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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叫生长

□ 杨 慧

行车途中，我听到车载收音机正在点评 2008
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评论者称这部作品

虎头蛇尾，是一部声势浩大的平庸之作。恰巧多年

前，我曾去影院看过这部电影。按理说，这是陈导

的涅槃之作，他成功地将艺术片的电影美学追求、

商业片的观众趣味满足以及主旋律片的教化效果

融合在147分钟的影片中。然而，我这样的普通观

众看完这部描绘一代传奇人物的电影后却觉得怅

然若失，仿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影评人还在娓娓讲述：“影片后半部分的梅兰

芳太完美了，仿佛就是陈导对梅兰芳的赞美诗，感

觉相当扁平。”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完美”的追求

难道不好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数学课堂。在课堂

上，我们也一直在追求完美。不仅追求教学设计的

完美，也追求教学过程的完美。从教学的引入、新

课的展开、练习的巩固到总结回顾，每一个环节都

力求尽善尽美，丝丝入扣。教学目标定位既高大又

全面，希望培养的能力与素养众多，似乎每一项都

不容忽视。教学过程严谨有序，教师依照预设稳步

推进，学生配合默契，佯装投入。每当教师提出问

题，学生总能迅速反应，小手如林，对答如流。就这

样，一堂课在教师的提问和学生的回答中完美落下

帷幕……然而，仔细回味，却总让人感觉有些难以

言说的不适。

为何这样看似完美又顺风顺水的课堂会让我

们感到不适呢？其间又缺少了什么呢？细细想来，

缺少的是一种力量，一种真实的、生长的力量！在

追求自以为完美的课堂时，教师的教学方向产生了

偏移，自己也成了那个空谈理想、不切实际的人。

郭思乐教授提出，课堂应该是学生不完善的成

长过程。一堂课中教师的贡献度有多少，就是看学

生发展了多少。从不自信到落落大方，从不会提问

到批判质疑，从模糊不清到解释应用……像这样真

实展现学生“不完善”的成长过程，才是我们所追求

的“生长”目标。一堂好课应是促使学生生长的“问

题场”，它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通过思考和讨

论解决问题，然后又产生新的问题，最后带着问题

离开课堂，迎接新的挑战。正如老子所云：“大成若

缺。”在教学意义上，这种“若缺”状态才是真正的圆

满。学生通过不断地提问、思考和解决问题，得以

逐步成长，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个人价值。

因此，教师应当将结构化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

核心素养，赋予学生生长的力量；应当充分尊重并

立足学生之间的差异性，让学生开展有深度的自主

学习活动，实现自我发展，生发内在的生长力量；应

当致力于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学习经验，让他们在

获得个人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收获愉悦的心理体

验，生长数学智慧，彰显生长的力量。

毋庸置疑，陈导在影片《梅兰芳》中表现出了十

分的诚意和不懈的努力，但过度追求完美却使得观

众对这部作品产生了质疑。同样，我们每位教师在

致力构建理想课堂的过程中，若过于追求完美，反

而会束缚课堂的活力与张力，阻碍学生生命的自然

成长。因此，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影视艺术，其核心

价值都在于推动生命的成长，使我们在不完美的过

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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