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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教师书房·

岳乃红

我是一名高期待教师吗？阅读 《成为高期
待教师》 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一直萦绕着这个
问题，甚至在那段时间的教学实践中，我也时
不时地问自己：我的教学设计、我营造的学习
氛围、我对学生的提问与反馈等，算得上是一
名高期待教师吗？这种自觉的警醒与反思，伴
随着阅读的全过程，这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比较
少见。

《成为高期待教师》的作者克里斯汀·鲁比-
戴维斯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学院的终身教
授。虽然这是一本教育理论译著，但好在克里
斯汀教授原先也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对于教师
期待的研究始于自己的课堂、自己的班级和自
己的学生，她的每一个观点都来源于自己的教
育研究和实践，很能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尤其是
一名教师。

教育的问题不分国界，当下中国教育相关问
题的症结，在书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答案。

教师期待与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是教育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
题，《成为高期待教师》 亦是如此。本书从第
一个教师期待干预研究“皮格马利翁实验”入
手，提出教师期待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联性：
教师期待能够预测学业成绩，学业成绩亦能预
测教师期待。

克里斯汀教授认为，教师期待是通过一系
列步骤向学生传递的，她所建立的“教师期待
的情境模型”就一目了然地揭示了其中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如果把教师期待的形成作为开端
的话，那么学生学业成绩就是这个情境模型的
终端，但同时学业成绩也会促使教师形成新的
期待。在教师期待和学业成绩之间，教师信
念、学习机会、课堂练习等要素传递着教师的
期待，最终抵达学业成绩，这五个方面的要素
相互影响、彼此关联，从而形成一个学习情
境。在克里斯汀教授看来，这种学习情境既是
教学环境，也是社会心理环境。让学生在一个
安全、温暖、充满激励、机会均等、富于挑战
的教学环境中进行学习，无疑会提高学生的学
业成绩。

从这个模型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克里斯
汀教授对教师期待所下的定义：“所有教师根
据他们对学生现有信息的了解，对学生当前和
未来的学习成绩和课堂行为所持有的信念。”
这种信念，传递的是一份信心与信赖，对自己
的教学有信心，对学生的学业有信赖。这就是
高期待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信念。

你有这样的信念吗？

教师期待与课堂教学

从克里斯汀教授建立的“教师期待的情境

模型”中不难看出，教师期待主要体现在日常
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并影响着学生的表现和
成绩。据此，她提出了三个关键的高期待教学
原则：

一是使用混合能力分组或灵活分组，为所
有学生提供高水平的学习机会。我们通常会认
为，对于一个学习水平弱的学生而言，安排一
些结构性更强的重复性学习活动有助于提高学
业成绩，于是大量机械的单调的重复操练占据
了他们的学习生活，而且这种势头正蔓延于整
个班级的所有学生。

克里斯汀教授强调，更富有挑战性的学习
任务能保持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他们的学业
水平，而通过混合能力分组或者灵活分组，就
可以让学生积极面对学习的挑战。她反对将学
生按能力分入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小组，整个
班级或小组被贴上“快班”或“慢班”、“高能
力生小组”或“低能力生小组”的标签，这种

“分流”会对能力欠佳学生的学习机会造成负
面影响，还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机会。

在《成为高期待教师》这本书中，克里斯汀
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混合能力分
组或灵活分组的一些好办法，比如说“时钟伙
伴”学生分组法就相当富有创意，这种方法能让
教师想出更多的分组方式，一旦需要改变分组
的时候，只需转动分针，根据分针停留位置所提
示的分组方式进行分组，有趣又实用。

二是设定目标。教师与学生一起设定明确
的、基于技能的目标，追踪学生的目标进展，
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反馈，说明他们在实现目标
方面的表现以及下一步的计划。这里最难能可
贵的就是师生共同设定目标，而不是教师单方

面地定目标下指令，把对学生的尊重真正落到了
实处。而设定目标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追踪与
反馈，将有助于学生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
行为以最终达成目标。克里斯汀教授在书中提供
了一些目标设定的工具，让目标可见，从而促进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三是营造班级氛围。积极的情感体验才能产
生有意义的学习。克里斯汀教授认为，教师应该
为所有学生营造一个温暖和支持的课堂氛围，同
时培养学生之间密切和支持的同伴关系。这种能
够赋能的学习“场”的建构，有助于学生建立良
好的自我概念，而学生的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之
间具有互惠关系。

不难发现，克里斯汀教授提出的高期待教学
的三个原则，都是围绕着教学中的“人”尤其是
学生展开的。而当前中国教育当中“人”的缺失
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掣肘，因此阅读此书会
让我们时刻有这样的觉知：教育的本质就是要重
新回到“人”的教育。

你感受过这样的觉知吗？

教师期待与教师自身

此刻，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回到我们作为
教师的这个角色本身。每名教师都是独立的个
体，每名教师的个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
教师期待。

克里斯汀教授认为，教师信念对于教师期待
的形成至关重要。你为什么要做教师？你喜爱当
教师吗？你觉得自己胜任目前的教学工作吗？你
想成为一名好教师吗？⋯⋯教师对于自身角色的
思考及其所持的信念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塑
造了自己的教学行为。拥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的
教师，会在教学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会主动克服
困难坚持完成教学任务，会对学生有更高的期
待，会在课堂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在“教师期待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克里斯
汀教授及其团队一般会通过“教师研讨会”的方
式，指导和帮助参与项目学习的教师。第一次教
师研讨会后，每名教师都会被要求观看自己的教
学视频，以便监控自己教学中的言语和非言语行
为。在克里斯汀教授看来，教师传达期待的方式
多是通过非言语行为而不是口头表达。因为自己
的语言可能会欺骗自己，但是自己的非言语行为
恰恰能传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观念。通过观
看视频，能有效帮助教师充分分析自己的非言语
行为，形成积极的教师期待。

你拥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吗？
你研究过自己的非言语行为吗？
当一个个问题扑面而来时，你不妨去读一读

《成为高期待教师》。这是一本来源于真问题、执
着于真信念、成稿于真研究的教育理论书，你可
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一路找寻，找寻自己的成长之
路，努力成长为一名高期待教师。

（作 者 系 江 苏 省 特 级 教 师 、 中 国 教 育 报
2010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寻找中国的高期待教师寻找中国的高期待教师

高华健

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
是人工智能 （AI） 的突破，正在深刻地改变我
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这种变化不仅仅
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便利上，更深刻地影响了我
们的教育系统和培养人才的方式。在这样的背
景下，郑泉水教授所著的 《破界创生：从清华
钱学森班到深圳零一学院的创生教育》 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探索了创新与
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提出了一个颠覆传统的
教育模式——创生教育 （Innovation-Motivat-
ed Education）。

作为清华钱班和深圳零一学院的创办者，
郑泉水教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
位具有前瞻性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在他的带领
下，这些教育试点项目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我与郑泉水教授相识近 30 年。20 多年前，
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德国马普研究所工作
时，有幸接待了郑教授的几次来访。同时，我
与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许多教师，包括郑教授，
也开始了长期而紧密的合作。在这些宝贵的交
流中，我深刻感受到郑教授在纳米力学领域的
卓越贡献以及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我们的讨论
不仅仅涉及研究进展，郑教授对创生教育的持
续专注和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也深深打动了我。
他对创新教育的执着追求，不仅彰显了他在学
术上的卓越，也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与
贡献。能够受到郑教授的邀请，担任两任清华
钱班顾问会主席，我感到非常荣幸。

《破界创生》 是基于他过去几十年的宝贵
经验和深刻思考，对创新教育进行的系统总结
和 深 入 剖 析 。 本 书 的 核 心 思 想 是 “ 创 生 教
育”，即以创新为内生动力来引领个人成长的
教育模式。郑教授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这种教育
模式如何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桎梏，利用科技
手段和创新理念，为每个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路径。创生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的学术成
绩，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这
种模式强调内生动力的重要性，通过长周期的
创新实践，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潜力，最终实
现从“学”到“做”，从“思”到“悟”的升
阶过程。

在郑教授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创生教
育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刻反思和挑战。传统应
试教育的模式，往往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
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而创生教育则强调教育的本质是人的成长，是
对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内生动力的关注。郑教授
认为，只有真正关注学生的内在兴趣和潜力，
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目标，培养出具有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

本书不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创生教育的理
念，还通过大量的实践案例和数据分析展示了
这种教育模式的实际效果。郑教授详细描述了
南昌大学本硕实验班、清华钱班和深圳零一学
院的创办过程，以及这些项目在教育改革中的
实际应用和成效。这些案例不仅展示了创生教
育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启示。

在 《破界创生》 中，郑教授不仅探讨了创
生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还深入分析了当前教育
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不仅揭示了教育改革
的困境，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
向。郑教授提出，破解教育难题，必须从本质
上回答好教育、创新和人才这三个基本问题，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书中提到的创生教育模式，强调了教育的
长期性和内生性，注重通过长期的创新实践，培
养学生的深度思维和创造性。这种教育模式不
仅关注学生的短期成绩，更关注他们的长远发
展。这种长期主义的教育理念，对于培养具有
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教授在书中还提出，创生教育的成功离
不开教育者的共同努力。家长、教师和管理者
的思维改变和实践精神，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他们需要摒弃旧有的思维模式，积极拥抱创新教
育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变
革，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

《破界创生》 不仅是对创生教育理念的系统
总结，也是对未来教育改革的深刻思考。郑教授
通过对创生教育的深入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教育模式和方向。这种模式不仅具有实践性
和可操作性，更具有深远的社会和历史意义。这
本书不仅是对教育改革的深入探索，更是对未来
教育发展的积极回应。我相信，通过对本书的阅
读和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教育的本质，理
解创新的重要性，并为推动教育改革作出积极的
贡献。

总之，《破界创生》 是一本具有深度和广度
的教育著作，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创生教育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也为我们指引了未来教育的
发展方向。我诚挚地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相信
它将对我们的教育观念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清华大学力学与工程交叉研究院院长）

创生教育：以创新为内生动力

吴诗清

2023 年岁末，在杭城的万家灯火中，
我和几位好友与闫学老师在一起跨年。
也就在这个夜晚，我们谈起这些年在闫老
师的带领下，儿童阅读课程团队在整本书
阅读实践中的行动、收获与困惑。闫老师
认为，到了该总结与发表研究成果的时候
了。果然，不到一年时间，新书《整本书阅
读的课程化》（闫学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已在案头。捧读新书，有“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般的满足、欣喜和快
慰，浑然忘记了劳作的艰辛。

这本书共分 13 个主题，内容涉及世界
名著、古典名著、中外神话、中外民间故
事、经典童话等作品，并依据《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要求和统编小
学语文教材各年级“快乐读书吧”中的相
关内容而定。每一选题下均由启读课、赏
读课、创读课、赏析点评四部分组成，既清
晰、完整地呈现了整本书阅读展开的全过
程，又对设计的依据、理念、要点进行了精
准的评析。

以启读课、赏读课和创读课构成整本
书阅读的课程链，将整本书阅读进行课程
化实施，是闫学老师提出的一个创造性观
点。其中，启读课承担了“营造阅读期待，
激发阅读兴趣，制订阅读计划”的任务，就
像给了学生一份充满诱惑力的藏宝图，阅
读就不再随意，而成为一种兴致勃勃的探
秘阅读之旅。

赏读课的意义在于，提出学生在自主
阅读的过程中很难主动思考的问题，还通
过梳理、对比、归纳等不同的阅读策略，揭
示出这本书或这一类书最大的价值。如，
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赏读课上，与学
生共同讨论：“哪些人把林冲逼上梁山？”

“他们为什么欲置林冲于死地？”这些问题
在引导学生梳理人物经历、故事情节的同
时，又揭示了作品主题。

赏 读 课 重 在“ 赏 ”，而 创 读 课 重 在
“创”。创读课强调学生多种形式和多个维
度的创造性参与，鼓励和引导学生将阅读
文本与生活实践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相关
联，给学生充分的自主表达机会，激发创造
力。如，在历险类世界名著的创读课上，教
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如果英国的鲁滨逊
突然掉进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兔子洞，将
会发生怎样奇幻的故事呢？”这一脑洞大开
的问题是对前一阶段阅读的回应，也是方
法的迁移——在赏读课中，师生共同梳理
出《爱丽丝漫游奇境》和《鲁滨逊漂流记》在
情节结构上的共性后，在创读课上学生就
可以借助基本的情节结构，插上想象的翅
膀，创作属于自己的奇幻历险故事。

可以说，整本书阅读的课程链解决了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不想读、
读不完、读不懂、机械读等问题。我相信，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奇幻、童诗童谣的纯

真，以及民间文学的神奇与质朴⋯⋯都将随
着整本书阅读的开展而滋润、丰盈孩子的心
灵，而这正是这些年来闫老师带着课程团队
持续深耕儿童阅读的初心与动力。

当闫老师发现我在民间文学、神话故事
和古典文学等方面具有浓厚兴趣，便鼓励我
进行深入研究。还记得我和学生共读《西游
记》和《水浒传》的日子。我以同名电视连续
剧为兴趣的激发点，带领学生们开启了古典
文学名著的阅读之旅。

在启读课上，我们学习了章回小说的阅
读方法，围绕感兴趣的话题交流，提出值得探
讨的话题，带着问题开启原著的阅读。在赏
读课上，围绕大家最感兴趣的情节、最关心的
人物，我们共同梳理、发现隐藏在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背后的作品主题和意蕴。而在创读
课上，鼓励学生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创造性地
展示阅读成果，如表演课本剧、分享人物卡、
绘制情节图等，提取阅读经验，并将文本内容
结构化。当我们回顾整个阅读过程时，学生
们都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一个学期中读完这
样厚厚的两本书，并且读出了味道，读出了门
道，也读出了创意。

整本书阅读课程化，通过提供一定的阅
读策略，将书籍的意义、内涵揭示出来，彰显
出阅读的价值，同时通过课程链开展系列阅
读活动，又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生发出更
多的力量，获得更充分的成长。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理想实
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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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在《童
年的消逝》一书中传达出，人们对以纯真
为主要特征的童年期在电子媒介时代日
趋萎缩的隐忧。“童年的消逝”的严峻现
实也给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挑战：儿童
文学仅有童真、欢快、纯净、明确还不够，
也应体现思想的含混与深厚、生活的复
杂与广阔。基于这个前提，孙频的小说

《一千零一次月落》打破了儿童文学的疆
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可以演绎出
更丰富的肌理和更深邃的意味。

《一千零一次月落》 讲述了山西黄河
岸边碛口镇的十二岁少年“我”因不写暑
假作业被爸爸责打，“我”赌气泅水到对岸
陕西吴堡石城张春繁老先生家住了下来的
故事。在荒凉石城的每个夜晚，为排遣寂
寞，张春繁给“我”讲起了石城的千年沧
桑，白天“我”则根据故事探索石城的历
史刻痕，这种“一千零一夜”式的情节设
置已暗示了小说的神话性。小说的现实也
的确充满了魔幻，“我”竟然发现了已经

“死去”的爷爷！而且这是石城人所共知的
秘密，但人们都感恩爷爷曾惠及石城，所
以都心照不宣地保守着这个秘密。这让

“我”对石城那些藏在历史褶皱里的故事无
限神往，也被张春繁、石匠等老人们庄严
的历史使命所震撼，于是成年后的“我”
毅然选择了历史学作为毕生追求。

看似是一位少年的成长故事，但这
位少年的成长既不是顿悟式，也很难说
是渐悟式。“我”没有通常儿童成长中的
阵痛或困惑 ，更多的只是孩子的好奇 。
由于“我”没有冲破困境或超越有限性的
目标导向，所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成长
路线，甚至“我”也不是故事的主角，只是
一位叙述者。这其实已经突破了儿童小
说中成长主题的写作程式，小说既不专
注于也不围绕少年的成长展开叙述，而
是把少年成长放回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
网络中，于是个体的成长融汇到复杂多
歧 的 社 会 生 活 和 丰 富 含 混 的 历 史 变 迁
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超越个
体有限成长的创作理念，大大拓展了儿
童成长小说的叙述范式。

在 这 部 非 典 型 性 的 儿 童 小 说 中 ，

“我”更像一位见证者。千年来，吴人、广陵人
等居民，包括少年自己不过是石城的一位过
客。随着最后一位居民张春繁的离世，石城
成了空城。成年后的“我”独自徘徊在夜晚空
旷的石城里，逐渐体悟到张春繁利用灯光制
造的“赛博朋克”，其实是力图搭建一座“虚实
相生的复式城邦”。“我”之所以一次次重返石
城，是因为石城也是“我”永远的乡愁。正是
在一次次精神返乡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
来处，找到了荣格所言的“完整”的自己。

小说深厚意蕴的构建，离不开作者奇诡
而华彩的语言，尤其是她细腻而瑰丽的譬喻
很有张爱玲之风。小说写从平地上看地坑院
里的杏树，只能看到一截树冠，但到春天杏花
盛开时“连那截侏儒树都会变得美艳起来，就
像从地底下喷涌出来的云霞，有种张灯结彩
的丰盛，蝴蝶、蜜蜂、天牛和我围着一树杏花
左看右看，好像观看着正月十五的花灯”。还
有拔罐时罐“咬”着人的背，“小老虎似的”，甚
至“叼”起一块块鼓鼓的肉，“叼在小罐里的肉
居然长得飞快，像植物在发芽”。这种灵动带
有少年探索世界时特有的新奇、热情和好玩
的 心 态 ，也 呈 现 了 石 城 芯 子 里 的 明 艳 和 繁
盛。这些一路繁花、美不胜收的譬喻，对那些
固守儿童文学纯真而不敢尝试新表现手法的
创作者是一种很好的启示。

《一千零一次月落》把“天方夜谭”的传奇
性和工业文明进逼下的现代图景有效融合成

“赛博朋克”“景观”，并进一步从人物的成长
模式、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上，实现了对儿童
成长小说的超越，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创
作路径的另一种可能。

（作者系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千零一夜”的另一种写法

《成为高期待教师》
［新西兰］ 克里斯汀·鲁比-戴维斯 著
沈苗苗 范玲玲 薛娇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千零一次月落

》

孙频

著

明天出版社

专家视角

书里书外

《破界创生：从清华钱学森班
到深圳零一学院的创生教育》

郑泉水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
师
荐
书

麦田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