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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那一套诊断方法是不适用的。”上文已经说到，“临

床”一词确实是从应用医学那里借用过来的。临床指导所借

鉴的是对医生的一种临床实践方式以及应用医学的临床研究

方法。临床指导把指导者与教师的关系比做医生与病人的关

系，只是强调课堂教学指导必须对教师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加

以切实的诊断，指导者须针对问题给予热情的咨询帮助，而

不是讲“教师是病人”。教学作为指向知识、情感与人格生

成的对话交流活动。它的有效与无效、先进与落后、正确与

错误、正常与不正常等等，都是相对的，不像生理健康那样

有种种绝对的量化指标。对师生课堂精神生活状态，作简单

的二元对立性质的是非判断，通常是不合适的，但这样讲并

不等于说不存在所谓的“教学疾病”。教学是价值引导的活

动，尽管现实中很难有完美无缺的教学活动，但我们却不能

没有对完美的教学活动的追求，因为教学总是承载着人们对

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梦想。这种普遍存在着的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差距，便构成了所谓的“教学问题”。而当问题积累到一

定的程度，严重或比较严重地阻碍着儿童身心健康、和谐地

发展产生明显的教学“负效应”，这就不是一般性的问题，

而成了一种“教学疾病”，它不仅给人的生理，而且给人的

心理、思想与行为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伤害。从这一意义上讲

，每一个教师都有不断研修、防治“教学疾病”的必要。为

此，临床治疗实践所积累起来的“临床思维”与“临床方法



”，对我们确实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从应用医学那里移

植“临床”概念，并非只有教育学。20世纪杰出的瑞士心理

学家皮亚杰将临床诊断方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甩来研究儿

童的心理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儿童心理的方法，即“临

床法”（Clinical Method）。它的基本含义便是对儿童进行个

别的、灵活性的口头交谈，让儿童摆弄实物并加以观察，探

求隐藏在表面观察下面的儿童所特有的认知结构，而非采取

传统定量实验的那种死板的、标准化的程序、做法。它是对

成长中的儿童的理解，是对其发展走势的把握，而非把儿童

当做“病人”。2．“学生成绩好就行，如何去教，那是教师

的事情。”这句话是说，教师可以运用一切方法达到目标，

“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学生在学习，没有必要介意教师

运用什么方法。对于这种只管结果而不顾过程的想法，上文

我们已经指出了它的危险：一方面，一旦发现教学无效时，

损失已经造成；另一方面，教师靠牺牲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

来换取文化考试的高分，乃是对儿童身心的推残。行政部门

的一些同志抱有这种想法，已经给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了创伤

，令人十分痛心。那种认为学生成绩好就不需要改进教学技

能的想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3．“我只要走进教室就能说出

谁是个好教师。”它的潜台词是：何必把课堂观察指导搞得

那么复杂。这是一种原始而又过时的、几乎不值得辩解的想

法，它反映一部分人的无知，缺乏最起码的科学态度，他们

需要学习比本书内容更为基本的知识。“小才易骄，大智若

愚。”真正的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对课堂情景的复杂性体会

很深，是说不出这样的大话来的。4．“没有哪个教师愿意自

讨苦吃。”在职进修，提高教学水平，这确实是永无止境的



苦差事。也确实有些教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玩忽职

守，对指导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调查表明，相当多的教

师迫切需要改进自我，获得老练的指导者的帮助。过去领导

分配教师上公开课，有的教师不愿干，现在有的学校由教师

自己申请上公开课，许多教师踊跃报名，相当多的教师有一

种强烈的自我表现、自我改进的愿望。教师们对课堂观察后

的反馈抱有很高的热情，而不喜欢甚至拒绝不符合实际的鉴

定评价。5．“指导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观察到‘

正常’的教学。”指导者多大程度上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

取决于他如何进入课堂，进行观察，取决于他有没有争取到

教师的信任。研究材料表明，指导者对课堂秩序的影响大多

局限于开始上课的几分钟，局限千一些突然发生的严重事件

上。在重复观察的条件下，教师行为模式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这表明，如果观察会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那么，这种干

扰也是稳定的，是可以把握的。指导者进入课堂引起教师的

焦虑，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观察中的录音或笔录，而在于教师

不了解记录材料的潜在用途。如果让教师了解观察工具的作

用，知道观察材料的性质，并积累了与指导者打交道的正面

经验，那么这个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6．“只要用录音机就

行了。”《这话的意思是指导者不必进入课堂，依靠现代教

学设备就可以获得反馈信息了。录音、摄像等现代技术手段

确实可以在课堂观察中发挥不少作用，但它们只是工具，只

是一种辅助手段，代替不了专职的教学管理者。人的眼睛与

耳朵同中枢神经系统的协作，仍然是最灵活有效的课堂观察

系统。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教师教学水平上不去，

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发现不了问题，觉察不到问题的真



正原因。“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指导者作为“旁观者”

比教师更易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7．“寻求指导者的帮助

意味着教师的无能。”确实，那些寻求帮助和指导的教师，

可能会觉得向别人寻求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己的无

能，特别是那些课堂管理经验不足的教师会担心别人笑话连

个孩子都管不住，自己这个“孩子王”是怎么当的。应该说

，这是阻碍临床指导顺利进行的一大心理障碍。消除它，特

别需要指导者具有设身处地为教师着想的真诚和能刀，表现

出对同事的敬重，强调让教师主动参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情，满足教师的自治欲，而不是命令教师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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