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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作为案例
教学要从“提供思想”到“促进思想”

2023年12月9日下午两点半，“人因思而

变——陈大伟教授荣退及40年教育人生报告

会”如期举行。现场的参会人员，有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领导、师生，有成都、内江、德阳的校

长、老师，也有他1982年在中江县龙台中学工

作的同事，他任教的第一个初中班、高89届的

学生，还有来自广东、贵州等地的客人。师范

学院邀请了资深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周小山

和周雪峰莅临指导，陈大伟请来了他的父

亲——一位教他小学、初中的乡村老教师。

师范学院院长李敏充分肯定陈大伟在师

范学院的工作后，陈大伟以推荐教育电影《生

命因你而动听》作为报告会的开场，影片中音

乐老师的退休场景让人感动，但陈大伟说：

“我不是想让大家感动，而是想让大家思考。”

他要在“最后一课”上，“把自己作为教学案例

和课程资源”呈现给线上线下的师生。

陈大伟以叶澜“非关注阶段”“虚拟关注

阶段”“生存关注阶段”“任务关注阶段”“自我

更新阶段”的教师专业分段做分析框架。他播

放了电影《叫我第一名》，片中一位新老师回

顾自己的学习生活时说：“一位校长让我意识

到当教师的意义，其他老师给我启发，别让我

像他们那样。”陈大伟出示了一个有关新教师

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排在第一位的是“过去

教自己的老师的做法”，师范教育前的学习经

历（非关注阶段）是教师成长的重要资源。

陈大伟以自身经历为例，“我父亲改作

文，在有问题的地方，他并不会直接改，而是

在上面画个框，让学生意识到这里有问题，自

己先思考修改。这启发和坚定了我的教学理

念：教学变革的核心在于教师角色要由思想

的提供者转变为思想的促进者，好的教学是

促进思想而不是提供思想。”会上，陈大伟将

父亲请到台上，为父亲献花，并给父亲一个热

烈的拥抱。

在求学道路中，不少教师对陈大伟教育

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帮助。高中语文老师罗官

林就陈大伟所写的“我发现我的脸红了”，问：

“你怎么发现自己脸红的？这里你只能感觉到

自己脸发烫。”这使他意识到思维要严密。回

忆廖升堂老师，“他没有教过我，但他对我的

一次质疑给予了极大鼓励，并由此对我多有

照顾。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一些批判精神，很大

程度是受了廖老师的鼓励。”陈大伟说。

师范教育是教师成长的“虚拟关注阶

段”。对师范生，陈大伟建议，此时的学习一定

要有“代入感”，对所有教育现象都要想：“如

果我遇到怎么办？”“如果我来处理怎么办？”

对师范学院的教师，陈大伟建议：“一定要以

身作则，因为学生正在观察你，学习你如何当

教师。”陈大伟还回忆了中师求学时期的谢国

泰、黄宣永、叶逢治等老师，分享了他们如何

影响自己的教师认同、教育情怀和工作方式。

把研究作为常规
教师幸福生活来自“知行合一”

中师毕业后，陈大伟在中江县龙台中学

任教。其间，他在原德阳教育学院读地理专

科，首届毕业生上汇报课，学院邀请德阳市各

区县的教研员来观察和评课。原计划班上4位

同学各上一节，但有一个同学放弃，陈大伟就

争取上了两节。

对于这次争取，陈大伟有这样的体会：

“上成功了有成就感，失败了有贡献感，反正

不吃亏”，同时，对公开课不要轻易批评，很多

教学方式不能说错了，它只是不同教师的不

同选择。这样的经历影响到了他后来提出的

“观课议课”理念。

教学期间，陈大伟开始写作，他的第一篇

文章《正午太阳高度变化的教学思路》发表在

《中学地理参考》1992年第5期，亮点是在地理

教学中引进了数学证明和计算的方法。陈大

伟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要用好学科交叉，学科

交界处更容易找到突破口。

“教师的研究论文是做出来的。”用实践

反思的方法，陈大伟为突破教学难点而设计

的“地球运动演示仪”在1993年6月27日获得

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994 年，陈大伟调到绵阳市实验中学担

任教科室主任，开始了教师培训之路。边学边

干，他主笔的《绵阳市实验中学教师培训工作

纲要》受到了当时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张仁诚的高度评价。1997年，他在《中小学教

师培训》发表《面向未来，建设高素质教师队

伍》，同年11月，到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

校工作。其间，他主持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实验区的项目研究，撰写了《学校教科室

要发挥好四种作用》等文章，发表在《中小学

管理》等刊物上。

2001年，陈大伟参与的《中小学中青年学

科带头教师素质培训与实践》获得了四川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在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师范

处处长周雪峰的推荐下，他在重庆召开的全

国教师教育实验区研讨会上作交流。2002年，

在时任副院长周小山的关怀下，陈大伟调入

成都教育学院，先后担任继续教育处副处长

和科研处处长。周雪峰曾说：“陈大伟的武功

在课堂。”这句话让陈大伟更清楚地定位自

己。2006年，他辞去科研处处长职务，心无旁

骛地深入课堂实践和研究，有了“观课议课”

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推广，写了26本个人著作。

总结自己的成长经验，陈大伟认为，一线

教师的教学研究是运用思想和行动结合的力

量让自己的教育生活变得舒适美好。研究能

够让工作变得不累，让行动更有质量和效率，

如果只是“埋头拉车”，不会有好的效果。他主

张工作、研究、生活一体化，把研究的方法用

于生活，用创造性的工作为教师生活添彩。

周雪峰曾问陈大伟，一年要和多少老师

交流，陈大伟说应该有5000人。陈大伟有些自

得：“哪怕这5000人中有10%的人多少听进两

句，他们回去有所改变，也会影响不少人。”周

雪峰鼓励他说：“你再想一想，这些老师又要

影响多少学生？要影响多少家庭？”陈大伟说：

“这便是做教师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把课程作为根本
用有价值的课程育人

“从1982年到2004年，我从没想过‘什么

是学生’这个问题。2004年，我听北京师范大

学林崇德教授讲学，他转述另一位教育家的

话‘学生学生，学习生存、学习生活’，我才思

考什么是学生。”

陈大伟对学“生”有这样的理解：狭义的

学生是在学校里，在成人、同伴帮助和影响

下，学习生存的本领，获得生活的智慧，体验

生命的意义，成为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学生在

学校里学习生长，教育的特性是“农业性”和

慢；学生学习内容要有一定程度的生疏感、陌

生感和紧张感，有生长性，“一帆风顺的课发

展价值不大”；课堂和教学活动要有生气，要

关注学生学习生活质量。

陈大伟自认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

2007年8月4日《中国教育报》的《学校的产品

是课程》。文中说，学校的产品不是学生，也不

是服务，“促进人发展的服务”只是教育的一

种功能，学校的产品就是课程；要用课程评价

学校和教师，办学的成就体现为课程对学生

发展形成的增量。

用有价值的课程育人，从2006年起，陈大

伟开始执教“教师职业道德”并进行课程建

设，该课程先后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课程）。以自己

执教的《三顾茅庐》教学为基础，他开发的《课

堂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如何选择？——以<三顾

茅庐>教学与争鸣为例》被录入中国专业学位

案例中心案例库。

“观课议课”是近 20 年来陈大伟做教师

教育的“课程”。观课议课是参与者以课堂教

学活动为依据，基于教学的情境和关系，围

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和有价值的课堂现象进行

对话交流，发现和理解教学、改善和创新课

堂、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种研修活动。陈

大伟认为：教师最好的专业成长是观察自己

的课，通过观察课堂—整理实录—教学反思

—重新设计的方式助力专业成长，用这样的

方式为自己的教育人生留下“美好的教学故

事”。

把教训作为教材
41年教师生涯的“回头看”

41年教师生涯“回头看”，陈大伟特意讲

了自己的一些教训。

一是擦黑板的故事。中师时期，陈大伟当

班长，坐第一排。“只要有可能我就擦黑板。”

他戏谑说，自己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干

部”是擦黑板擦出来的。他在龙台中学上课，

有一天，一个学生没有擦黑板，“我就在人家

没擦干净的字上去板书……现在想起来，我

的面目一定非常可憎。”再后来，“现在每一节

课和讲座结束，我都把黑板擦干净再走。”讲

这组故事，陈大伟是想提醒学校领导和教育

管理者：“期待大家多包容一些年轻人的无

知和狂妄。以我为例，幸好当时没有被投诉、

被处理，不然说不定少了一个‘教学研究的

专家’。”他也想提醒听报告的师生：要学会见

贤思齐，要在不断反思中改变和进步。

二是对学生动手的检讨。当年的陈大伟

也年轻气盛，一天早上，他情绪不太好，在学

生食堂听一位学生骂自己脏话，就愤怒地打

了这个学生。“当老师的一定要遵纪守法。现

在，我还要再次向这个学生道歉！”他感慨地

说，教师是情绪劳动，一定要控制情绪，情绪

不好的时候尽量避免接触学生，“以免学生成

为不良情绪的替罪羊”。

三是对活跃的同学道歉。陈大伟在原德

阳教育学院毕业后回到龙台中学，接手高二

文科班的地理教学和班主任。有老师要他注

意班上几位女同学，“学习不认真，其他事情

特别活跃。”先入为主，陈大伟也不重视她们。

后来这几位同学跑来找他，说：“陈老师，我们

以为换一个班主任会好一点，结果你还是那

种目光，几次班级活动，我们那么努力，你一

句好话都没给我们说过。”陈大伟由此反省：

和学生接触，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新老师见

到新的学生，一定要给学生展示新形象，给学

生新希望。

陈大伟还表达了对所带研究生的歉意：

“我没有读过研究生，没有经验，在严和宽的

平衡、理论和实践的平衡方面把握得不好。”

回望自己的教育人生，展望未来，陈大伟

分享了一幅照片，上面题写着：“撑一竿长篙，

向青草最深处漫溯，回眸见过的风景，满心的

喜悦，满怀的幸福。”

1月8日清晨6：10，成都大学教授陈大伟起床了。这一天，他的安排很满，上午给两个本科班上本学期最后

两节课，讲“教师职业道德”；下午要给成都大学承办的“高新区校（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班”上课。上午的课是陈

大伟给本科师范生上的“最后一课”，从此之后，他就退休了。

背着双肩包出门，天气微寒，但暖阳初露，陈大伟并不觉得冷。从家前往学校这条教育之路，陈大伟已经走

了41年。今天路上，他有些感概，看着熟悉的校园，提醒自己：“不会有多少改变，‘最后一课’也不要太煽情。”

陈大伟的课依据学生随机生成的多。今天给本科生的课上，陈大伟穿插了这样一些内容：“少做食指教育，

多做拇指教育”；对处境不利的学生“多心疼，少头疼”；读大学可以恋爱，但最好不找老是抱怨的对象等。立足学

生人生需要，围绕他们关心的话题讲接地气的真话，正是陈大伟两次当选为成都大学最受欢迎教师的原因。

下午，给校长班讲完课，又和两位研二学生讨论一番后，陈大伟走出了教学楼。他设想了一下明天的活动：

上午到办公室评阅研一学生“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作业，中午和研三的同学讨论，下午参加学院小学教育

领域研究生实践成果汇报会……他的教育人生不会因退休而中止。生活、工作、研究一体化，过一种幸福的教育

生活，正是陈大伟41年来，一直践行并努力向学生、同行表达和传递的教育状态、思想和愿景。

2023年12月27日，陈大伟拿到了退休证，上面写着他的工作时间：1982年9月—2023年12月。从一名中师

生毕业到大学教授（专业技术三级）退休，工作历程平淡却厚重。颁发荣休纪念章的校领导对他说：“陈老师，羡

慕你，桃李满天下！”

没有什么比“桃李满天下”更能让一名教师生涯圆满了。2023年12月9日，成都大学师范学院为陈大伟举行

了荣退仪式和“人因思而变”的分享会。一开始，陈大伟并不同意搞“荣退仪式”,“怕搞不好，怕麻烦，也怕引起不

好的议论。”但学院领导坚持请他给师范生和在职的青年教师上“最后一课”。那天的课，200名学生“抢到位”，现

场300多人坐得满满当当，还有五六千人在线上观看。

在这堂面对众多师范学生、教师的“最后一课”上，陈大伟讲述了“教我思考的老师”“我的教育思考与表达”

“以自身为审视对象”“我的教育失败与反思”，深情地回顾、真切地反思了自己的教育人生。

周小山

一个教师的“精神长相”

我谈三点感想。

第一，陈大伟之“狂”。什么叫“狂”？

“狂”意味着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追

求和主张，有鲜明的个性，这是一种美。

第二，陈大伟之“卷”。陈大伟有一句

话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教师要创造自己

的幸福生活”。他身体力行、努力工作，去

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陈大伟今天的分

享会给我们一个启发——首先，岗位上

要有效能感，否则你站不住；其次，在事

业上要有成功感；再次，要对自己的生命

有价值感；最后，才可能实现生活上有幸

福感。“四感”使得陈大伟“为师”为成了

榜样，研究研出了名堂，服务受到了欢

迎，以至于全国都有了影响。大家可以借

鉴他怎么一步一步实现这“四感”。

第三，陈大伟之善。陈大伟获了3次

奖，得了5万块钱的奖金。他把奖金捐给

师范学院，作为给研究生教学技能比赛

的奖励基金。这笔捐赠包含了陈大伟对

师范教育的情怀和发展愿望。

由此看，成都大学师范学院组织这

个报告会是看中了陈大伟的“精神长

相”。我理解一个教师的“精神长相”是什

么样的呢？第一，个性鲜明，心灵自由；第

二，善思善做，自立自强；第三，人格正

直、人性善良。

我建议陈大伟继续做观课议课的研

究。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构建出了观课

议课的价值取向、基本思路、内涵结构，

以及工具和流程，形成了观课议课的理

念和实践体系。我希望陈大伟退休以后，

好好做点国际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来说

明中国特色的教研体系以及观课议课是

如何不可替代的。

周雪峰

从“职业”到“志业”

陈大伟刚才说了教师成长的公式：

经验+反思=成长。我想说，勤奋+智慧=成

功。陈大伟之所以成功就是勤奋加智慧，

智慧有先天带来的，有后天养成的，后天

就跟勤奋密切相关。陈大伟勤学习，他无

处不在学、无时不在学。他有一本书《影

视中的教育学》，我们看电影就是娱乐，

他看电影是在学习、在思考。

今天报告会的主题是“人因思而

变”。陈大伟勤思考，他的大脑一刻也没

清闲。他勤实践，一直在对现实的教育不

断进行研究和改造，并在全省、全国产生

影响。陈大伟还勤创作，他不断思考、实

践的东西，经过提炼、归纳、理论化，很多

老师正在从中受益。

我认为陈大伟最闪光的学问主要是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教师职业的认

知，他对职业道德、职业幸福的研究深

入，也接地气，对教师来讲特别容易入

耳、入脑、入心。另一方面是他的观课议

课，观课议课已是中国教育改革理论与

实践中的一个品牌了。

我想说，其实他是不可能退休的。一

个人的职业到了最高的境界，不仅是“事

业”，应该称之为“志业”。这个职业里有

他的志向，他乐此不疲。他退休，只是退

出工作的一个体制化的组织平台。当他

从这个平台退出，一定程度上讲，他获得

了一种新的研究和实践自由。我祝贺他

获得了这种自由，相信他会用好这种自

由，让自己继续全面地发展，并继续为教

育、为教师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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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应霞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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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9日，陈大伟为老师们上分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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