

童年天性被压抑,“唉,真没意思”竟成了一些小学生的口头禅。中学课堂,知识成为强势主宰,教师

和知识结盟成文化共同体,俨然是学生的敌对方,学生屈服于教师和知识的压力,成为知识的奴仆

和考试的机器,思想灵性被遮蔽,“感动”成为稀有情愫,“书呆子”成为不少中学生的人格特征。大

学课堂,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释放,但学习的积极性却“死灰难燃”。大学生习惯了静听,不屑于参

与,好像是课堂的旁观者。“公共课必逃,专业课选逃”成为不少大学生的共识和集体行动。即便迫

于点名制度,人在课堂,也仅是“上课”,而并非“学习”,睡觉、看闲书、听音乐、讲小话、吃东西等课堂

问题频频出现[11],大学生成为了学生群体中的逍遥一族,更有一些大学生极端地把自己比喻成“温
水里的青蛙”,自喻正在慢慢丧失生命活力。

(二)课堂缺氧导致教师生命的边缘化

教师是一种职业,职场是重要的生命场,职场的状态几乎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但教师职业历来

被抽掉了人性底色,被“崇高”、“奉献”这些精神元素神化。社会心理中,教师不是一般公民,而是社

会楷模,教师要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要学蜡烛“成灰泪始干”。在这样的职业意识熏陶下,不少教

师选择忘我地工作。因为“忘我”,教师在课堂上习惯于进入“无氧”工作状态,忽视思想与思想的碰

撞、拒绝心灵对心灵的呼唤,放弃内心的满足感、快乐感、幸福感,只把自己看作是知识的代言人。
在教师内心,上课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是否能成为学生灵魂的

工程师”在不少教师心中虚无缥缈,“所教班级平均成绩排名”在多数教师心中却重如泰山。长期因

知识不能有效传递而产生的痛苦纠结,给教师带来了普遍的职业倦怠。用马勒诗提出的“情绪衰



竭、非人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三维指标测试,教师是一个职业倦怠高发群体,教师们经常会有种

被工作耗尽的感觉,会出现冷漠、厌烦等情绪,甚至产生攻击学生的行为,致使教师陷入自我贬损、
无聊无助的状态。泛览诸多教学督导、教学评价以及教学竞赛的评价标准,多是从教学态度、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维度考察课堂教学质量[12]。在这里,教师永远是被要求者、被指责者,
而不是被尊重者、被促进者。课堂似乎不是教师的生命主场,课堂上,教师的生命之舟被暂时搁浅。

(三)课堂缺氧导致课堂生命力的弱化

教育从本质上讲是培养人的活动,而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和物质世界,
而且生活在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因而,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

认识的堆集”[13]。现实课堂的“唯知识独尊”,显然偏离了教育本质,难免导致课堂生命的偏执:由
于没有思想之“氧”,致使课堂生命循环不畅;由于学生排斥没有生气和乐趣的知识单向传输,不能

充分吸收知识营养,致使课堂生命消化不良;由于去掉了情绪、情感的冷冰冰的理性知识,产出了肃

穆的课堂,课堂氛围紧张压抑,导致了课堂生命的精神抑郁;由于对知识的盲目崇拜,掩盖甚至消解

了课堂的灵性和智慧,导致了课堂灵魂的迷走或缺失;由于一切按先验的知识框架展开的课堂教案

剧,拒绝了课堂自身的生成性,致使课堂生命力弱化,课堂教育功能不能被充分释放。

三、教师建构有氧课堂的关键环节

诸如以上,课堂缺氧普遍存在,并导致了课堂及课堂中生命的亚健康。因此,要提升课堂生命

质量,亟需培植课堂之氧,建构有氧课堂。教师作为课堂活动的设计者,课堂活动能否进入有氧状

态,教师起着主导作用。为此,本文从教师角度谈谈课堂教学活动转化成有氧运动的体会和建议。
(一)课前环节:修心养性,厚积情愫

运动需要热身,课堂有氧运动也需要教师做足准备活动。一般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教师在课

前要做到“三备”,即备内容、备学生、备策略。但基于场域理论启示,有氧课堂需要教师在进入课堂

场域时,除做足“三备”外,还要准备好“情愫”。对于教师来说,走进教室时的心态可以有多种,如
“我是来工作的”、“我是来育人的”、“我是来传授知识的”、“我是来上一节课的”,不同的心态必然会

带来不同的课堂效应。工作者看重的是自己的工作业绩,学生进步是衡量教师业绩的砝码,教师自

然会惩罚那些不上进的、给教师脸上抹黑的学生。育人者会全面关照学生的发展,会悉心呵护学生

的灵魂,会有于漪“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学生学会做人”[14]的责任感,会有桂贤娣的师爱呼

唤:“你爱学生吗? 你会爱学生吗? 学生能感觉到你的爱吗?”[15]传授知识者看重的是学生掌握知

识的结果,看重学业成绩,忽视知识掌握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教师会不客气地指责那些不认真学习

的学生,不会多想在惩罚某一个学生时是否会对这个学生的心灵造成什么伤害,是否会养成其他学

生的“漠然”情态,学生为学习知识常常需要付出“尊严”成本。从根本上讲,教师的情态是课堂的氧

源,决定着课堂的氧量,也决定着课堂场域的特征。基于教师工作的科学性、思想性、主体性、示范

性,教师要想在课堂上被同学们认同、敬慕、追随并引导课堂进入有氧状态,不仅需要具有仪表魅

力、学识魅力,更需要具有思想魅力、人格魅力、人性魅力。为此,教师在平时,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理

论和教育政策的学习,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学生观;另一方面要品读优秀教师的思想经验之作,树
立积极的职业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在课前热身时,要将这些积极的思想观点与教学内容交

织、契合、强化、沉淀,以期实现“人师”与“经师”的完美结合,以自己积极的生命情态,示范、带动、感
染、激发学生形成积极的生命情态。

(二)课堂环节:激情互动,快乐享受

根据教学过程理论和有氧运动的规律,有氧课堂实际上是一个师生激情互动、快乐享受、节奏

明快、教学相长的过程。
首先,根据教学节奏原理和有氧运动的节律特征,课堂安排的知识密度、授课速度、内容强度、



情感共鸣度要有张有弛,节奏适中。这需要教师有极强的学生立场,要密切关注学生的课堂反应,
要为学而教而不能为教而教,课前预设的教学目标不能成为课堂进度的枷锁,要一切以学生的接受

程度为考量标准,课堂上教师要最大限度地关照学生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梯度。
其次,根据建构主义教学观和有氧运动的氧化反应原理,教师要通过真诚分享和循循善诱,引

导课堂进入氧化反应状态。教师要明确地意识到,在课堂上,被誉为课堂之氧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是比知识技能、智力、能力更为珍贵的课程目标,教师引导学生喜欢学习,比教给学生知识和教

会学生学习更为重要。有氧课堂流动着的是浓浓的爱、深深的情,是怦然心动、浮想联翩的共鸣,是
悠然心会、茅塞顿开的情趣。在有氧课堂里,学生是学习者而不是受教育者,教师是引导者而不是

说教者,书本是学材而不是教材。教师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学生,更不能鄙视学生的认识,教
师要鼓励学生快乐、自信地表达和分享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并以此释放学生的天性,激发学生的潜

能,启迪学生的思想,提升学生的境界。教师自己也要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感受生命存在,体会生命

精彩,享受生命乐趣,获得生命成长。
(三)课后环节:反思优化,延展提升

根据反思性教学理论和有氧运动的周期性要求,课堂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反思、体会,寻找

积极的课堂感受,以利于养成营造并享受有氧课堂的习惯。教师在课后反思时,如果自己有陶醉

感、满足感、快乐感,那么课堂就是有氧的;如果自己感到精疲力尽、挫败烦闷,那么课堂就是无氧

的。对于有氧的课堂,教师要把积极的体会及时存留下来,作为“心灵鸡汤”,既可以分享给别人,也
可以滋养自己。尤其要把课堂上捕捉到的生成性内容记载下来,作为下一个课堂周期的养分。对

于无氧的课堂,更要及时反思,认真查摆导致自己不快乐的因素,并做出整改方案,以利于下一次课

堂能够规避和解决这些不快乐因素,避免一次性的不良情绪转化为持续的职业倦怠,进而因课堂缺

氧衍生出不快乐的人生。
总之,根据运动常识,有氧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对心境状态和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能产

生快乐情绪和满足感,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同理,根据生命教育理论,有氧课堂不仅能改善课堂

生命状态,而且能为教师和学生课堂以外的精彩人生奠定基础。日常观察不难发现,拥有不同课堂

状态的教师,往往具有不同的“类”生命特征。经常居于有氧课堂的教师,多是把课堂当作生命乐章

的重要片段,进入课堂即如入氧吧,陶醉享受;下课后,情绪仍会略带激扬,好像刚做过一场有氧运

动,脸上洋溢着兴奋、满足、幸福的红云;在平时,他们也显得更加自信、阳光、爽快、上进,在多种活

动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相反,经常课堂缺氧的教师,多是把课堂教学当作负担,一想到有课,内心

总会莫名排斥;课堂上封锁自己的感性,不管学生是否有良好的课堂状态,只忠实于理性地传道授

业;下课后,情绪平静,好像刚结束了一场无聊的程序性工作;平时的生活中,生命情态低调或消极,
总是显得无聊、无助、退缩,在各种活动中多是居于边缘的旁观者。显然,能创造有氧课堂的教师,
其教育价值、生命价值、人生价值是统和的,其人格是完整和健全的,堂上堂下都更有精神状态。学

生们与这样的教师接触多了,他们也会获得更多更积极的生命体验和感召。相反,如果学生长期受

到生命情态消极的教师包围,他们很难看到生活的阳光,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尽管教师教了些追求

幸福的知识技能,但却无法生成幸福感。可以说,教师的生命情态决定着课堂的生命样态,而今日

课堂的生命样态,又是来日社会的生命情态。新闻媒体经常曝出的人情冷漠事件,与课堂上一人受

训受罚,其他人麻木认同与幸灾乐祸的多次强化不无关系。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社会上弱势心理蔓

延,不少人都认为自己是弱者,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宣泄自己的不快乐,这与职业倦怠的教

师和沉闷缺氧的课堂也有一定关系。孩子们在教师的呵斥声和“作业多、负担重、个性压抑”的抱怨

声中长大,踏入社会后,面对更复杂的困难,岂能不抱怨。为此,基于以人为本的生命立场,基于和



谐社会的构建梦想,教师必须重视课堂之“氧”。如果“蝴蝶效应”①存在,课堂之“氧”或许是实现中

国梦的“蝴蝶”。为此,我们期待:一群有朝气的教师营造一片有氧的课堂,养成一批有朝气的孩子,
形成一代有朝气的公民,进而组成一个有朝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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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itiativeofBuildingtheAerobicClassfromthePerspectiveofLifeEducation
———AThinkingofClassLife

LIGuirong
(SchoolofEducation,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4,China)

Abstract:Withtheideaoflifeeducationdeeplyrootedintheheartsofpeople,classreformhasincreas-
inglybecomethefocusofeducationtheoriesandpractices.Aftertheintroductionoflifeclassandthe
ecologicalclass,thispaperfurtheradvocatesanaerobicclass,namely,theclassroomactivityislik-
enedtoakindoflifeactivity,andintheclassroom,allofthepositivethoughts,ideas,feelings,emo-
tions,vitalities,joy,spiritualityandwisdomwiththeknowledgearecomparedtotheclassoxygen.
Meanwhile,wethinktheclassislackofclassoxygen,andbecauseofthis,thestudentslivesinthe
classroomarebeingwarped,theteacherslivesintheclassroomarebeingmarginalized,andthevital-
ityoftheclassisbecomingextremelyweak.Therefore,toimprovethequalityofclassroomlives,we
needtocultivatetheclassoxygenandconstructakindofaerobicclassurgently.Becauseteachersare
thedesignersandconductorsofclassroomactivities,tocreatetheaerobicclass,theyshouldcultivate
themindandaccumulatetheemotionbeforetheclass,makepassionateinteractionandenjoyhappi-
nessintheclass,andmakereflection,optimization,extensionandimprovementaftertheclass.
Keywords:lifeeducation;teacherlife;studentlife;classlife;aerobic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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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蝴蝶效应”是指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

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亚洲蝴蝶拍拍翅膀,有可能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龙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