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老师，我让学生“好为人师” 

—杭州外国语学校校长、中学化学特级教师   林卫民 

 

初为人师时，总觉得“好为人师”是一个褒义词，便也一味地“好

为人师”——总想竭尽自己之所能为学生说个明白、讲个透彻。 

渐渐地，发现自己的苦口婆心并未被学生理解与接受。你讲得津

津乐道，他听得心猿意马；你讲得博古通今，他听的雾里看花；你讲

得深入浅出，他听得不以为然……既然学生不爱听，那就不讲吧，少

说两句我总做得到。 

可是，不说也不行啊：学生不明白，不理解，不懂啊！你看，考

试成绩给了你一个下马威！我不禁感慨：当老师可真难啊！多说不行，

少说也不行，说得恰到好处到底是几何？（其实，这样的感慨不只是

我年轻时有过，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老师也在这样感慨。） 

不知道是哪一天，我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我少说，让学生多说；

我“不懂”，让学生迫不及待地弄懂、而且还把“不懂”的老师教懂！

此法屡试不爽，真的！ 

那一天，初中化学课。 

在板书一个化学方程式时，要用一个 NH4HCO3 的分子式。对于

初中刚学会分子式的学生来说，该分子式有点难记。我开始“作秀”： 

“对不起，我忘记了碳酸氢铵的分子式，怎么写的？同学们帮我翻一

下书，找一找。”我做出期待状。 

平时学习扎实的那一拨学生已经纷纷举起手来了，他们七嘴八舌



地说着“我知道我知道，是……”；那些平时不花力气懒得记繁琐的

分子式的学生也开始噼里啪啦地翻书查找、神情集中地默记、真诚地

口述给我听！善良的孩子们，很想教老师一手。此情此景，让我顿悟：

好为人师的何止是咱们老师啊，他们——学生也是！ 

既然你们好为人师，那就让你们过一把“先生瘾”。至少在我林

老师的课上，我会制造机会，你们可以经常当我的老师。 

演示实验时，关键步骤，我“搞不明白”了，让学生教我一把； 

综合问题，我在课堂上当堂“寻思良久”，我的学生就会帮我一起分

析，理清思路，找出方法； 

甚至，在分析试卷时，我也常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也会实

话实说错误原因和学习状况…… 

受益匪浅！真的受益匪浅！教师“不懂”，学生就很想懂；教师

“不会”，学生竟然马上就会！ 

学生不懂装懂逃不过老师的火眼金睛，教师“懂装不懂”也要有

个度，或者说还要有点“演技”，要不会弄巧成拙：太简单的装不懂，

学生会觉得“你在耍我们”；太难的装不懂，学生会感到“确实搞不

懂”，然后放弃；装不懂太频繁，学生会觉得“有点烦”；装不懂时态

度不诚恳，学生会直指“你是装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在小学生面前“装不懂”更容易。 

那是一节小学语文课—— 

老师：你们知道哪些有关“茶”的文化？ 

学生：……（小学生发言的积极性真高，说了很多有关茶的知识：



涉及到茶的历史、种类等） 

老师：你们知道这么多，怎么知道的？ 

学生：书上有的。第八课《说茶》。 

老师：是吗？那我们一起来读读课文。 

学生：（很兴奋地打开书，津津有味地读课文了。） 

[你看，这不是明摆着老师蒙学生吗？难道教材中有这些内容老

师会不知道？可是学生还是很开心，他们认为自己比老师发现得早！

就这么容易地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给激发出来了。小学生面前老师装

傻、装不懂也很管用。这方法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其实，教师“发傻”、“装不懂”是一种教学技巧。利用学生的好

胜心，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扣住教材的教学关键点，不是很难也

不会很多，让学生主动探索，内驱学习，适时发展。我想，这也就是

“问题——发现”型学习模式的通俗操作。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教师

角色的转换，这恐怕也是教师的又一种角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