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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学生在 !"#$测
试中的优异表现，吸引了
世界的目光。去年，英国
政府投资 %%&& 万英镑，
启动了一项提升数学计
划，内容之一就是邀请
'& 名上海教师赴英国，
走进小学课堂开展教学，
传播“上海经验”。

黄浦区蓬莱路第二
小学德育教导、从教 %(

年的数学教师单方就是
其中一位。在布里斯托一
所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评级为“)**+”的小学，单
方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
教学工作。

大部分当地媒体

肯定中国经验

随着教学展开，单方
很快感受到中英教学方
式的差异，在一些方面，
中式教学确实存在优势。
例如，英国各个学校并没
有统一的教材，由老师根
据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
自己寻找教学素材，自己
分析难点和重点，向学生
讲授，个体间的差异很
大。而在中国，集体教研活动不仅让
年轻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也帮助教
师之间分享经验，提高教学效率。有
意思的是，单方来了之后，英国同行
业开始了类似的教研活动———她的
课堂里，每天都有十几名来自学区
内其他学校的老师前来听课，她毫
无保留地和当地同行分享自己设计
的课件，很快，她就在不少同事的课
堂上，看到这些课件被使用。
此外，中国老师擅长循序渐进的

教学方式，学生在课堂练习时犯的错
误，老师总要拎出来再集体讲一遍；
而英国老师很少在集体范围内分析
学生错误“拎重点”，在他们的理念
中，公开指出学生错误可能会伤害学
生自尊。在单方看来，这种理念上的
差异并没法用对错去衡量。

单方说，在当地媒体上，大部分
是对中国经验的肯定，也有一种声
音质疑，由老师占主导地位的中式
课堂，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对
此，单方用教学做出回答———她的
课堂上，问学生最多的就是“为什

么”，要求学生不仅报出
答案，更要讲清楚每个人
不同的思维过程。

我教的洋娃娃

大多热情有礼

单方执教的是当地
四五年级学生，由于中英
学制不同，相当于国内三
四年级学生。“他们虽然
坐姿很随意，但是眼神始
终跟着老师，他们不习惯
像中国孩子那样先举手
再发言，但也能积极回答
提问，且表达很有礼貌。”
在单方眼中，从本质上来
说，孩子们的差异并不如
他们肤色、国别差异那么
大，好的教学方法，才是
吸引他们的关键。

单方觉得，英国学校
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对学
生的激励方式，值得中国
同行借鉴。由于英国实行
包班教学，一名教师要教
授多门学科，每个班级都
配备了 %,-名助教，也使
得分层教学变得更加容
易。就拿阅读课来说，$组
的孩子需要独立完成短文

阅读，.组的孩子则在助教指导下完
成句子的理解，/组基础较差的孩子
完成单词填空即可。教室外面会放一
张小桌子，实在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助
教会在下课时在这张小桌子上对他进
行一对一辅导。这样的分层教学，并
不会让孩子因为被分到 /组或接受
一对一辅导而觉得难堪，没有面子。
“在校园里，几乎听不到老师大声训
斥孩子，相反，孩子的一点点优点，
就会被不断放大，得到表扬。”单方
发现，老师们并不会因为孩子某一
学科较弱，而给他套上差生的帽子；
相反，他们更看重，每个孩子在哪些
方面有长处，并不断放大他的优点。

在单方眼中，英式教育很强调
礼仪规范。她执教的这些洋娃娃，热
情、有礼，虽然玩闹起来很疯，但只
要老师一个指令，很快能收得回来。
为了迎接中国老师到来，英国同事
已经教所有学生都学会了简单的中
文，看到她，每个孩子，无论害羞还
是外向，都会热情地跟她说一声，
“你好！”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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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0月 1日晚上起，英国广播公
司2../3拍摄的一部“中国式教学”纪
录片的第一集开始流传。这是该台费
大力气拍了一部纪录片，邀请了 4名
中国的中学教师到英国汉普郡一所
顶级中学，对该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月
的跟班教学，结果，英国学生的不少
举动让他们十分抓狂。片中甚至还出
现了英国学生因无法适应中国教师
高强度的教学而被训哭的场景。

中国式教学真的那么可怕吗？
中式教育真的会在异国遭遇水土不
服乃至被“围剿”吗？中西方在教育
理念、方式和评价上的差异到底在
哪里？

源于一项教育实验
!在中国"课堂纪律根本就不是

个事"但在英国"这是最大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 ../ 启动了一
个研究项目———“中国化的英国学
校”，他们在英国一所顶尖的公立学
校开设了由 4&名学生组成的一个
“中国实验班”，不仅全天作息安排
和中国学校相同，所有课程也都由
中国老师来上，并且全程跟拍，录制
成纪录片。虽然语言不是问题，但中
英学生的差别还是让中国老师们大
跌眼镜。在这部纪录片中经常出现
这样的场景：一名中国老师面对一
群思想开小差的英国学生大声喊
道：“听我讲！”“开动一下你的脑
筋！”“不要说话！不要提问！”

来自南京的李老师在片中直言
不讳地说：“每次我给学生留家庭作
业时，我期望他们能认真地听我讲，
可现实却是他们有人在聊天，有人在
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有时候，
我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就疯
了。全班学生大概只有一半人在听我
讲话，剩下一半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来自西安的教自然科学的杨老

师也有同感，她说，有一次，一个女
孩在课堂上突然大哭着跑出教室，
原因竟然是这个女孩得知她的偶
像、英国歌手泽恩·马利克宣布退出
乐队。“在课堂上出现这么情绪化的
举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杨老师
说，“在中国，课堂纪律根本就不是
个事，但在英国，这是最大的问题。”
此外，就连体育课也出现问题。

纪录片中，两名英国学生无法承受
中国式体育课的“高强度竞争性”，
居然哭了起来。

少年顽皮天下皆同
英国网友显然更赞同中国老师

的说法"!他们!中国老师"是对的# $

../ 纪录片所反映的中国式
教学真的那么令人抓狂吗？虽然我
国派遣学校的相关负责人昨天紧急
出面解释说，由于参与项目的教师
和 ../签订了保密协议，所以不能
将课堂上教授的具体内容对外披
露，而且有些内容也是中国观众的
误读。但随着这部纪录片的预热广
告片及第一集内容的迅速扩散，各

种议论这两天也在持续发酵。
质疑声认为，片子试图给出的

“中国式教学在英国遭遇水土不服”
的结论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学阶段
的孩子，无论中外，都处于青春期，上
课开小差、调皮捣蛋、学习马虎、顶撞
老师、逃课逃学，“古今中外”皆如此，
并不能因此就证明中国教育有问题，
或中国老师的方法一定教不了外国
孩子。此外，片中的英国孩子对中国
学校统一的做早操、穿校服感到不适
应、不情愿，这样的场面其实在中国
校园里也是司空见惯的。还有，英国
孩子在做眼保健操时手势不到位，甚
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中国的教
室里更是随处可见的情形啊。这至少
说明，中外孩子在无拘无束、天性顽
皮上并无太大的实质性差异。
有意思的是，对于英国学生为

什么会在课堂上表现得这么懒散无

纪律，执教的中国老师们异口同声
地表示，这应当是英国的高福利制
度养出了一群懒汉。尽管英国的校
长努力为自己的学生辩解，但英国
网友显然更赞同中国老师的说法。
“他们2中国老师5是对的，”一位网
名叫诺卡的英国网友在社交网站留
言道，“英国老师没有老师的样子，
学生没有学生的样子，英国政府应
该对此负责。”这条留言获得了
1'&&多个“赞”。

教育文化理念有别
片子有意或无意间所指向的中

国式教学存在着 !严重挫伤孩子学

习热情$!束缚人的创造性思维$等

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以为，4名赴英国授课的老
师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教师的现状，

他们在课堂上遇到的种种麻烦、困
惑，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中国式教学
就一定‘不好’到哪里，或存在什么
样的问题。”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
校校长张人利说，如果另外换 4名
教师去，可能就又会是另一种情况。
在张校长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
出在中国与西方授课方式存在不
同，而是东西方在教育文化上存在
着显著不同。张校长特别不同意在
课堂教学领域倡导要与西方模式
“接轨”，因为课堂教学存在着科学
性、艺术性、社会性三个基本属性，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盲目接轨或照
搬对方的授课方式，肯定会水土不
服甚至东施效颦。其实，从人的认知
规律上来看，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学
生并不存在多少差别，之所以我们
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到了西方就不
灵了，问题还是出在彼此教育文化

理念的巨大差异上。
这次 ../ 的片子虽然只播了

一集，但有意或无意间所指向的中
国式教学存在着“严重挫伤孩子学
习热情”“束缚人的创造性思维”等
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网友将其上升到“为什么中国教
育培养不出诺贝尔科学奖等杰出创
造性人才”的高度来考量。对此，张
人利校长也表示，创造性人才的培
养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单纯的课
堂教学方式转变就能解决的。举个
例子来说，中国学生在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上很能拿奖，因为奥赛是出
题目让学生做有标准答案的题目，
但诺贝尔奖是要研究者自己找题
目、自己寻求答案，而这恰是创造性
人才的最根本素养，但却不是课堂
教学所能完全解决得了的。

%本版图片来自截屏&

“中国式教学”让英国学生抓狂？
昨晚首播的 !!"纪录片关注中西方教育理念差异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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