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教师·TEACHER 

094

2020 年 8 月
Aug.2020

一、课堂教学之“道”

何为“教学之道”？唐代文学家韩愈《师说》有言：“道

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

道受业解惑也。”如此说来，教学之道，乃传道、授业、解

惑之道，即课堂教学的一般法则、通用规则、普遍规律。

（一）张弛之道，把握节奏

孔子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

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弛之道运用于课堂教学

之中，就在于合理把握教学节奏。课堂教学的“张”，是指

节奏紧张、急促、强烈；课堂教学的“弛”，是指节奏放松、

舒缓、平和。“张”是为了渲染气氛，积极进取，全身心投入；

“弛”是为了蓄势储能，乘势而为，待时而发。心理学研究

表明，人在听讲时，其注意力每隔五至七分钟就会有所松弛，

大脑的兴奋与抑制总是处在周期变化之中，高潮过后便进入

缓冲阶段。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一味地“张”，

学生就会应接不暇，感到吃力；如果一味地“弛”，学生就

会疲沓松懈，感到萎靡。正确的做法是：“张”应当短时，

“弛”应当有度，把握教学节奏，做到张弛相济。

（二）动静之道，调控状态

在太极拳中，动与静是其两种状态：“动”即意动、气动、

形动、劲动；“静”即神静意和、形态怡静、内心淡然、气

息顺畅。动静之道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就在于合理调控动

静状态。教学过程中的“动”包括动脑、动口、动手，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静 "包括静心、静气、静神、静思。“动”

是外显的，“静”是内隐的；“动”有利于能力的形成，“静”

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动”能活跃课堂气氛，保持学生的注

意力；“静”能实现心灵的交融，培养学生的思考力。

（三）奇正之道，稳中求变

《孙子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之道，

是思维创新的核心表现。作战是如此，教学亦是如此。“正”

指正常的、一般的法则；“奇”指变化的、特殊的方略。奇

正相生，守正创新，出其不意，乃奇正之道精髓也。奇正之

道运用于教学之中，就在于求变、求新。有变的课堂、出新

的课堂，才能不刻板、不保守，才能给人以张力，给人以灵

动。在教学中，既要守正，继承优良教学传统；又要出奇，

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奇正之道，“正”是稳，“奇”是变；

“正”是基础，“奇”是关键；“正”是情理之中，“奇”

是意料之外。一正一奇，正奇相合，乃奇正之道要义也。

（四）博弈之道，实现双赢

“博弈”的本义是指棋类活动，后来发展成数学中的一

门特色学科“博弈论”。“博弈论”是基于研究多个个体或

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

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其核心是研究在冲突对抗条件下，问

题最优解决策略和决策之间的均衡问题。博弈的基本类型有：

正和博弈、零和博弈与负和博弈。若以博弈各方的收益与损

失相加其总和而论，如果其总和大于零，则为正和博弈；如

果其总和等于零，则为零和博弈；如果其总和小于零，则为

负和博弈。正和博弈是一种合作性博弈，是我们所追求的；

零和博弈与负和博弈是非合作性博弈，是我们所摒弃的。博

弈之道运用于教学之中，就在于师生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合

作关系，形成一种合作性博弈，使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收益

与损失相加其总和大于零，达到正和博弈，实现双方共赢。

（五）刚柔之道，以柔克刚

“一阴一阳之谓道。”“阳交于阴，阴交于阳，刚交于柔，

柔交于刚。”刚柔之道，无处不在。就文章而论，鲁迅的杂

文有阳刚之美，李煜的词有阴柔之美；就自然现象而言，钱

塘江有阳刚之象，西湖则有阴柔之态；就声音而言，锣声、

钟声阳刚，笛声、箫声阴柔；就书法而言，魏体阳刚，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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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柔；就诸子百家而言，法家阳刚，道家阴柔等。同样地，

课堂教学中也有刚柔之别。有的教师高谈阔论，纵横捭阖，

飞流直下，具有阳刚之气；有的教师娓娓道来，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显示阴柔之态。真正高明的教师定能收放自如，

放开则能充斥天地之间，收回则可在方寸之间。实践表明，

过“刚”则易折，过“柔”则易倦。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刚柔相济，恩威并用，乃是教学之道。因此，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多一些温情，少一些冷漠；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挖

苦；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埋怨；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

多一些尊重，少一些讽刺。如此，才能“此时无声胜有声”“道

是无晴却有晴”。

二、课堂教学之“术”

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作为课堂教学

之术，同样需有专攻。如果说教学之道是方略、策略、战略

的话，那么教学之术就是技术、艺术、战术，即运用教学之

道的实践之术，也就是语言之术、内容之术、方法之术、手

段之术及板书之术。

（一）语言之术，重在简明

教学语言是师生沟通和信息传递的媒介与桥梁，极大地

影响着教学效果，应力求做到简洁明了。一是控制语速、音

量、音调。语速的快慢要适中，音量的大小要适宜，音调的

高低要适切，以动听悦耳为衡量标准。二是讲求通俗、生动、

形象。通俗能使学生明白，生动能使学生振奋，形象能使学

生联想。三是确保流畅、激情、幽默。教师要善于运用俗语、

谚语、网络语、流行语及古典诗词和名人名言等，不断增强

教学的趣味性。

（二）内容之术，意在实用

早在古代《周礼》中提出来的教学内容是礼、乐、射、

御、书、数，简称“六艺”。借古鉴今，教师在选择和确定

教学内容时，应以新颖、实用为标尺。一是取舍合理。讲什

么、怎么讲，取什么、怎么取，舍什么、如何舍，应做到心

中有数。二是先后有序。“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

对教材要恰当处理，不能照抄照搬，充当收发员和复印机；

要源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及时补充新工艺、新方法、

新技术、新标准，同时在具体教学中，重要的内容先讲，次

要的内容后讲，无关的内容不讲。三是详略得当。国学大

师陈寅恪，在大学当教师时提倡“三不讲”，即书本上有

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一般教师难以

做到，但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对新知识、新技术等新的实

用的内容要详讲，对现成的、书本的知识要略讲，要讲得“顽

石点头”。

（三）方法之术，要在灵活

教学有法，法无定法，贵在得法。要做到教学方法灵活，

教师应善于讲故事、打比方、说笑话、讲桥段。故事能使教

学接地气，比方能使教学有生气，笑话能使教学有神气，桥

段能使教学有灵气。要做到教学方法灵活，教师还可以借鉴

相声艺术的“说、学、逗、唱”，借鉴戏曲艺术的“唱、念、

做、打”，借鉴中医诊病的“望、闻、问、切”，借鉴作文

方法的“起、承、转、合”等。如此这样，才能把教学方法

的灵活性落到实处。

（四）手段之术，旨在多样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由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到

云计算到大数据再到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

的不断发展，课堂模式已从传统的面对面讲授式课堂发展为

微课堂、慕课堂、云课堂、翻转课堂等，突破了传统课堂

的时空限制。教学手段也从传统的“黑板 + 粉笔 + 嘴巴”

发展到“互联网 + 教学”，实现了从“幻灯片”到 " 电脑 +

电视 "、从“投影仪”到“电子白板”、从“数字课件”到“云

课堂”的不断变革和不断翻新。职业院校教师要及时适应并

跟上这种变革和翻新，不断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使课

堂教学手段丰富起来、多样起来，不断推进课堂教学革命，

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五）板书之术，全在美观

板书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掌握

知识及记忆知识而利用黑板以凝练、简洁的文字、符号、图

标等呈现教学信息的总称。板书是一种传统而重要的技术，

在现代教学手段多样化的今天，板书之术，仍需坚守，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被取代。比如，“问题式”板书，

能给学生以思考；“关键词”板书，能给学生以记忆；“表

格式”板书，能给学生以直观；“对比式”板书，能给学生

以区分；“线索式”板书能给学生以脉络；“总分式”板书

能给学生以全貌。总之，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设计不同

形式的板书，以达到内容美、形式美、书法美、结构美、形

象美、和谐美等美学效果。

三、道与术的内在关系

首先，道与术是对立统一的，“道”是万物的根本，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术”是事物的表象，是

人们遵循客观规律行事的具体方式；“道”是原理原则的理

论体系，“术”是方法手段的操作系统。其对立关系表现为：

道为上，术为下；道为本，术为末；道为虚，术为实。这种

对立关系最终在“道术相生”中统一起来，形成“道术合一”

的和谐关系。

其次，道与术是普遍联系的。道是术的基础，术是道的

表现。道是河，术是舟，无河则无以载舟，无舟则难以渡河；

道是舵，术是桨，无舵则无方向，无桨则无动力；道是魂，

术是魄，有道无术，则魂不附体，有术无道，则失魂落魄。

悟道得道，方能行道。如果我们把教学之道看作武器仓库的

话，那么教学之术便是打开武器仓库的钥匙。

再次，道与术是相互转化的。“道”德实践与应用能转

化为术，“术”的积累与提炼能上升为道。道在领悟中而形

成，术在应用中而得道，可谓道能生术，术亦能生道。从这

个意义上说，道不异术，术不异道；道即是术，术即是道。

比如，张弛之道，可能化为语言之术；奇正之道，可转化为

方法之术。只有明道正术，道术兼修，方能抵达课堂教学的

高效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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