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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手捋长髯说“学而不思则罔”，诚哉斯言。在互联网时代，有难题问
“度娘”渐成风尚，学习的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也
让越来越多的人有脑子进水的感觉。网络让人变傻，根源就在于学而不思。浮
躁的人只能在信息的海洋里随波逐流，无法进行深层次的阅读，更谈不上独
立思考。

西哲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被后人引为座右铭。在“互联网+”的今天，
一切正在互联互通，把思想及时地分享给他人，也许更能体现“我”的存在。

“齐鲁学堂”今天摇响上课铃，并不想摇头晃脑做谆谆教诲状，而是要为所有
关心教育和学习的人，提供一个线上、线下无死角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学校家庭零距离，老师学生无代沟，所有参与者都是这个
课堂的主角。那么正在摇铃的我们负责什么呢？一句话：为您服务，全心全意。

要思想更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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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中学又出状元了！XX中学今年的一本上线率又爆表了！每次高考成绩出来之
后，江湖上都会有各种关于“牛高中”的传言。在晚报君看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
网，看看人家到底为啥这么牛，哪些是咱能学习和借鉴的。今起，本报推出“牛校解码”系
列报道，实地探访体验，带您看看别人家的校园，别人家的课堂，别人家的教学模式。不
吹不黑，就写晚报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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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君选择的第一所学校是昌乐二中，作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学校，每年除在昌乐本
地招生外，还要通过严格的统一考试，在外地招收上千人，分数不够，拿钱也没用。到底
是什么让它赢得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10日晚，几经辗转，晚报君找到了一个正在上语文课的文科班——— 高二(9)班，学生
们正在复习文言文《屈原列传》和《管仲列传》。

“小伙子，你犯啥事儿了？老师这样惩罚你。”走后门的晚报君刚一探头就吃了一惊，
只见一位文质彬彬的白衣少年背对黑板、面朝后墙而坐。“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面壁思过
这一套，看不见黑板怎么听课？这不耽误孩子学习吗？”

“您误会了，这座位是我自己选的，面壁而坐比较清静，我可以随时转过身来，听老
师讲课或者参加小组讨论，还可以到讲台旁边听课，您看，大家都不是面朝黑板坐的。”
少年说。

果然，这座次排列的阵势跟想象中的上课完全不是一个“门派”。我们通常是一排排
的前后桌，他们却是一列列的相视而坐；我们抬头看见的是黑板，他们抬头看见的却是
同学。

晚报君正纳闷呢，教室里突然乱作一团，同学们三五围坐，纷纷拉起呱来，有的“交头接
耳”，有的手舞足蹈，有的来回逛游。晚报君一下明白了这么安排座次的用意，其实是为了便
于同学们讨论。语文老师说，按照自由结合的原则，每四个人一组，他们把全班分成了14个小
组，小组成员坐在一起。每节课45分钟，老师一般讲十几分钟，其他多数时间让同学们自由讨
论。

十几分钟过后，开始陆续有学生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出起了题，其中一道题目是，“请
翻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并标出赋分点。”随着黑板上的考题越来越多，又
有一拨学生走上讲台，他们是来答题的。这就好像摆擂台，每个小组既可以为其他小组出
题，也可以自告奋勇上去答题，有不同意见的当场就可以发起讨论。等到所有题目答完，老
师才登上讲台，逐个题目点评讲解。这哪是课堂啊，简直就像赶大集一样热闹。

点评结束之后，老师又将PPT翻了一页，上面写着“从历史人物中汲取成长的智
慧”，于是新一轮的讨论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语文老师告诉晚报君，他们不会把语文课变成字词课，也不会向学生灌输结论，而
是要让他们自己独立思考。昌乐二中的师生，将其称作“271”模式，通俗来讲就是，课堂
上20%的时间用于老师讲解、引导、点拨(一般不超过10分钟)，70%的时间放给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探究、小组展示(不少于30分钟)，10%的时间让学生总结提升。（下转B02版）

教授教你选专业
B03 闻道

小猴只能坐木盆过河？
B04 课间

本报记者 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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