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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 堂的基本概念及原理态课  

⼀、国外研究情况 

早在 1932 年美国教育学者华勒的《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就已提出，

研究课堂生态系统，必须应用生态系统观点、方法全面考察课堂内过程、

要素、特点、作用和相互关系，运用生态学观点构建和管理课堂；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ESD）一词；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联合国发表了《里约宣言》，在向各国政

府发出的《21 世纪议程》中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而重建教育”的倡议。

随后，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和探索在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很活

跃，它强调把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紧密联系起来，

尤其重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身心环境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生态结构方面，包括教育生态的

锥体结构、宏观生态（学校、家庭、社区等生存环境）、微观生态（课程、

教学、评价），以及教育行为生态（个体行为生态和集群行为生态）等，

概括起来，国外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教育基本特征是：起步较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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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政府重视。  

⼆、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绿色生态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从环境教育逐步演化而来。早

在 1978 年，国务院就提出明确要求，“普通中学，要增加环境保护教学

内容”；1990 年以后，国家教委要求普通中学开设环境教育选修课，出版

了《环境保护》教材，并且将环境教育内容写入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与学

科教学大纲之中；2008 年，黄耀红博士在《高等教育研究》第 3 期发表

以《走向课堂的生态和谐》为题的文章，指出，生态课堂应从“走向课堂

生态和谐的哲学阐释”“机械宇宙论和现代课堂的教学病理”“课堂生态和

谐的实践构建”三个方面解决问题；江苏省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陈玉驹老

师在《试论语文生态课堂》中指出，语文教学的本质与学生的内涵是水

乳交融的； 曹晓老师的“语文生态教 学之我见”（《中学语文 教学参考》

2013.12）指出，生态课堂立足于学生独立；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牛头

岸学校的温秀凤老师在《农村环境下生态语文课堂的建构》中指出，生

态课堂应该重点把握文本的“真、善、美”。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

态意识、生态哲学、生态价值、生态伦理、生态文明、文化等方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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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尽管这些研究对建构学校教育生态环境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大多数研究仍处于理论建构阶段，从实践层面上予以具体操作的研

究还不多见。  

就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而言，如华东师大杨士荣博士在《语文新课

程生态课堂教学探索》中所说的一样：语文生态课堂教学一方面将语文

作为开放的生态系统考察，把老师、学生、文本等要素看作课堂教学这

个特殊系统中的相互因子；另一方面还把“生态”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来追

求，从教学环境、教学因素、教学过程等方面和各环节真正焕发师生的

生命力。这些都与我们农村高中语文教学所追求的“生态有效课堂教学”

相去甚远。因为《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强调“语文教学

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课程基本理念。所以，我们

今天所追求的是让学生扎实地进行语言实践，使学生在阅读，理解、表

达中接受作者的思想、感悟语言的魅力，让学生在阅读、品味文本的过

程中，听说读写能力也得到发展，情感得到熏陶，我们的语文课堂就会

呈现出生态化发展的特点。  

三、研究⽣ 堂的⽬的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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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生态课堂追求知识的鲜活性，将学生从压抑、沉闷的课堂

气氛中解放出来，目的就是要提高课堂的效率，实现有效的教学。而我

们所要实施的有效教学不论何时都离不开生态课堂，离开了生态课堂来

实施有效教学就是一句空话。生态课堂与有效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

以，要想进行有效教学必须遵循生态课堂的规律，让生态课堂的理念时

刻贯穿在教学中，也就是以“活”和“和”贯穿教学的始终，把学生看成是正

在发展着的鲜活生命，同时也顾及教师自身发展，使各要素之间形成和

谐统一的氛围。这不仅要让学生快乐，还要让他们有最大收获。   

生态课堂中的师生应是一种伙伴关系，没有专断、一言堂，相互信

任，相互理解，相互合作。课堂是心扉敞开的场所，是师生心灵对话的

舞台，是师生创造奇迹、激活各自潜能的时空，是向未知方向挺进、随

时都可能邂逅美好的意外通道。生态和谐的语文课堂，弥漫着民主自由

的空气，弥漫着幸福和快乐。  

吴鼎福、诸文蔚的《教育生态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版）是我

国第一部教育生态学著作。作者从教育和周围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入手，

以教育系统为主轴，剖析教育的生态结构与生态功能，以教育的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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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为横断面，然后扩展开去，建立起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结构，从而集

中地阐述其原理，揭示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依据这一理论，在教学

实践过程中，我们审视过去的课堂教学发现，忽视了课堂的生态规律，

才使课堂显得枯燥无味。经过反复实践与研究，我们认为，只有构建生

态课堂，让学生在和谐、民主、自由的环境中学习，才能快乐、自由、

身心愉悦地发展，以实现生命提升。无疑，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能够畅

所欲言、主动探究。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他们主动探究的

能力、动手能力等，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愿望，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学

生得到的知识才是“活”的，而非死记硬背的“死”知识。本课题是在结合农

村高中语文课堂实际而展开的，从实践的层面积极探索高中语文课堂改

革，符合新课程改革需要，研究所形成的成果也将为今后的高中语文有

效课堂改革提供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方法与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

实践性。  

四、⽣ 堂的基本原理态课  

（⼀）何 ⽣ 堂为 态课  

所谓生态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强调每一个学生的需求、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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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识，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通过现代课堂教学手段，实现教学与学

生发展的真正统一的课堂。它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同，生态课堂强调

让学生健康成长，努力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其成为理想课堂，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生态课堂，即尊重学生，突出学生的个性，使

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积极主动。生态课堂的核心理念是尊重、唤醒、激励

生命，追求的是有序、有情、有效、有趣。生态课堂是生活化的课堂，

学生感兴趣的、想知道的、想错的，都可以在生态课堂里畅所欲言，在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得到有效解决。  

（⼆）⽣ 堂追求的⽬态课 标 

语文学习重在生活体验与感悟。因为语文课本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来

源于生活，所以，我们的课堂教学不能只有老师独立宣读，更多的还要

让学生根据文本谈自己的感想与理解。因此，积极倡导生态课堂教学要

以追求“四大解放”为宗旨：一是解放学生的口，让学生阅读，将文本读通、

读透、读懂；还有就让学生说课文、说作者、说写作背景、说感悟等。

二是解放学生的手，让学生动手画，画出课文结构或者思维导图；还有

就是让学生写，写作者的写作方法、写作特色、写感想和体会等。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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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学生的脑，让学生的头脑动起来，积极思考，针对课文中的难点与

重点，可以与同学探讨，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交流讨论；四是努力给学

生提供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去思考、去品味、去体验，积极探索创造和

谐、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学中研，在研中学，从而提升学

生独立阅读和理解课文的能力。课后，还要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大

自然了解生活的本质。这对深化农村普通高中语文生态有效课堂教学实

践研究、体现教师和谐统一、促进教学相长、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具有

积极意义。  

（三）⽣ 堂遵循的基本理念态课  

生态有效课堂教学严格按照新课标具体要求，积极遵循“四合四助”

“五要五不要”“五多五少”的教学理念，旨在改变农村教育陈旧滞后的现状

和教学行为，积极探索一种全新教学方式和方法，着力提高语文生态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四合四助”主要指，一是课前同学合作，相互协助，共

同探究课文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二是课前师

生合作，互助互补，要求教师课前备课时，将自己的教学设计交给学生

看，征求学生的意见后修改教学方案；三是同事合作，相互协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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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取集体备课的形式，征求大家意见完善和修改好教学方案；四是课

堂上师生合作，提供辅助，要求教师课堂上多鼓励学生参与合作与交流，

共同探究课文内容中的疑难问题，寻求最佳答案。所谓“五要五不要”，一

要积极探索不要畏首畏尾，大胆创新，努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寻求

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二要实干进取，不要虚张声势，课堂要以讲求效

率为宗旨，严禁作秀式教学方式；三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四要

真实有效，不要夸张表演；五要大家认可，不要华而不实；“五多五少”，

即一是课堂上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二是多一些合作，少一些独断；

三是多一些参与，少一些附和；四是课后要多一些交流，少一些自闭；

五是课后要多一些学习，少一些盲目。  

（四）⽣ 堂的教学原态课 则 

1.“三不讲”原则，即学生自主学习能够解决的问题教师不讲；学习小

组合作交流能够解决的问题教师不讲；课堂上生成的问题在学生未讲之

前教师不讲。教师要走下讲台，和学生平等对话，用自己在课堂上的语

言、语气、眼神来期待、激励和调动学生，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组织、

引导、点拨、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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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动”原则，即动脑，动口、动手。所谓动脑，就要让学生在课堂

充分利用文本认真思考，开动脑筋；动口就是要让学生主动说，表达自

己的观点，培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动手包括写读后感、写反思与体

会等，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展示反馈、训练提高的课堂学习

活动中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良好习惯。  

3.“三有”原则，即要有预习提纲和预习时间；教师要对学生预习情况

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把预习环节落到实处，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良好习惯。  

4. 分组原则，即各班按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个性特点组建 4～6 人的

学习小组，选定组长，编定序号。组织小组讨论交流，开展小组学习竞

赛，引导学生参与小组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发

展自己，在别人的帮助下提高自己，享受到合作的快乐，培养他们与人

合作的良好习惯。  

5. 自主学习原则，即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天地，更是学生展示的舞台，

因此我们要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堂展示活动，要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积极参

与演讲、质疑、演板、讲解、辩论等课堂展示学习活动。我们要求每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