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过程

一、学习目标

（要求：①你觉得本节课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知识点。②整理易错点或易混点）

二、知识盘点

（要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整理出本节课的知识点）

三、试题分享

（要求：中等生命题，优等生审题，待优生答题）

四、学习感悟

（要求：学完本节课后，你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哪些提升）

学习建议

确定2到3个你认为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
及目标。

整理本节课的知识，可运用知识树、思维导
图、罗列法、列表法、比较法等形式。

可采用选择题、简答题、材料分析题等形式，
运用本组智慧，突出设计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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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日记，让学生
不怕写作文

□蒋静娴

课事

创课有感创课有感
□吕英美

语文课妙用语文课妙用““诗词地图诗词地图””
□辜学超

提到高效课堂，我的感触颇深。作
为一线教师，我一直在课改的路上探索、
践行，希望自己的课堂有更多突破。得
知中国教师报组织的创课进校园活动以

“合作学习与深度学习”为主题，教师可
以对课堂进行独特的诠释，藏在心里的
更多是兴奋和期待。

怎样才能凸显课堂的创新，突出学
生的合作学习与深度学习？这让我对课
堂流程和问题设计有了较多的思考。我
执教的是七年级政治《法律与生活》一
课，课堂设计分为 5 个环节，都由“小老
师”组织完成。

第一个环节：创意导入。用视频导入，
让学生对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产生兴趣。

第二个环节：学习目标。学生根据
本课学习成果分享报告单的学习建议，
确定 2 至 3 个主要学习内容及目标。这
主要是让学生自己思考本节课应该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让学生自己确定本节课
应掌握的重点、难点。通过目标制定，学
生由被动地接受学习目标转变为主动地
寻找和设计学习目标，学习的内容更符
合学情，课堂真正服务于学生。

第三个环节：知识盘点。我给的学
习建议是整理本课的知识，让学生参考
知识树、思维导图等形式，选择自己喜欢
的方式整理出本节课的知识点。学生自
己梳理知识形成初步总结，通过小组交
流完善知识体系。这个环节突出了学生
的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

第四个环节：试题分享。这一环节
的学习建议是采用选择题、简答题等形
式，运用小组的智慧，突出题目设计的创
意。要求中等生命题，优等生审题，待优
生答题，并通过小组之间的交流完成检
测内容，从而让学生实现由传统单一的
做题者到多元的出题者、审题者、做题者
的转变，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
以然，不仅学会知识而且学会运用知识，
从而使学生学会合作学习与深度学习。

第五个环节：学习感悟。本环节不
仅仅是让学生总结所学知识，而且要感
悟自己在本节课有哪些提升。让学生

通过回顾、反思，发现自己的变化和进
步，增强学生的成就感，使学生更加自
信、阳光。

好的课堂离不开评价，它是对学生
发展的一种导向。本节课上，我在知识
盘点环节设立了3个最佳合作奖，让学生
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团队

意识和团队精神。在试题分享环节，设
立了3个最佳创意奖，让学生在掌握基本
知识的基础上挖掘核心内容，设计出具
有拔高效果的题目，通过这一过程引导
学生深度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精神。

在课堂中要充分相信学生、解放学

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要重视方法的
提取、错误的利用等。通过合理利用课
堂上的生成资源，让学生增强对知识的
理解和吸收。而学习成果的可视化，让
学生能够感知自己的成长与进步，从而
真正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威县苏威仲夷学校）

语文课上，我走进教室，说道：“同学
们，这节课我们重点学习宋代著名女词
人李清照的作品。她的词中，有《如梦
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闲
适欢乐，也有《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
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伤心凄楚。那
么，同学们知道李清照前期的词与后期
的词，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

一个学生回答道：“因为李清照的
丈夫赵明诚去世了，李清照有物是人非
的孤独之感。”

我笑道：“看来你对李清照的生平
有些了解，知道李清照的婚姻经历。”

另一个学生说：“李清照年岁渐老，也
经历了许多沧桑，不复年少的快乐时光。”

“这个答案也有道理。你说李清照
经历了许多沧桑。那你知道她除了经
历丈夫去世这一大事之外，还遇到了什
么重大变故吗？”我反问道。

学生集体陷入了沉默。大部分学
生对宋朝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缺乏了
解。于是我打开电脑、登录网站，向学
生展示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当我
输入“李清照”进行搜索之后，李清照
的一生行迹尽现眼前。通过简单明了
的地图呈现，我们看到，《如梦令》一词
作于济南，其时李清照 24 岁；而《声声
慢》一词作于临安，其时李清照已经
63 岁。

向学生展示完地图之后，我说道：

“济南即现在的山东济南，而临安则是
现在的浙江杭州。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两地相隔南北，那么出生北方的李清照
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杭州呢？”

经过我的引导，一个学生忽然冲口
而出：“我知道，这是因为靖康之变！”

看到学生能将作品与历史联系起
来，我十分高兴，继续问道：“那你能具
体说一下靖康之变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学生果然是“历史通”，滔滔不
绝地介绍道：“北宋时期，金国与宋国为
敌。在靖康年间，金军攻破东京，俘获
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及许多王公贵族，这
一事件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后来，康王
赵构在南方建立了政权，这就是南宋。”

我点头对他的回答表示赞许，说
道：“回答十分准确。靖康之变以前，李
清照夫妇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但是随
着北宋的灭亡，李清照南渡之后颠沛流
离，加之丈夫随即去世，所以她就进入
了人生的艰难时期。沉重的家国之痛
及身世之悲，最终使她生发了《声声慢》
的悲怆之音。”

在此之前，许多学生对“南渡”这个
词并没有概念。于是我点击鼠标，将地
图适当放大，一边浏览地图，一边为学
生介绍李清照的生平。我们清晰地看
到，李清照在 43岁（公元 1127年）以前，
一直活跃于北方的河南、山东一带，而
自 1127 年 12 月载书十五车离开青州开

始南渡，1128年2月抵达江宁，其后她一
直辗转颠沛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后
半生在南方度过。一张地图，浓缩了李
清照的一生。

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借助最新的
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
法，提升学习兴趣，扩大学习视野。

教学中我所使用的唐宋文学编年
地图是一项课题成果，它以地图的形式
呈现历代诗人的一生行迹，沟通了语
文、地理、历史三大学科，对于语文的日
常教学帮助颇多。一张地图，不仅能够
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诗人的生平行迹，
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形象地理解诗词的
内容。因此，将“诗词地图”运用于语文
教学特别是诗词教学，是一个值得探索
的方向。

另外，诗词地图也为学校开发地域
文化校本课程提供了条件。譬如，在唐
宋文学编年地图中点击相应城市，可以
查看唐宋时期诗人、词人途径该城市时
留下的众多诗篇。而进入网站的“历代
诗人地域分布图”，点击地图中的相应
城市，还可以轻松检索出该地域从古至
今众多本土诗人、词人及相应作品。这
不仅为教师开展地域文化教学提供了
备课参考，也为学生课余进行地域文化
自主探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
二初级中学）

如何打破学生怕写作文的困境，
打通习作教与学的有效途径？语文课
程标准指出，要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
有创新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
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

所谓“自由地表达”，一定是“自己
的表达”，一定是源于“自己真实触动的
表达”“有感而发的表达”“有话可说的
表达”。这就意味着“教”的解放，“学”
的自由，自然而然，表达才能自由。

对于“有创新地表达”，在我看来，
习作中的“创新”源自于创作本身的灵
感。这种灵感一则来源于日常的积
累，二则源自于某种程度的点拨，三则
意味着不经意间的触动，而这一切都
应该是由内而外的，说到底一定是从

“自己”出发的。
从某种意义而言，“尽可能减少对

写作的束缚”意味着习作教学应该少
一些“套路”，少一些“灌输”，少一些

“被动启发”，少一些投“机”取“巧”，还
原习作课堂上儿童的自我意识，把更
多习作的“教”转变成儿童自我语言的
生长习得，这样自然而然就多了一些
儿童的味道。

我试图寻找一个支点来撬动这样
一场“习作革命”，为此尝试过许多方
法，我发现“循环日记”就是一条行之
有效的途径。

从“真的很假”到“假的真实”

我们常常要求学生在习作的过程
中要“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不说假
话、空话、套话”，而往往事与愿违——
比喻拟人、铺陈排比、成语接龙、巧妙
过渡……在一些花哨的辞藻堆砌中，
过多的技法渗透，让作文失去了本真，
失去了童言固有的“无忌”。

那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
想：可能是写日记。为什么是“可能”，
而不是确切的“肯定”？因为从真实的
心理而言，日记中的“秘密”不一定能够
完完整整地倾诉内心世界，但不可否
认，如果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儿童身
临其境的事情，他们的文字表述至少不
会“假得很离谱”，至少能够触及儿童的
真实情感，能够实现在生活情境中的自
我认同和直观表达。

从“天花乱坠”到“只取一瓢”

真正把日记搬进课堂，成为习作
教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很难
聚焦习作教学的“训练点”。因为各执
一词的课堂展示和群像共展的生活情
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每个人
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表达之中，每个人
的逐个点评也增添了“教”的压力。

而“循环日记”（让学生轮流在一
个笔记本上写日记）的出现，从一个人
的表达延伸为一个小组的智慧，拓展
为一个群体的共识。从发散式的语言
表达，慢慢聚焦为共同的“热点”“疑
点”“议点”，这样的习作教学慢慢把儿
童推到了课堂的正中央，让每个儿童
感受表达的规则与智慧，形成一种共
享的生成与习得模式，促进每个学生
对习作中事件、情感、态度价值的理
解。或许最终形成的只是一篇或几篇
写作成果，但这样的成果给予学生的
养料却是数倍于以往的教学。

从“无米之炊”到“众人拾柴”

“循环日记”有聚焦点，当然其本
质的追求不在于引导每一个人“说共
同的话”，它有“逆向思维”，有自己的

“曲折迂回”。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语言
相互撑扶，让原本的毫无头绪、模棱两
可、畏首畏尾，慢慢地形成共同的语
境，再现各自的情境，演绎彼此的精
彩。这样的过程就是一种从“无米之
炊”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过程，每个
学生在玩味语言的同时也尝试模仿，
尤其是对于习作“困难户”，他能够在
这个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表
达方式，从而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这个过程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一种自
我实现，就是一种真实成长。

“循环日记”让每个学生找到了共
有的语境，让课堂不再是教师自己的

“表演”。教师要做的就是“鼓掌”，在鼓
掌的同时，阐述你对儿童世界的理解，
帮助他们提炼属于自己的语言密码。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湖塘桥中心小学）

课堂策

从导学案到学习成果分享报告单，
改变的是什么？

吕英美的《法律与生活》这一课例，
在探索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教学转化，尤
其是在借助合作学习推进深度学习方面
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情境创设的创意：课堂导入创
设了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场景，一
下就激活了学生既有的经验和认知，建
立了生活与学科的关联。

二是学习目标制定的突破：这堂

课不是教师直接出示学习目标，而是
大胆尝试让学生自己协商制定学习目
标，这一转变实现了学习目标“公有
制”到学习目标“股份制”“私有制”的
改造。

三是借助学习工具提升学习生产
力：充分利用思维导图等学习工具，让学
生整理自己的学习成果，为提升教学效
率开辟了一个新视域。

四是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式：以目标、结果为导向，学生可以自学，
可以小组讨论，可以求助教师，打破了原

来整齐划一的小组学习形式。
五是课堂检测环节的创新：检测环

节有学生出题、拟定答案、互换检测，这
种反馈方式深受学生喜爱。

总之，从导学案到学习分享成果报
告单，背后体现的是教学理念的转型：以
结果为导向，倒逼学生自主确定学习目
标、学习工具、学习方式、效果检测方
式。教师在课堂上创设了一个“渔场”，
学生在渔场里学会了学习，在学习过程
中学科核心素养得到了真正落实。

（作者系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

从导学案到报告单，改变的是什么
□王红顺

专家点评

【我见】
课堂教学改革带给您哪些思

考？您对课堂现状有哪些看法？该
栏目给您提供发表评论的平台。字
数：1500字左右。

【课事】
巧妙导入、激烈对抗、精彩生

成、意外失误……课堂上不断发生
着这些故事，而其中许多故事能反
映师生的课堂智慧，或者充满了教
育意义。字数：1500字左右。

【观课笔记】
寻找一节课的亮点，思考如何

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考怎样
避免。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深层
次的意义。请您记录自己的观课心
得，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得。
字数：1500字左右。

【课堂策】
课堂上您会运用哪些策略、方

法，写下来分享给其他老师吧。字
数：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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