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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

和谐课堂
”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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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提出要建设
“

和谐课堂
” ,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主渠道作用
,

并从四个方面

提出构建思路
:

一是营造
“

和谐共振
”

的学习氛围
,

二是树立
“

和谐共赢
”

的竞争意识
,

三是培育
“

和而不同
”

的研讨学风
,

四是坚持
“

和谐共情
”

的教学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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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担负着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历

史使命
,

没有高质量的院校教育作为基础
,

我军的

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推进
。

当前
,

我们要运用
“

和

谐
”

这一社会普适的运行机理
,

注重建设
“

和谐课

堂
” ,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主渠道的

作用
。

教员要在和而有序
,

和而不 同的氛围中更好

地突出以学员为本的教学思想和育人理念
。

具体来

说
,

构建
“

和谐课堂
”

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

手
:

课堂学习中通过比较和鉴别
,

能容人之长
,

从而激

励自己去借鉴和学习 ; 能容人之短
,

不取笑和挖苦

别人
,

认真找出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所在
,

进一步提

高自己
,

从而在共学中开拓进取
。

正如只有五味相
“

调
”

才能产生美味佳肴
、

只有六律相
“

和
”

才能

形成悦耳的音乐一样
,

课堂也只有
“

和谐共振
” ,

才能形成一股昂扬向上
、

协调一致的进取氛围
,

才

能提高教学质量
。

二
、

树立
“

和谐共赢
”

的竞争意识

一
、

营造
“

和谐共振
”

的学习氛围

“

和谐共振
”

是指学员之间心理相容
、

情感相

通
、

取长补短
、

和谐共进
。

学员个体相互融合的状

况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对学习的满意感
,

甚至影

响和改变其整个获取知识的心境
。

我们要积极营造

一种舒畅
、

顺心的课堂学习氛围
,

不同性格
、

气质

和知识水平的学员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尊重
,

相互

理解与合作
,

在相互协作中互通有无 ; 这样学员就

能够减少学习的疲劳和压抑感
,

增加学习的愉悦和

成就感
,

形成同步共振的明显效果
,

从而也就提高

了课堂的利用效率
。

但是如果学员之间关系不融

洽
,

漠然相对
,

课堂出现不协调的气氛
,

个体就会

感到压抑
、

不愉快
、

无归属感
,

从而使学习压力加

大
,

容易出现精神的疲劳和紧张
,

从而会制约学员

学习积极性与创造性
。

因此
,

我们要积极营造出一

种
“

和谐共振
”

的课堂学习氛围
。

教员在课前或课

中要鼓励大家相互加强沟通与了解
,

通过自我介

绍
,

相互交流等等多种途径来缩短彼此心理距离
,

减少不同专业
、

不同性格所带来的隔阂 ; 学员要在

“

和谐共赢
”

是指学员在学习中相互激励
,

相

互竞争
,

在
“

比
、

学
、

赶
、

帮
、

超
”

中共同进步
,

达到双赢
、

多赢的 目的
。

调查发现
,

大学四年
,

学

员因为基础和接受水平的不同
,

学习中表现出一定

程度上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

而有些学员则无法正确

认识和对待这些差异
,

不思进取
,

使命感和军魂意

识淡薄
,

抱着
“

六十分万岁
、

及格走人
”

的心态
,

结果是虽然拿到了一纸毕业文凭
,

却离高素质的军

事人才相距甚远
。

课堂应该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平

台
,

学员应该在教员知识传授的过程中
,

通过相互

竞争来实现整体水平的提高
。

我们不难看到
,

当前

一些大三
、

大四学员积极性不高
,

特别是在合班教

学中这 种现象比较明显和突出
,

学员缺乏积极进

取
、

竞争向上的意识
,

丧失了勇于赶超的精神
,

两

极分化比较明显
。

如此种种都是课堂中不和谐的音

符
,

极大地阻碍 了教学的深入开展
。

我们强调 和

谐
,

并不是否定竞争
,

而是要在一种共同进步的基

础上
,

实现
“

效率优先
” ,

达到最大程度上 的整体

优化
。

因此
,

一方面
,

教员要在高度重视个性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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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

积极寻求个人的发展和调动个人学习的

积极性与创造性
,

教员要积极鼓励学员个性才能的

充分发挥 ; 另外一方面
,

还要充分调动广大学员学

习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
,

建立互帮互 助的学习机

制
,

力争不让一个学员掉队
,

使学员之间达到
“

和

谐共赢
”

的状态
,

唯其如此才能促进学员整体素质

的提高
。

才是真正的课堂
,

只有和而不同的课堂才是培育高

素质新型军政指挥人才的平台
,

才是具有生命力
、

创造力和战斗力的
。

四
、

坚持
“

和谐共情
”

的教学理念

三
、

培育
“

和而不同
”

的研讨学风

“

同
”

是指无个性 的单一事物
,

是盲从附和
、

墨守成规
。 “

和
”

则是多样性的统一
,

是个性的祸

合
,

包含了差别与对立
、

革新与发展 的辩证思想
。

因此
, “

和
”

才能产生新事物
,

它是百物构成的法

则
。

课堂教学一定要倡导
“

和 而不同
”

的研讨学

风
,

从而增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创新能力
。

当前有

些课堂一团
“

和气
” ,

缺少辩论和驳议
,

没有问题

提出
,

没有意见表达
。

学员之间客客气气
,

无论可

争
,

无议可发 ; 师生之间恭恭敬敬
,

无惑可问
,

无

疑可解
。

当然
,

一方面学员之间
、

师生之间要互相

配合
,

形成思想上的共识和感情上的共鸣
。

但是在

保持课堂整体
“

和
”

的同时
,

我们还要坚持
“

不

同
” 。

学员要有
“

立异
、

求
.

新
”

的意识
,

不 唯书
,

不崇上
,

敢于反对经典言论
、

敢于指出教员 的错

误
,

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

在思辨中达到创

新和共同进步
。

与此同时
,

教员要克服怕伤害学员

自尊心的思想
,

对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要明确

地指出和纠正
,

不能为了表面上的和气
、

和睦而迁

就
。

如果一味地去趋
“

同
” ,

轻则是损害了课堂教

学效果
,

重则是误人子弟
,

阻碍了学员今后人生的

发展
。

和是相对的
,

不同则是绝对的
,

学员不能是

没有个性的
“

聆听者
” ,

而教员也不应该是包容错

误的
“

好好先生
” 。

应该说
,

只有和而不同的课堂

教学是教和学二者的有机统一
。

和谐共情则要

求师生双方高度重视情感的交流
,

在突出人性的基

础上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
,

在动态和谐中达到
“

生

识师意
,

师识生情
”

的效果
,

达到教育有所乐
,

学

有所获
,

促进课堂教与学的深人进行
。

要实现和谐

共情
,

应该从两个方面下功夫
:
一是教员要坚持人

性化理念
,

从心灵深处把握学员潜在的情感需要
,

尊重理解学员
,

以情动人
,

以情感人
,

充分调动其

学习积极性
,

促进其个性的和谐全面发展
,

最优化

地达成组织 目标
。

教员要关心学员的身心健康
,

课

间要多进行交流和沟通
。

教员要坚持
“

刚柔相济
”

的管理
,

在课堂教学中
,

严肃和温情并重
,

在对学

员动之以情
,

晓之以理的情感融通中实现传道授业

解惑
。

同时
,

教员要把着眼点放在 四十五分钟之

外
,

平时要多和队干了解情况
,

到队里和学员进行

交心谈心
,

力求探索其心理困惑
,

融合二者之间的

心理间距
,

使学员在感情上走近教员
,

接受教员 ;

另外一个方面
,

学员要尊重和理解教员
,

在课堂中

对教员的批评
、

教育甚至是责骂要持有正确的心

态
,

要深刻地理解到教员的批评和教育是为了自己

好
,

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和进步
,

不闹情绪
,

不去和

教员对着干
,

意气用事
,

真正地理解教员的用心良

苦
,

形成一种默契的氛围
。

同时学员还要具有积极

的参与意识
,

在最大程度上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和讲

课热情
,

实现教学的互动
,

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

果
。

(责任编辑
: 赵惠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