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４卷第１０期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４

特稿

上好每一堂课　带好每一个班　教好每一个学生
———在 “双螺旋”育人中践行教育家精神

李庾南，祁国斌

摘要：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核心是精神的培植，就是要建构人民教师的价值坐标，

就是要以高尚的精神引领学生 “长出精神”，就是重在求是创新，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大力践行教育家精神，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应有的担当。要致力于上好每一堂

课，带好每一个班，教好每一个学生，努力探索以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为

主导的学科育人和以 “自育、互惠、立范”为规范的班级育人思想，让 “双螺旋”

育人结出创新成果，丰盈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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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教师该是怎样的样态？怎样才能不

负重托，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怎样深入推

进新课程改革？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教师面前的

考卷。在第３９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

信全国广大教师，希望我们以教育家为榜样，大

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这种精神具体表现为：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

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

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的弘道追求。这六个方面与以往倡导的 “做新时

代大先生”、做 “四有好教师”、成为学生发展的

“四个引路人”要求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总书

记对全国广大教师的谆谆教诲、殷殷希望。

躬逢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践行教育家精

神，向党和人民交出完美的答卷呢？结合６７年

的躬耕实践，我 （指笔者）的答案就是：牢牢扎

根在教育生活中，扎根在课堂实践中，扎根在班

级生活中，让教改实验贯穿在教育教学的过程

中，渗透在每一个育人细节中。具体一点说就

是：聚焦教学改革和班级建设，实现 “双螺旋”

育人，努力做到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个班，

教好每一个学生这 “三个一”。

一、塑造高尚的灵魂：让精神 “长”出来

无论在教学改革还是在班级建设中，我们都

要坚持一个核心，那就是让精神 “长”出来，一

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庸俗的民族，一个没有精神

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一个没有精神的教师

教不出有精神、有理想信念的学生。人是需要一

点精神的，精神是人存在的一个维度，精神长出

来，人才能真正地站起来，“人师”的形象才能

高大起来，中华民族的脊梁才能挺得更直。

（一）让精神 “长”出来的特性解析

精神可以积极地培育和滋养，却不能简单地

说教，更不能机械地外部植入，要充分考虑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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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和内生性。“长”出来是精神生长的最佳

方式，也是示范引领和不言之教的最佳体现。

“长”出来意味着把人作为主体，充分尊重人的

生命成长规律，是对自身力量的激发和唤醒，然

后才能主动建构开阔的精神世界。“长”出来意

味着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旅程，精神伴随人的一

生，并不断为生命注入强大的动力。 “长”出

来还意味着教育教学要超越知识，超越技术和

方法，直抵教育的本质与核心。总之， “长”

出来意味着精神可以无限增值，可以穿透一切

遮蔽，破土而出，向上拔节，完成对现实生活

的有效超越。

（二）让精神 “长”出来的要义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对教师而言，可能就需要这份 “固执”。这其中

也许没有铿锵有力的誓言，没有跌宕亮丽的履

历，一辈子离不开三尺讲台，一辈子与学生打交

道，乃至一辈子就做一个课题，确实单调乏味，

但这是作为一个普通教师的职责所在，也是提升

我们境界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底色。

回首６７年从教之路，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一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情，６７年躬耕教坛，

甘于寂寞。一生只做一件事，很容易，却又很

难。容易就在于驾轻就熟，了然于胸，难就难在

要与时俱进。这就需要踏踏实实、执着创新，不

为外部的功利所困扰。用一生来做好一件事，你

就可以明白育人的不易和做人的道理，就会找到

人生的真谛。

二是一生只重一个称号。教师的身份可以普

通，但境界不能低下。一个社会成员会有多种角

色，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家称我 “老师”。这是一

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称呼，但这一普通称呼，

总让我心潮澎湃，因为 “老师”是一个既普通又

伟大的身份。“老师”必须有更高的境界和追求，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会伟大起来。

三是一生只守一个信念：悉心育人，让每一

个学生都出彩。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所在，其首要

职责就是心灵的相互唤醒，就是精神的相互激

荡。当你一切以学生为重，并把整个生命都献给

育人事业，让每个学生的生命都能精彩绽放，都

实现自己的初心目标，并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富

强的价值之中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丰盈，

作为教师也就获得了真正的快乐。

（三）让精神 “长”出来的路径

大道至简，还是那一句话：上好每一堂课，

带好每一个班，教好每一个学生。这个回答看似

简单，要每一位教师都能做到却很难。难就难在

让学生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让每一天都对学生

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引领力，让学生拥有高质量

的学习生活和班级生活。精神是高贵的，但并不

高深，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它就附着在教师和学

生的日常生活中，也只有在日常交往中，精神才

能被真实地触摸，精神才具有生命的活力，精神

才能自然而然地 “长”出来。

精神 “长”出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 “上

好”“带好”“教好”这三个极其平凡却又非常重

要的词。这三个词中的 “好”，要求我们不断优

化和改进教与学，其本质是实现育人方式的变

革，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以正确的方式传授知

识和技能，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整个人的精神

教育。作为一名教师，拥有美好的人性关怀，在

鲜活的知识世界中，每一天都能生动活泼地教；

作为一名学生，拥有深厚的学科情感，在亲切的

互动对话中，每一天都能生动活泼地学。果然如

此，学生的精神就长出来了！与此同时，“教好

学生，发展自己”，教师的精神也一定会蓬勃生

长，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实现了最美好的相遇。这

就是一幅师生 “双向奔赴”的绚烂图画！

二、教好每一个学生：“双螺旋”育人的思

考与构建

在６７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既当班主任又教

课，这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班级育人

的强大功能，也让我对作为一名教师的价值和意

义有了更深的感受与理解。我努力地践行 “长”

出精神来的育人价值观，深信教书和育人是一个

整体，它们共同作用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成长和

知识获得。它们具有一致性，是一体化的，不可

分离，更不可对立，犹如人之两翼，又如生物学

中的双螺旋。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实践、尝试和

凝练中，我逐渐形成了 “双螺旋”育人的基本思

考和教育主张，明白了班级建设和课堂教学是彼

此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 “育人线”，又整合成

一条学生成长的生命线，以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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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为 “基因”，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化的、生长

性的生命涵育场域。“双螺旋”育人实践的动因

和设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源于实践的问题导向

当下，我们在育人方面仍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 “育人”和 “育分”倒置。学校教育本

应以育人为第一要务，应把学生的成人作为第一

目标。但是，在知识至上、绩效至上、成功至上

的不良氛围影响下，学校教育往往把 “育分”置

于 “育人”之上，更有甚者，完全用 “育分”代

替了 “育人”。没有了 “育人”，分数有何意义？

学生何以成人？学校何以成为学校？教师何以成

为教师？这是需要我们经常深思的。

二是班级管理与学科教学脱节。班级管理被

归为思想教育的范畴，学科教学被归为课程学习

的范畴，两者各行其是、各顾一方、各走各道，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没有形成教学和班级的育人

合力，就不能实现中国特色的教学与班级管理模

式的整合性教育功能。

三是班级功能被严重窄化。班级工作被简单

地理解为事务性的管理活动，通常表现为班会

课、班级日常工作和活动等。若把班级功能窄化

理解、固化定位，就背离了五彩缤纷的生活现

实，削弱了班级所深蕴的育人意义，班级成了一

种外在的、空洞的行政单元，成了实施一种规训

的场域或机械的存在，失去了作为 “学习共同

体”应有的生机和生命活力。

（二）面向时代的目标设定

根据国家的培养目标，我们从实际出发，着

眼于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明确提出学

生发展的具体要求，让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真正得以在班级建设和教学改革中落地落

实，形成了 “双螺旋”育人范式下初中学生发展

的精神特质和突出特点。我们致力于达成以下

要求。

让学生带着精神走，而不让一个学生带着

“病”走；让学生带着理想走，而不让一个学生

装着 “小我”走；让学生带着能力走，而不让一

个学生 “背着分数”走。

从１９５７年到２０１６年，我用这样通俗而具体

的标准送走了近２０届 （从初一到初三）学生，

所教过的几千名学生捷报频传，从未听闻他们有

犯贪赃枉法的事。这几千名学生是我用一辈子光

阴 “积攒”下来的财富。

（三）彰显生命的基本内涵

“双螺旋”育人主要借用生物学的概念，表

达一种育人方式的生命化特质。在生物学看来，

生命分子往往是 “碱基对”配对生成的，单一碱

基对或碱基螺线很难实现生命化的生长。各种碱

基对之间彼此配合、相互交织，不断生成新的生

命信息，造就更新的生命样态。指向生命成长的

“双螺旋”育人，正是用一种充满生命意蕴的方

式去塑造生命。这就是一种 “匹配生命本真的生

命教育样态”。

必须指出的是， “双螺旋”育人有一条主

轴———育人，它贯穿在两条螺线之内。“育人为

本，培养健康快乐、会学习、会创新、懂担当的

时代新人”是内在主轴，它贯穿在、蕴含在、生

发在 “双螺旋”育人的整个运作机制之中。在这

一机制中，学科教学有 “自学、议论、引导”这

条螺线，班级建设有 “自育、互惠、立范”另一

条螺线，这两条螺线成为植下育人基因的 “一体

两面”。两条 “育人螺线”相互依存，相互支撑，

相互促进，共同托举 “班级育人” “学科育人”

行稳致远。

三、上好每一堂课：班级视域下的 “自学·

议论·引导”教学创新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探索实践始于

１９７８年，当时主要针对班级授课制 “大一统”

下教师单向传输、重教轻学、以教代学，甚至有

教无学、教学程式化严重的状况，力图在良好班

级生活的助力下，进行具有文化底色和智力背景

支撑的教学创新。

（一）“自学·议论·引导”要义澄明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是

以学生为主体，在师生、生生互动合作中使学生

学会学习，并促成自主发展。“自学”是指学习

者通过看、听、问、议、练、操作、笔记等，达

到自我习得、自我生成和自我发展，它是课堂运

作的基础； “议论”是指学生之间的互助共进，

成果的互惠共享，以及师生间的教学相长、共同

发展，它是教学推进的枢纽；“引导”是指教师

因势利导，通过点拨、解惑、释疑，使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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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不断高涨，思考和认识不断深化、拓展，达

到教与学的有机融合和不断提高，它是学习质量

提升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自学、议论、引导

也是一种教学流程，把 “自学·议论·引导”做

深，把 “引导”做新，也是可以的，但 “自学·

议论·引导”教学不能止于这一流程，它有更深

的含义，三者是互相融合、不断渗透的，是相互

交织的，它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刻板化，反对所

谓的标准化。这三者相辅相成，紧密连接班级文

化，灵活组织，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动态发

展，贯穿课堂教学全程，构成课堂教学的整体。

（二）“自学·议论·引导”的普适价值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是我国传统的

启发式教学和来自国外的一些教学模式的结合和

发展。一方面，植根本土，充分吸纳中国优秀教

学理论的精华，如 《学记》中提出的 “道而弗

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学相长”等，并

对此作了较好的实践诠释和富有个性的理论表

达；另一方面，广泛汲取国外的教育教学理论，

如对发展学生 “学力”，西方和日本都有相关成

熟的理论，我们要认真学习而不应简单 “拿来”，

形成富有本土特征的 “学力”理论构架。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理论框架有

机地吸纳与统整了中西优秀教育传统的宝贵因

子，因为我们知道，好的教育创新成果离不开四

个基本要素，即正确的价值理念、明确的目标规

范、系统的操作方案、成功的实践案例。在 “自

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探索发现和推广过程

中，这四个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关注，既指向具体

教育问题，又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操作性比较

强，推广辐射面比较广，因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和普适性。

（三）“自学·议论·引导”的操作规则

为了让这一教学法更容易上手实践，我们总

结出 “学材再建构、学法三结合、学程重生成”

这一 “三学”操作规则。

“学材再建构”致力于解决学习资源优化问

题。对现有教材文本等进行 “再建构”，有利于

师生 “在结构中教与学”，有利于学生对原本碎

片化、零散性的知识进行结构化处理。经过如此

处理的知识才不再是一颗颗孤零零的 “葡萄粒”，

而像是由一根根藤蔓连缀起来的 “葡萄串”。当

下教学要从 “交给学生一大堆零乱的葡萄粒”走

向 “教给学生摘取一串串葡萄的方法”，否则，

更富创新意义与现代价值的教学变革就缺失了

根基。

“学法三结合”致力于解决教学方法最优化

问题。 “自学·议论·引导”的课堂教学改革，

很早就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在操作层面，以学

定教、先学后教、教法服务于学法成为 “三结

合”的基本规范。这里的 “三”，其实是多个

“三”的交融共享：通常意义上是指个人学习、

小组学习和全班学习的结合，但也可说是独学、

对学和群学三结合，是聚合性思维、发散性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三结合，是 （课前）预学、堂学

（当堂学习）和延学 （课后延续学习）相结合，

是接受性学习、理解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结

合。这些 “三结合”要在实践中灵活使用，不能

拘泥于固定的程式，从而实现教与学方式的最

优化。

“学程重生成”致力于解决教学过程中 “预

设”与 “生成”的关系问题。既指规定的安排，

具有预设性，又指教学过程，具有生成性。“学

程”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只要有学习的行

为，就会有学程，但不同的学习发生过程对应着

学习者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收获与发展。我们

提倡的 “学程重生成”旨在突出学习过程中学生

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在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内在

自觉，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自主地习得知识、获

得发展，帮助他们创造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学材再建构、学法三结合、学程重生成，这

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本土价值、把握了教学基

本规定性的实践探索。有了这三条操作性规则，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就获得了跨学段、

跨学科推广的可能性，广大教师能够在教学实践

中发挥各自的教学智慧和才能，创建 “有规则的

自由课堂”，实现学生充分自主地发展。实践中，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还将会有新发展。

四、带好每一个班：新教改支持下的 “自

育、互惠、立范”育人规范

班级是育人最重要的前沿阵地，班主任不仅

要 “带”班级，还要 “带”教学，双轮驱动，努

力把学生 “带到”理想的教育教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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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首先要克服认知偏向，防止班级育人

和教学改革 “两张皮”。实践证明，完美的教师

应既教学又做班主任，两方面工作一肩挑，才能

写就一部指向综合育人、管育合一、共生相成、

完整协同的 “大教学论”。“自学·议论·引导”

场域下的班主任，需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教学向

度，重视学法指导和学法研讨，重视学习习惯的

养成。每接新班，我都花较大气力矫正和优化学

生的学习习惯，并通过班集体建设优化教学组

织，向 “班级育人”要教学质量，促进班级建设

与学科育人同向同行。

其次，在 “自育·互惠·立范”中偕行，共

度完整成长岁月。经验是宝贵的，但是没有反

思，不对经验进行提炼和概括，经验永远就停留

在感性阶段，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微乎其微。

在进行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实践的基础

上，我们不断融通、提炼，逐步建构、完善了

“班级育人”规范，引导学生 “自育·互惠·立

范”，并形成相应的、可迁移的操作范式。

“自育”是学生以自我为对象而进行的教育

行为，主要有自我反思、监督和调控，以及自我

认知校正、要求提升、意志强化等。“互惠”指

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学会分享、共同进步，表

现在学生智力活动与道德学习之间，还发生在师

与师、师与家长等组成的育人共同体之中。“立

范”主要指为学生或与学生一道寻找榜样，这也

是引导和驱动学生为自己确立道德或行为之

“范”，进而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在这三者之中，

“自育”是基础，“互惠”是关键，“立范”是引

领，共同指向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的培育。再往深处讲，“自育·互惠·立

范”孕育着学生的创新精神，不是培养听话的乖

孩子，而是培养敢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的探究者、创造者。

最后，享用当下优质生活，为未来人生积蓄

持续发展的能力。没有幸福的现在，就很难有美

好的未来。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优质的智力学

习活动能促进学生德性成长，学生的德性成长会

让知识变得更有意义。整体建构与优化 “班级—

学科融合育人”的教学生态和教育质态，就是找

到学生全面发展的生活逻辑起点，为学生一生的

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建构高质量的班级生活，须注重统筹教育教

学，启智润心，促进德智共生，把教书当作重要

的育人过程。班级不仅要积极开展各种生动活泼

的德育活动，也要引导学生形成优良的学习习惯

与学习品质，提升他们的思维品质。一方面，注

重发挥和强化课堂以及学科知识在班级生活中的

作用，找到学科知识运用的生活场景；另一方

面，在班集体建设中，重视对学生学习生活的组

织、指导、管理和优化，引导其在形成良好品行

的基础上获得优异成绩……正因为知识教学与德

性培育有效整合、深度耦合，班级生活才具有了

教学意味，学科生活和班级生活才成为一体化的

育人生活。由此， “双螺旋”育人才有了着落，

得到实现。

五、不断创新与超越：做终身学习者、教学

研究者、育人实践者

教育家精神离不开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

耕态度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体现

的是 “教无止境”与 “人师”的完美统一。教师

的成长往往是一种坚守、创新和超越的过程。坚

守是慎终如始，创新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坚守和创新共同指向对现实的超越。

（一）做终身有所追求的学习者——— “当上

教师，就意味着一生的历练，一生的奉献”

一个普通教师如果没有追求，很容易在日常教

育工作中琐碎化，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变得平庸。

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那就是选择了一生的勤勉奋

斗、兢兢业业，把整个身心都献给教育和学生。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创立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

法，到２０１４年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再到２０２２年 《“班级育人”６０年》又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前后跨度近半个世纪，正是

这种 “永不满足”的性格和 “成为更好的自己”的

精神追求，让我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二）做终身推动教学改革的研究者———

“心中有目标，总想自己今天比昨天教得好，明

天比今天教得好”

终身研究者应该是这样的样态：尽管一辈子

教某一学科，但能突破经验的羁绊，常教常新，

每次备课都倾尽全力，从不照搬以前用过的教

案；没有职业倦怠感，在不断地研究学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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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越来越觉得这个职业乐趣无穷。没有

“内卷”的疲惫，而有满满的幸福感，当看到班

级学生在自己的培养下阳光成长，会感到欢愉舒

畅。所以，每个教师绝不能重复 “昨天的故事”，

那张旧 “船票”是不能登上未来之船的。教改中

的每一次进步、育人中的每一项突破都离不开反

思、创新、奉献这些研究者必备的修养和要求。

（三）做终身育人的实践者——— “一名教师

的价值在于点亮和唤醒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成就

学生，也成就自己”

一名普通教师的价值应该体现在 “用心实

践”上。只有在实践中 “用心”才能走进学生的

世界，才能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才能陪伴他们一

起成长。离开了课堂这片土壤，离开了班主任这

个实践的源头，教育生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精神也就无所致 “用”、无处安放，也

就无法点亮和唤醒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近年来，我们已建立甘肃兰州和康乐、新疆

伊宁、河南濮阳、宁夏固原、江苏宿迁等 “自

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市、县级实验区。各实

验区、实验校及实验教师牢牢把握育人质量生命

线，用课堂来落实 “双减”目标任务，用课堂来

进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探索，用课堂来践

行 “双螺旋”育人的理念和范式，进行教与学的

深度变革，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课改成效。

另外，我们建起了３００余所实验学校，培植

了５０所种子学校，发展了１００名 “种子教师”，

“双螺旋育人”已辐射到西北的一些地区，正在

努力实现惠及全国广大师生的目标。通过持续努

力，推动 “双螺旋”育人成为全国基础教育课程

教学改革深化的富有启发性的实践样本。

“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个班，教好每一

个学生”是我６７年 “双螺旋”育人探索的一点

体会，这些经验朴素而真诚，内蕴着教育家精神

的一些内涵。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首先要明

确其核心是精神的培植。就是要建构人民教师的

价值坐标，就是要以高尚的精神影响广大学生，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其

次要重在践行，推动实践品格的提升。没有真正

的行动，便没有真正弘扬，重要的是我们要做起

来。最后要重在求是创新。要扎根教学改革，让

教育家精神不断焕发新的风采。因此，大力践行

教育家精神，是优秀教师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位

教师应有的担当，是每一位教师的精神追求和整

个教师群体的精神品格。

（责任编辑：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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