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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堂教学伦理性的缺失及反思
———基于课堂观察分析

谢 东 晴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河北 石家庄050024)

摘 要:“传授有价值的东西”“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是英国教育家彼得斯(Peters,R.S)对好的教学

标准的总结和概括,即教学是有效性和伦理性的统一。梳理相关研究以及审视教学实践不难发现,教师在追

求教学有效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教学伦理性,造成教学伦理性的缺失。经过一定时期的课堂观察以及对相

关教师的深入访谈,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关系等角度,挖掘和探究教师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并

对课堂教学中的关键事例以及相关教学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引发教师对相应问题的反思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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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有效性和伦理性的统一,但在我国却出现了高度重视教学有效性而忽视教学伦理性的

问题。从相关研究来看,当前学者更多倾向于教学有效性的探讨。审视我国当前教育教学的实践

不难发现,教师在强调“效率”与“成绩”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对教学伦理的考量。教学伦理性的缺失

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影响着教师教学效能的发挥。因此,通过对两所学校13
位教师课堂教学的观察以及课后的即时访谈,分析了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关系等环节

存在着教学伦理性缺失的问题。希望通过探讨这一问题引发教师对于教学伦理的关注,反思自己

的教学行为并以德行伦理学要求自己,从而提升教师的伦理品质。

一、教学伦理性缺失的具体表征

教学是一项伦理性事业,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考量自己的言行。通过对课堂教学

的观察以及对教师访谈资料的整理可以发现,教学伦理性缺失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的伦理性缺失

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开发出了不同版本的教材,如“北师大版”“人教版”“苏教版”“冀教版”等,

但由于统一考试以及人才选拔方式的限制,教师在教材的选择权方面自主性较小,教材的选择权基

本由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但是,教师课堂教学的内容安排是自由和自主的,而不同教师对教学内容

的安排与选择会在无形中暴露教学伦理问题。

教学既是“求真”又是“向善”的过程。教学的求真性要求教师要向学生传递先进的科学文化知

识,因而教学内容必须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及实用性原则,教师通过把握教学的重难点,给学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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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思维的挑战,有利于学生掌握社会生存本领。而正如赫尔巴特所言:“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

育的教学。”[1]这就是教学的教育性或向善性。教师的向善性要求教师在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时,
要关注教材的情感丰富性以及积极的道德影响力。因此,课堂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学内容具备有知、
有用、有情、有德的特点,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然而,在现实的课堂教学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往往出现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科学性

而忽略教育性的问题,有违教学的伦理性。在知识方面,除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教师很少涉及

一些引发学生思考的内容。例如:在培养思维方面,教师不能在学生学习公式、定理时渗透丰富的

学科思想,而一些家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学生思维,只能让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去课外辅导机构学习奥

赛知识,以弥补学科思维方面的缺陷;在实用性方面,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很好地与现实生活联系

起来,往往给学生布置大量抽象的数学练习题,以至于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常识;在情感方面,部分

经验丰富的教师还能通过教学环节设置一些充满情趣和情感的内容,但更多时候课堂是缺乏生机

和活力的;在道德影响力方面,语文教师尚能带给学生一些思想上的引领和启迪,但大多数教师所

进行的是与学习有关的直观判断,对于能引发学生道德冲突的话题很少涉及;在教学内容上,过分

强调科学性而忽略教育性,把学生当成考试的工具而非成长中的人,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下是我们国家语文课常见的一种教学模式: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5课,你们都预习了吗?
这篇文章作者是谁? 哪年出生? 生平事迹如何?
我们现在检查朗读情况……
谁来给这篇课文分个段? 说一说理由。
这句比喻句,是明喻还是暗喻?
这是什么描写? 都有哪几种描写方式?

在我们的课堂中,教师更多关注教学内容的求真性,即知识的科学性,并让学生将大量的时间

用于应试知识的记忆,而对于知识的实用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较少涉及,忽略了教学内容的教育

意义。
(二)教学方法的伦理性缺失

教学方法是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关键,贯穿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然而通过对相关教师的访谈

分析以及审视教师的课堂教学不难发现,教师在选用教学方法时更多考虑怎样将教学内容更有效

地传授给学生,即方法的有效性,却很少关注方法的伦理性,造成教学方法的伦理性缺失。教学方

法的伦理性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授课方法单一、机械,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性

相较于教学内容,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但是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同样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特点、教师个人素质等。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

时应充分考虑以上因素,适时调整教学方法,并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特点等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

方法以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秉持固定、单一的传统教学方法。一方面,从选择的依据来看,

这些教师在选用教学方法时仅仅依据自己的教学习惯或自身的条件,而没有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以及学生的特点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从自身出发选择教学方法的教学行为不符合教学伦理性

的要求;另一方面,从产生的教学效果来看,传统的教学方法容易造成教师总是处于课堂主体地位

的局面以及教师“满堂灌”的现象,很多教师习惯于垄断课堂,在课堂中发号施令,剥夺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一节课下来,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在课堂上处于绝对中心地位;学
生被动地接受教师讲解的知识和传递的思想,学生游离在课堂之外,没有参与权。这种教师讲、学
生听的教学方式,把学生仅仅当成知识的容器,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更不利于学生全



面的发展。此外,教学方法的单一使得课堂缺乏生机与活力,课堂气氛死板而沉闷,限制了学生思维

的发展与活跃。

  Z教师自认是一名认真负责、经验丰富的数学教师。从上课铃声一响,一直到下课铃声响

起,Z教师一直都在讲台上不停讲解,不停强调知识重点。这是我国学校课堂中常见的情景:
教师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学习时间,不愿浪费一分一秒。Z教师也提到这样的教学方法与风

格是自己多年形成的教学习惯,不愿过多地尝试其他的教学方法。Z教师认为采用这样的教

学方法,自己能够很好地把控课堂和学生,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对于学生的主体地位,Z教

师也并未认可。
在新任教师B教师的数学课上,从问题的导入到数学公式的推导再到练习的应用与课堂小

结,一直都是教师问、学生答。对于B教师来说,由于教学经验的缺乏,她不敢将课堂交给学生。
选择教学方法时,经验丰富的Z教师更多是依据自己的教学习惯,而经验不足的B教师则考虑

到自己能力有限,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诚然,传统的教学方法更利于课堂的管理和把控,但是

这种看似高效的教学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教学内容吗? 适合所有年龄阶段的学生吗? 能满足学生自

主学习的欲望吗? 被动地接受知识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吗?

2.课堂组织方式盲目跟风,流于形式

当前,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和教师都在课堂组织方式上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改进。“小组

合作”“自主探究”“做中学”等教学方式从试点走向推广,课堂组织方式可谓遍地生花,成为教学改

革的重要方面。虽然课堂组织方式越来越多样,但无论怎样变化,其目的都应该是促进学生的学、
帮助教师的教。因此,课堂组织方式的运用应实现以下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兴趣、突破教学难点、发
散学生思维。为此,教师在选择课堂组织方式时,应更多关注于教学目的,更好服务于教学内容。

然而,当前小学教师更多是关注课堂表现形式,盲目选用教学组织方式,忽视教学目的和内容。
一些教师认为组织方式是丰富课堂形式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开始时还能起到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时间久了,没有实质作用的方法流于形式,无法达到辅助教学的作用和目的;还有一些教师将课堂

组织方式作为教学比赛或课程展示的“必备法宝”,认为只要形式丰富了,就体现了素质教育,就能

获得领导和专家的青睐。

  家长开放日时,Y教师选择了《书本里的蚂蚁》一课,并设置了两个游戏。一个是用所给的

词语编童话。当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讲完自己的故事后,教师既没有对学生所编的童话作出具

体有针对性的评价,也没有总结游戏的目的。另一个游戏是给“我给妈妈梳小辫”调整语序,该

游戏本可以让学生们领会汉字的神奇,理解汉字动起来的意义,使旧故事变新故事,但是教师

并没有交代这一游戏的目的。所以,两个游戏更多是流于形式,尤其是对于四年级的学生而

言,无法理解教师设置游戏的作用。
作为一堂开放课的教学展示,显然Y教师很重视也做了充分的准备,结合课文内容设置了两

个游戏,使课堂的组织方式变得丰富、新颖,学生们态度也很积极,课堂气氛也很活跃,家长们也都

拍手叫好。但是,Y教师在游戏开始前没有任何的铺垫,在游戏结束后也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

和总结,导致游戏和课文内容没有任何联系,无益于课文的学习和理解,只是为了活跃气氛而游戏,
这就失去了教学的目的性。

(三)教学关系的伦理性缺失

教学伦理性集中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中。师生在充满伦理性的教学氛围中容易产生心与

心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又促进了师生和谐互动的产生,而和谐互动是筑牢师生情感的基石。然而,
在一些课堂中,教师的言行不当以及教学伦理性的缺失会造成师生关系的疏离甚至对立。

1.面对学生集体,缺乏应有的关怀

相较于传统师道尊严的教学关系而言,当代教育更加强调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然而,



以这种理想的师生关系来考量教师的言行,不难发现有大量的伦理性问题存在,其中集中体现在教

师对学生缺乏应有的关怀上。
教师缺乏应有的关怀主要表现为:教师心中没有学生、学生自动疏远教师。教师心中没有学

生,就是有些教师仅仅将教学视为一项工作,课堂上彼此是师生,课后就是陌生人,不能与学生建立

起亲密的关系,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一些科任教师认为自己不是班主任,教好自己的学科就行,其他

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在整理课堂观察记录时发现,当前一些教师很难做到心中有全体学生,很难达

到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例如:有的教师习惯于站在讲台上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前排学生身上;有
的教师很难把握教学程度以适应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

  H教师之前是五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很多学生在作业中写道:“原来我们班纪律和卫生都

特别差,好多同学都迟到,教师除了上课不怎么管我们,我们班排名倒数。现在换了班主任,我

们班在卫生和成绩上都名列前茅,我们很喜欢现在的班主任,很关心我们。”
休完产假的 H教师现在是四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在语文课上几乎只记住了几个同学的名

字,对学生的情况不熟悉,甚至叫不上同学的名字。在访谈中,H教师却说自己刚修完产假,接
管班级时间较短,家里孩子太小,精力不足,所以力不从心,与同学们没有默契。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需要教师倾注更多的关注与关心。从 H教师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H

教师对学生缺乏应有的关怀,与学生关系冷漠,H教师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教师的责任和担

当,家庭的原因不应成为工作不到位、不负责的理由与借口。对学生的付出和用心不够,必然导致

学生不能与之亲近和互爱。所以,H教师也很难感受到来自学生们的亲近与关心,缺乏职业所带

来的情感上的满足感。在访谈中,H教师提到,有一次当她在楼道里听到一名教过的学生与自己

打招呼时,很兴奋、很幸福。H教师这种情感的渴望也反映出其来自学生的尊敬与爱戴的缺失。
教师缺乏应有的关怀还表现为师生地位不平等。教师将自己定位为高高在上的教师,不能以

朋友的身份与学生相处。学生对教师十分敬畏甚至害怕,学生不会与教师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学
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在课堂中,教师更习惯于“居高临下”,说着“听我讲课是你的幸运”等语言,
在言行中提醒学生师生身份地位有别。教师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拉大了与学生之间

的距离。

  在课堂教学中 G教师一直使用命令性的语言:“都听见了吗?”“给我把手拿出来!”“不

许!”“红领巾不能这么佩戴!”面对学生座位边的一张纸片,G教师大步走过去,打断正在思考

的学生,带着命令和讽刺的口气大声地说:“把你的烂纸捡起来!”

G教师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教师,采用命令与讽刺的口气和学生说话,在展现自己权威的同

时,必然会使学生对教师产生畏惧和害怕,而且打断了所有学生的思路与学习。师生地位的不平

等,使学生难以向教师敞开心扉,教师也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久而久之,师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2.对待学习有疑问的学生,缺乏必要的公正

对待学习上有疑问学生的态度,同样也是教学伦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上有疑问包括两

种情况:一是平时学习成绩不佳的学困生;二是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有误的学生。当前,在对待学困

生方面,教师往往出于照顾整体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会给学困生留出更多的课堂时间和机会给予解

答,往往当大部分人都掌握了教学内容以后,就进入下一个教学环节。在课堂上,这类学困生回答

问题的次数很少,久而久之,被教师安排到后排座位,逐渐被放弃。除此之外,当他们有课堂违纪现

象时,教师毫不留情,带着偏见进行言语攻击,严重有违教育的公正与伦理性原则。对待课堂上回

答错误的同学,一些教师会采取批评或忽视的态度与做法,当学生提出疑问时,教师表现出不耐烦

与无奈的言行。

  当G教师叫到班中学习有困难的王景涛回答问题时,学生们发出“啊”的声音。G教师接

着说:“有的同学会说‘老师你怎么叫了一个不那什么的呀’? 但是我相信王景涛能做对。”当G



教师说到做完题的同学举手时,一直强调要诚实,还让同桌帮忙看看王景涛同学是否做完了。

G教师面对同学们对王景涛不信任的情况时,虽然言语上说相信他,但那一句“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你怎么叫了一个不那什么的呀’”所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了那句平淡的鼓励。而对学困生不

相信的态度和言语,更是表现了G教师在处理教学关系时的不公。

  在处理生字词时,一个学生用“慕”组词“羡慕”,一名小学生问:“教师,这个‘慕’是目瞪口

呆的‘目’吗?”Y教师在解释完目瞪口呆这个词后,严肃地问道:“你课下查字典了吗? 显然你

这个字没查吧。”

Y教师在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时,本可以鼓励学生善于思考、善于发现的优点,但却无情地批

评学生和否定了学生,严重打击了学生发问的积极性。

3.对待违纪学生,缺乏必要的仁慈

在小学课堂中,学生注意力有限,违纪现象较为严重。对待违纪同学,仁慈是教学伦理性的基

本原则。正如伦理学家斯蓬维尔所言:“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因此宽恕很重要。”[2]

然而,为了维持课堂纪律和管理学生,教师在对待违纪学生时更多是严厉地点名批评,方式和

语言都趋于简单粗暴,基本是“你不能这样,你不许那样”。在对待违纪学生时,教师主要有3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在态度上,当违纪现象发生时,教师往往十分懊恼,更多是从学生身上找问题,认为

学生不服管教、不听话,不能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甚至对学生表现出厌烦的情绪;二是处理违

纪现象时,不分场合,当学生违纪时,一些教师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更不会考虑学生的自尊心是否受

到伤害,当堂严肃处理、点名批评,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三是处理问题时,方法简单粗暴,或是严

肃批评,或是将学生呵斥出教室,不能从正面进行引导,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和效果。这些方式不仅

伤害了学生的心灵,而且拉大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从教育效果上看,并不能起到使学生认识

错误、重归学习状态的作用。

  在G教师的课堂中,随处可见带有讽刺意味的批评。当有学生告诉回答问题的同学答案

时,G教师不能从正面进行引导,随口就是一句:“我们不需要传话筒啊,不能打电话”。然而,
这种“不需要、不能”的负面教育并没有起到作用,在随后的几节课中学生一直存在这样的问

题。当学生不在学习状态时,G教师习惯于点名批评,“你看,XX还在那儿意犹未尽地说呢”
“XX,把你的手给我从课桌里拿出来”。这种讽刺和命令的言语不能得到学生的信服,也不能

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二、对教学伦理性缺失的理性反思

教学伦理性的缺失,造成教师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用以及教学关系的处理等方面

的偏差,阻碍教师教学效能的发挥以及学生的成长和学习,引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
(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对教学内容的安排,反映出教师的知识观。同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如何去呈现、去挖掘、去延

伸,需要教师不断反思和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教师的知识观指导着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的展

开。如果教师仅仅围绕教学大纲进行,以考试范围为标准,这样的教师只关注了教学内容的知识

性,但这样的知识大多是用来帮助学生应对各种考试的,缺乏实用性、情感性和道德性,不利于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知识的科学性是教学内容最基本的前提,真正有价值的、具备伦理性的教学内容更

是必不可少的。但过于强调科学性或过于强调教育性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教学伦理性追求教育

内容的科学性和教育性统一。能将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教育性结合起来的知识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知识。
对教学内容的处理,根本上是教师人才观的体现,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当前一些教师认为成绩

优秀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教学就是要培养出更多高分的学生,从而让学生考上好的大学。因此,在



处理教学内容时,只关注到那些考试规定范围的知识,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在一些与考试无关的教

育内容上。因而,在教学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应试内容的传授上,而忽略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与素

质的提升。这样的人才观,阻碍了教师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育性统一起来,不利于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教学方法的伦理性

1.如何选用教学方法

目前,我们已经探索出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根据师生活动的方式大致分为4类:(1)语言性教

学方法,如讲授、谈话、讨论等;(2)直观性教学方法,如演示、参观等;(3)实践性教学方法,如实验、
练习、实习等;(4)研究性教学方法,如探究、发现等[3]。

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首先,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不能以自我为中

心,仅仅考虑自己的教学习惯和能力,而是应该从多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龄阶

段、不同的教学目标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其次,
教师必须打破单一、传统的教学方法的限制,牢固树立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的观念,充分认识教

师的作用是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学生被动地学习会失去独立思考的机会,不利于学生思维能

力的发展。失去主动权的学生由于无法获得自主探究的成就感,容易丧失对学习的兴趣。

2.关注形式还是目的

在教学组织方式的选择上,不同的出发点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因此应该思考教学形式与目

的的关系。那种只为吸引“眼球”而不考虑教学目的的教学行为有违教学伦理性。教学组织方式的

选择,应取决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方法的适用条件等因素。例如: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教师常常采

用“开火车”“贴小红花”等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对于高年级有一定自主合作意识的学生,
教师更应采用小组讨论、合作探究的方式开展教学。教学方式的运用,要基于课堂教学的需要而作

出灵活调整。例如:为了让学生都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在小组内部讨论发言,小组合作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满足学生表达的欲望。
(三)什么是和谐的师生关系

诺丁斯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关怀型”关系,即学生与教师是“关怀者”与“被关怀”的关系[4]。
和谐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以关怀之心对待学生。关怀是和谐教学关系的前提,是教学伦理性的前

提和归宿。教师的心里装着学生、把学生放在心上,是探讨所有教学伦理性问题的前提,也是教学

伦理性研究的落脚点。
教育公正或教师公正是教师伦理生活的重要原则。教师的公正性是教学伦理性的基石之

一[5]。和谐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在处理与学习有疑问学生的关系时,做到公平、公正。当然,教师

的公正不是无视学生的差异。儿童在大约8岁的时候开始意识到个体在需求和能力上的差异[6],
因此,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师在态度上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和在方式上因材施教。

仁慈是教育活动的本质之一[7]。教师仁慈地对待学生十分必要。在和谐的教学关系中,面对

课堂违纪行为,教师应做到仁慈。但是,教师的仁慈并不是毫无原则的,而是应建立在严格要求的

基础之上的。严格是对学生的尊重与负责,需要学生的理解。因此,教师在处理严格与仁慈的关系

时,要把握适度原则。

三、教学伦理性回归的对策和建议

教学伦理性的回归需要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反思,不断

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规范自己的教学言行和践行教学伦理性原则。
(一)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和人才观

正确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是教学伦理性回归的前提和基础。教师的知识观和人才观不仅影响着



教师教学内容的安排,也关系着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教学关系的处理。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师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知识观,明确教学的目的不仅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要把学生当成成长中

的人来对待,促进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以及学会生存[8],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

此,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考试内容,还应注重科学性和教育性的统一。

  就像访谈中L教师谈到的,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有些东西更重要,比如

关于孩子们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L教师在学生入少先队仪式结束后,对教学内容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还剩26分钟的课堂上,花费4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入队后的教育,引导

学生理解入队背后的深层含义,并与学生交流入队的感受,还伴着大家的兴奋劲带头唱起班

歌、喊着中队的名字,在活跃、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一天的学习。
(二)关注教学方法的伦理性

首先,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师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除了采用传统的方式外,还
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具体运用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给予学生尝试错误或成功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提供正确答案。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才

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提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L教师的课堂上,把评价权交给了学生,学生可以评价自己的同学,还可以评价自己的

教师。当分角色朗读课文时,L教师没有直接点名叫学生,而是让同学们推荐同学来朗读。

L教师将评价权和发言权还给学生是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
其次,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师在教学组织方式的选用上更关注教学目的。教师要认识到,促进学

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是教学的本质需要,教学组织方式的运用不仅仅是为了丰富课堂形式和作为教

学展示吸引他人“眼球”的工具。

  L教师在讲解《荷叶伞》课文时,谈到荷叶姐姐为小动物们遮雨片段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

理解课文,采用了游戏式的教学组织形式。在游戏中,L教师融入其中,将自己扮成荷叶姐姐,
当孩子们跑着、飞着、跳着来到荷叶姐姐身旁时,L教师张开双臂,把孩子们拥入自己的“荷叶”
下,让孩子们自由发挥想象,对荷叶姐姐诉说心声,并一一回复他们。那一刻,L教师和学生们

都仿佛身临其境,见到了真正下雨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课文的内容。

L教师课堂中设置游戏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课文的内容与情景,促进学生的语文

学习,通过游戏调动了气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总结文章主旨时,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得到了

道德上的启发。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1.教师的关怀与民主

关怀者要善于洞察对方的需要[9]。教师关怀学生,就必须考虑学生的感受和了解学生的需要,
做到“心中有学生”。“心中有学生”是就学生集体而言,教师心中要装着全体学生。作为一名教师,
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有义务了解每一名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程度、兴趣爱好、家庭环境等基本信

息。此外,还应该了解每名学生的成长变化,对于学生的优点与不足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课

堂教学中做到因材施教,满足学生被关注的心理需求。

  在四年级班主任C教师的课堂上,可以听到教师回忆起学生们成长的细节。在《一个新

家》的课堂上,当同学提到自己家墩布上长出蘑菇时,C教师说:“我记得好像一二年级的时候

你跟咱们说过这个事。”当学生提到自己在澳大利亚采蘑菇时,G教师同样回应到:“还照相来

呢,是吧,咱们的作文集里也有。”可以看出,C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在因材施教。在《蚂蚁的新

家》一课中,C教师了解有一名学生表达总是不够简洁,就把叙述课文的机会给了这名学生。
当这名同学依然没有达到教师的要求时,C教师说:“一定要注意用最简短的语言把最主要的

内容说出来,听听其他同学怎么说,下回有这机会我还会请你来讲。”在作文课上布置要求时,



C教师总能兼顾到全班同学,使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给读作文的同学和听作文的同学

都提出要求。

C教师真正做到了“心中有学生”。无论是学生的成长与进步,还是学生的缺点与不足,C教师

都做到了心中有数,并且能很好地洞察全班同学的感受,尤其关注到了没有读作文的学生的心理,
布置点评任务使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来。当学生体会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注时,就会受到极大的

鼓舞,而C教师满足了学生的这种心理需求。
教师的关怀同样要求教师坚持“平等与民主”的原则。“平等与民主”不仅是当代和谐师生观的

集中体现,也是伦理学所倡导的教学关系。平等的教学关系要求教师摒弃高高在上的“师者”身份,
走下讲台,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师生之间更像是朋友,彼此互相依赖和需要。民主的教学关系要

求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能听取学生意见,善于给学生创造自主表达的机会,把课堂还给学生。

  面对学生座位边的一张纸片,C教师轻轻地走过去,捡起来递给正在做练习的学生,还摸

了摸学生的小脑袋。C教师在教学中更多地使用了“我希望”“可以吗”等商量性的语言。

C教师将自己与同学放在同等地位,符合当代平等的师生观。

2.教师的公正与因材施教

在对待学困生方面,教师应从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出发,认识到学生发展的差异性。教师应

该以关爱和鼓励去帮助学生,而不是将其边缘化甚至放弃。此外,教师还应该善于发现这类学生的

优点和长处,并积极给予表扬和肯定,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公正与关心。对待回答问题总是出

错的学生,教师应该学会等待,给学生自己改正的机会。

  在《猜猜他是谁》的作文课上,两名同学都写到了赵雨诺同学。在两位同学的描述中,赵雨

诺同学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很用功,还是班级的劳动模范,教师在一次班级大扫除中点名

表扬了他,同学们也非常喜欢他。
当学生读课文或是做计算时出错误了,L教师会温柔地提醒学生,给学生时间思考和纠

正,并用一个“嘘”的手势提醒其他同学静静地等待,让出错的同学自己改正。
从学生作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C教师做到了公正,而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及时给予表

扬,所以同学们也很喜欢这名学困生。L教师能够正视学生的错误,理解和鼓励学生,给学生改正

的机会,而不是直接否定和忽略,做到了公正。

3.教师的仁慈与严格

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师理性对待课堂违纪行为,采取得当有效的处理方法。首先,教师要正视课

堂违纪现象。当违纪现象出现时,教师不能视而不见,而是以严格要求的态度对待。违纪不仅影响

学生自身的学习,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以及其他同学的学习。其次,用仁爱之心关注课堂违纪现

象。对于注意力有限的小学生,课堂违纪是正常的也是常有之事,教师应从理解学生的角度出发,
在对待违纪学生时多提醒少批评,使学生重新回到课堂中来。再次,教师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学

生改正违纪行为。在解决问题时教师要注意方式、方法,考虑学生的心理感受,尽量避免当着所有

同学的面严厉批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轻轻地走到学生身边等方式给以

警示,也可以通过提问,让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到课堂教学中来,尤其是在进行点名或个别批评时,教
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气,应该更多采用鼓励性言语,耐心规劝学生。

  L教师在巡视中看到一个孩子走神儿,低声说:“教师让读哪儿呢?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问

题吗?”孩子说,不记得了。教师问他的同桌:“你记得吗?”同桌说:“是从课文里找出达尔文是

怎么喜欢小动物的。”教师回问这个孩子:“这回知道了吗?”

C教师的作文课上,有同学读作文《猜猜他是谁》。XX同学猜到并大声说出来后,就不再

听了。C教师注意到了,暂停了读作文,然后说:“XX同学,一会儿请你发言啊。”并告诉学生一

会儿要点评作文,随后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说道:“当你猜对‘他是谁’时,一定很得意,很



兴奋,你光想着他是谁了,就会失去倾听人家文章的机会,对不对?”
两位教师对违纪现象都没有忽视,对违纪学生更多是提醒与教育,言语和蔼,不怒自威,从而使

违纪学生很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将精力集中到课堂上。学生能感受到教师的良苦用心,教育

效果是深远的。L教师很照顾学生感受,走过去低声询问,并让违纪的同学以自己的同桌为榜样,
通过询问同桌问题让违纪学生知道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教育方式、方法得当。C教师对待违纪

同学也是耐心规劝,明确地告诉学生要回答的问题和接下来要怎么做,并且通过解释原因不仅让违

纪同学心服口服,全班同学也都受到了教育。
总之,教师伦理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教学伦理性要求教学内容科学性与教育性相

统一;选用教学方法时以学生为中心,将课堂还给学生;教学组织方式的选用要关注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避免流于形式;在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时,做到心中有学生、师生平等;对待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态度上一视同仁、方法上因材施教;对待违纪学生,做到严格中有仁慈。为此,教师要时时反思

和审视自己的教学言行,拷问自己的教学良心,努力践行教学伦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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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theLackofClassTeachingEthics
———AnAnalysisofClassroomObservation

XIED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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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BritisheducatorR.S.Peters,“Teachingsomethingofvalue”and“using
themethodofmorality”arethestandardsofgoodteaching.Inotherwords,teachingisanintegration
ofbotheffectivenessandethics.Reviewingtherelatedresearchandtheteachingpractice,theauthor
foundthatteachersarealwaysinpursuitofeffectiveness,buttheytendtoignoretheethicalnatureof
teaching.Soafteralong-termclassroomobservationandin-depthinterviewsofrelatedteachers,this
paperexplorestheethicalproblemsofteachersclassroomteachingfromtheaspectssuchasteaching
contents,teachingmethods,teachingrelationship,andanalyzesthekeyexamplesofclassroomteach-
ingandtherelatedteachingquestioninordertoprovokereflectionandexplorationofthecorrespond-
ingproblemsbyteachers.
Keywords:teacher;classroomteachingethics;classroom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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