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没有悬挂几年级几班门牌的教室，
约二十名年纪相仿的学生隔桌相坐，各自
的桌上放着的是不同年级的教材。40分
钟的课堂，大多学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
静地自主看书学习，不时几位学生拿起课
本相互讨论，老师坐在讲台，不时几位学
生走向讲台请教。

记者在窗前走过，再步入教室，却受
到了“冷落”。学生或埋首于课本，或抬
头望一眼便继续挥笔做题，或与同学讨
论解题思路，一直沉浸其中，丝毫不受外
界影响。这是发生在惠州市惠城区德瑞
小学的一幕，这不同寻常景象的出现都
源自德瑞小学校长李克宽提出并践行的
教学方法——自主自然教学法。

本报记者 杨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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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自然，顺应求知天性

自主自然教学法，是以创设
一种能够顺应孩子求知天性、利
于学生专注学习、并能深度思考
的学习环境，以学生自学为主、
进度自然为基本特点的新型教
学模式。顾名思义，重点在于

“自主”与“自然”。
创始人李克宽认为，在“自

主”层面，一方面，没有自己的
专注、思考和实践，知识无法进
入大脑。另一方面，自主容易
进入沉浸状态，是高效学习的
起点。

翻开数学教材的加法学习
一页，一个盘子里盛了三个桃
子，另一个盘子盛了两个桃子，
下面是一个算式：3+2=5。紧
接着下面又一张类似的图：一
个盘子盛了四个梨子，另一个
盘子盛了 2 个梨子，下面是一
个括号加一个括号等于另一个
括号。“小学生看着看着，在括
号里面填上 4+2=6。问老师，

‘对吗？’老师说，‘对啦’。学生
就非常有成就感，就自愿接着往
下学，这比听老师讲意义重大得
多。”李克宽认为，现代课本是专
家集体编著的，其语言的逻辑

性、缜密性、清晰度都是其他书
籍无法比拟的，只要让孩子仔细
去阅读、理解，就能学会。而让
学生自主学习的意义在于，此举
更能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
和创造力，激发孩子的兴趣。

在“自然”层面，李克宽认
为，在教学中要维护、顺应、利用
孩子好学、上进的本能，让孩子
主动学习，同时，要因材施教，学
则学会，进度自然。

“教材的编写，是根据大多
数学生设计的，不是针对具体某
个学生设计的，而学生之间的差
异实在太大了。”李克宽表示，对
于同一个知识点，有的学生一学
就会，重复太多时容易产生厌
烦，感觉没有意思。而另一些学
生可能还没有领悟透彻，来不及
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就要进行下
一步了，日积月累，跟不上的学
生也就越来越多。所以，李克宽
倡导学习不统一进度，用时自
然。学生平心静气把课本的内
容反复琢磨，直到透彻为止。当
理解透彻了，既能提升理解力，
又能让学生产生兴趣，还能避免

“夹生饭”问题的产生。

李克宽，自主自然教
学法创始人，曾任多所学
校的校长或名誉校长。大
型人物访谈节目《闫虹访
谈》受访者，第二届全球华
人国学大典授奖者，曾获
传统文化名师称号，著有

《双博士家长谈家教》《唤
醒》等教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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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宽教导学生

“糊涂老师成就天才梦”

若要追溯自主自然教学法
的起始，离不开李克宽遇到的
一位“糊涂老师”。

李克宽上初中时，正值改
革开放之初，当时所在偏僻农
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那时
新来一位老师，原来的老师们
都害怕教物理，认为太难，便让
他教。他在课堂上腿发抖，读
起课本也磕磕巴巴，学生听得
难受，所以都不听课，也不做他
的作业。”新来的物理老师知识
储备匮乏，课堂管理也十分松
散，半个月过去了，李克宽的课
本还是新的。

偶然的一节课上，百无聊
赖的李克宽随手拿起课本，趴
在课桌上看书打发时间。“因为

没有任务的逼迫和压力，看课
本时，静静地琢磨每个字，每句
话的意思，竟看进去了。物理
是联系生活的，里面的道理让
我产生了‘长见识’的感觉，不
自觉就进入其中了。”理解完书
中内容，章节最后的习题都能轻
松完成，喜悦与满足感不由地涌
上心头。李克宽记住了这种感
觉，同样的自主学习方法也沿用
到其他科目上，从此他如打通了

“任督二脉”般，学习成绩突飞猛
进。在后来的县中学生数理化
三科竞赛初选中，李克宽的数学
和物理都获得了第一名。凭借
愈发优异的成绩，后来又顺利进
入乡尖子班学习。

往事历历在目，李克宽笑

称这是一段“糊涂老师成就了
我的天才梦”的经历。“这段经
历给我的启发，像一粒种子，埋
在了我的潜意识中。”后来，李
克宽从师范学院毕业，走上从
教的道路。他把这段经历的体
会用于学生身上，所教的学科
总是全校最好；在担任校长期
间，又将这段体会用于学校教
学方面，8年时间令学校从全县
倒数第一变成全县第五；用于
自己的孩子身上，一儿一女都
成为博士。

当初的那粒种子，在李克
宽的教学生涯中一路浇灌，不
断实践、思考、丰富和发展，进
而形成了今天的一种新型教学
模式——自主自然教学法。

“三无”教学：无任务、无作业、无评比

“小孩，只要你不破坏他，
他都是想探索的，要认识到这
是一种本能。”李克宽认为，探
索，是人的天性。到了上学时
期，课堂便是探索学习的场
所。“教育要认清这个本能，给
孩子在前进的路上扫除障碍，
助以一臂之力。”如何扫除障
碍，进而引导孩子享受探索的
过程？李克宽倡导“三无”教
学：无任务、无作业、无评比。

“‘任务’首先是包袱，完成
任务就是甩掉包袱。甩掉包袱
也能给人带来胜利和轻松的感
觉，但是兴奋点在于甩掉包袱
上，而不会对知识本身感兴趣，
反而使知识成了包袱。”在李克
宽看来，若给学习规定太多任
务，孩子探索的乐趣、对学习的
内在探索动机就容易被湮灭。
若不规定任务，让知识不再成
为包袱，才能静心研究课本内

容，知识的美、探索知识的乐趣
才能显现，才能让孩子真正地
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就像规
定一个人要走多少路，他就会
只顾赶路，而难以留心路上的
风景。”李克宽说道。

在践行自主自然教学法的
课堂上，学生自主学习，学概
念、做例题，弄懂整体内容后，
接着做练习题。若不会，则返
回课本重新琢磨概念和例题，
若再不会，与同学共同探究，或
询问老师，直到研究透彻，会做
练习题为止。“现在很多学生课
后有太多作业，经常做作业做
得很晚，第二天还要早起上学，
作业宛如一座大山，压迫着许
多学生。”李克宽认为，在课堂
上精神高度集中认真学习，会
消耗较多精力，容易感到疲惫，
所以他倡导所有练习都在课堂
上完成，课后不布置作业，留课

后时间给学生放松休息、探索
自己热爱的事物。

同时，李克宽倡导，所有小
测、考试都不公布分数，取消排
名评比。“分数、评比只是一种
形式，这种都是浅层的。我不
希望用评比让孩子产生谁压谁
一头的感觉，不要跟其他人比，
要跟自己比，抓最根本的层
面。”究其根本，李克宽落脚点
在于让孩子真正爱上学习、享
受学习。

“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孩
子才能静下心来思考，才能产
生心流的状态。一旦孩子深入
思考，内心会很愉快。”李克宽
表示，自主自然教学旨在培养
孩子的专注力和深度思考力，
让孩子沉浸学习。在这种状态
下，孩子更容易产生成就感、收
获感，内心是幸福愉悦的。

竿头日进，促教学改革

课堂上，大多学生沉浸于
自主自然学习，学习进度屡屡
超前。“我觉得这种学习方法比
较自由，没有硬性要求，我更愿
意学习。”“我很喜欢自己学习，
遇到不懂就和同学一起讨论，
在讨论的时候自己又巩固了一
次知识。”“这样学习没什么压
力，我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学
习。”提起这样的学习方式，学
生纷纷表示认可，专注的神情、
思索的目光，对学习的享受溢
于言表。

自主自然教学法，从 2017
年正式推广至今，近八年的时
间里，已逐步形成一套让孩子
走向优秀之路的完整思想体
系：保护孩子好学、上进的本能
—— 引 导 孩 子“ 有 心 于 学
业”——在学习过程中遵守“知

识的积累与能力的提升相结
合”——注重专注力的训练
——注重深度思考力的训练
——贯彻学则学会原则——掌
握高效学习方法——注重良好
学习习惯的养成——智商、德
商、情商的全面培养。近年来，
在倡导学生“减负”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
子践行自主自然教学法进行学
习，成效逐渐显现。

“人没有生而知之的，只有
学而知之的。我希望能顺应孩
子的心性，推广一种更适合孩
子求知天性的学习方式，真正
做到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希
望自主自然教学法能从最初的
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影响将
来的教学改革方向。”李克宽如
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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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瑞小学校长李克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