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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里的秘密

□姚霞飞

三年级的一节公开课《盘古开天
地》，盘古顶天立地的场面是非常精
彩的一幕。课本插图上，盘古长发四
散，赤身屹立，手撑天脚蹬地，场景
十分壮观。学生借图复述故事，感悟
形象。

忽然，有学生问：“图上画了鸟和
蛙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像围棋的是什么？”另
一个学生问。

对啊，天地还未成形前，怎么会
有鸟、蛙和棋呢？它们代表什么？

我愣了一下，问：“大家看得很仔
细，有谁知道吗？”学生互相看看，都
是一脸的疑惑不解。

我很庆幸自己在课前做了充分
的准备，若是之前问我，肯定和学生
一样很茫然，但这次为了公开课，我
查阅过许多资料，于是娓娓道来：“这
鸟，不是普通的鸟，而是神话中能驮
着太阳飞行的神鸦，名为‘三足乌’；
这蛙，不是普通的青蛙，而是天上嫦
娥住的由蟾蜍幻化而成的广寒宫，称
为‘蟾宫’；这棋，也不是围棋，而是星
宿，我们祖先把满天的星星分成28个
星宿。”

“是这样啊！”学生纷纷作了然状。
刚才提问的学生又举手说：“哦，

我知道了。三足乌代表的是太阳，蟾
宫代表的是月亮，再加上星宿，合起
来就是指日月星辰、浩瀚宇宙吧？”

我 赞 许 地 点 点 头 ，进 一 步 说 ：
“神话之间是有关联的，像三足乌、
蟾宫还会在其他神话故事里出现，
比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欲知后
事如何，请看中国神话故事集，你才
能像今天一样轻松了解古代文化中
的‘秘密’。”

我顺势把本课的拓展内容也展示
出来，让学生在课后有兴趣走进一个个
神话故事，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段“插曲”看起来得到了解决，
可如果不是为了上公开课做足准备，
又会怎样？估计自己也只能在课后
寻找答案。看来，我真应该在丰富学
识素养上多下功夫。这不只是为了
不让学生问倒，还是为了更好地使用
教材资源，将课文置于更为广阔的大
语文背景下，引领学生洞悉民族文
化、语言“密码”，使学生受益更多。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中心小学）

小学生在面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非数
学问题时，怎样能够从数学的角度思考，
发现其中存在的数学现象并用数学的知
识与方法解决？创设情境或许是一种有
效形式。

情境创设是好课堂的入口，可以更好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何根据教学
内容创设有价值的情境？创设情境需要
注意什么？

要具有真实性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联系学生
的现实生活，在学生鲜活的日常生活中发
现、挖掘学习情境资源。

如在教《圆的认识》一课时，我引导学
生设计一款“套环”游戏。要求 6 个学生

同时玩，每人距离桩4米。在设计游戏过
程中学生明白了，站成圆形能解决问题，
而且桩要位于圆心，每个学生与桩的距离
就是圆的半径，圆各部分的名称及特征就
在游戏过程中掌握了。

接下来我让学生思考：要在操场画出
这么大的圆，你会怎样做？学生提出各种
可行的办法，但都是利用“圆心决定位置，
半径决定大小”解决问题。学以致用，这
样学习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

要具有问题性

有价值的教学情境一定是内含问题
的情境，能有效推动学生思考。

如在教《按比分配》一课时，我设计了
这样的情境：儿童节，学校进行优秀少先

队员表彰，每班 5 个名额，这是平均分
配。可是六（1）班有 45 人，六（2）班有 50
人，这样分配名额公平吗？怎样分配名额
才公平呢？由此引出“按比分配”的概念。

有人认为，情境中的问题要具有目的
性、适应性和新颖性。“目的性”指问题是
根据一定的教学目标提出来的，目的是设
问的方向、依据，也是问题的价值所在；

“适应性”指问题的难易程度要适合全班
学生的实际水平，以保证大多数学生在课
堂上处于思考状态；“新颖性”指问题的设
计和表述具有新颖性、奇特性和生动性，
从而使问题拥有真正吸引学生的力量。

要具有学科性

情境创设要体现学科特色，紧扣教学

内容，凸显学习重点。
如在教《平均数》一课时，通过“计

算书柜中平均每层放多少本书”，让学
生掌握平均数的算法；通过“据统计学
校平均每班 50 人，但六（1）班有 45 人”，
让学生明白平均数不是一个实际数；通
过“比较两个小组踢毽水平的高低”，让
学生知道平均数能反映一组数据的集
中趋势……

类似的情境能有效阐明学科知识在
实际生活中的价值，帮助学生准确理解
学科知识的内涵，也能激发他们学习的
动力和热情。

总而言之，教师应该选择合适的情
境，确定适当的目标，并努力将其转化为
具体的教学行为、策略与范式。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如果老师可以再嫁一次，可以随
便 在 古 代 选 一 个 人 嫁 。 嫁 给 谁 最 好
呢？”一个男孩子认认真真地使着劲儿
大声回答：“皇上。”在语文特级教师、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王君这节《写作与
负能量》作文课上，师生因为这个回答
哈哈大笑。

这是日前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第
二中学，由《课堂内外》杂志与“语文湿地”
等共同举办，一场以“创新成长与发展核
心素养”为主题的语文活动上的一幕。

这样轻松、自由的氛围贯穿在整节课
上，师生欢快的笑声在课堂上多次出现，
这仿佛是王君和学生的一次无拘无束的
聊天。

其实，王君的那个问题是想引出北宋
文学家苏轼——一个有能耐把所有负能
量“写成”正能量的男神。

“语文是朕的皇后，虽然朕几乎从来
不翻她的牌子，可她的地位依然是那么稳
固；英语是朕的华妃，朕其实并不真正爱
她，只是因为外戚的缘故，总要给她家几

分面子……”
王君给学生展示了几个语言表达案

例，有像上面这样颇具幽默色彩的网络文
字，有像古代抒情哀叹的伤感语言……

“猜猜老师最喜欢哪种表达方式？”
就像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一样，王君

喜欢用学生熟悉的案例，调动他们的好奇
心，这恰恰也能让师生的关系走得更近。

“语文最大的魅力就是没有答案。”王
君说。

在课堂的结尾，王君向学生介绍了
《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师生边观看
电影片段边感受主人公熊顿的悲惨遭遇
和乐观幽默。

“其实写作的过程也是这样，就是逐
渐疏导和升华负能量的过程，这其实也升
华了自己的活法。”王君用自己的深刻感
悟这样告诉学生。

而在此次活动中，语文特级教师、清
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执教的《大
脚丫跳芭蕾》绘本阅读课，最后也把文本
主题上升到人生层面。这或许是偶然中

的必然。
“看到封面，你们想到了什么？”
“看到贝琳达（绘本主人公）选拔失败

后独自在家，你发现了什么？”
“贝琳达在大剧院表演时，你又发现

了什么？”
……
这堂课上，窦桂梅带领学生阅读绘

本，始终让学生不断“发现”。
而窦桂梅自己也在这堂课上不断

“发现”。
比如，许多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习惯性

地说：“老师，我认为……”窦桂梅则说道：
“前面不用加‘老师’，直接说出你的答案
即可。”

比如，有学生说“贝琳达跳得很优
美”，而绘本里用了“姿态优雅”。窦桂梅
抓住这个机会问学生：“优美和优雅有什
么异同，用哪个更好？”

比如，窦桂梅发现学生对贝琳达难过
的场面很有感触，索性让孩子根据自己的
理解在黑板上画出贝琳达难过的场面，学

生的绘画才艺得到了展现。
类似这样的师生“发现”，在课堂上比

比皆是。
在窦桂梅看来，教师首先要做一个倾

听者，然后要做见缝插针的人，就比如在课
堂上发现“优美与优雅”这样的教学资源要
好好利用，教师还要做雪中送炭的人。

课堂最后，窦桂梅问学生：“放到现实
生活中，你觉得‘大脚丫’究竟是什么？”

有学生说是缺点，有学生说是坎坷，
也有学生说是考验。

“其实‘大脚丫’可以看作是生活中的
绊脚石”，窦桂梅根据学生的观点总结道，

“如何让绊脚石成为垫脚石，这需要我们
共同努力”。

两堂完全不同的语文课，最后却殊途
同归，从对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上升到人
生层面，这样的处理使得学生把语文与生
活、与自己真正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正如窦桂梅所说，“只有让儿童
站立在课堂正中央，才能带来对教学的
超越”。

观课笔记 课事

课堂策

两堂课的殊途同归

数学教学中的情境创设
□代文娟

如何在课堂上落实核心素养
——以《两小儿辩日》教学为例
□毛健薇

□本报记者 崔斌斌

《两小儿辩日》是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
一篇课文。孔子东游，途中看到两个小孩
在辩论，就问起缘故。一个小孩认为太阳
刚出来的时候距离人近，到了中午距离人
就远，另一个小孩认为恰恰相反。两个小
孩分别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最后，孔子也
不能判断他们俩谁说得对，两个小孩倒也
不客气，笑着就说：“孰为汝多知乎？”意思
是说：“谁认为你的知识渊博呢？”

以往教文言文，教师通常会设定以下
教学目标：一是通过范读、练读等方式，引
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二是让学生
尝试对照注释，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进而
把握全文的主要内容；三是联系生活实际，
领悟文中蕴含的道理；四是熟读成诵。如
此设定四个教学目标，分别对应四个教学
环节，仿佛就大功告成了。

但从落实核心素养的视角反思，这样
的教学是真正面向学生未来的教育吗？能
改变当前“学科本位”“知识本位”的现象
吗？这篇文言文与其他文言文相比，其教
学价值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如何通过升
级教学设计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呢？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综合表现为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这些素养都
是学生未来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在认真研读了本文及核心素养诸要素
以后我发现，探寻“两小儿”在文中的表现，
正是落实培育学生“科学精神”“学会学习”
两大核心素养的好机会。其中的“科学精
神”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
知识和技能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
式和行为表现。具体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
疑、用于探索等基本要点”；“学会学习”主要
是指“学生在学习意识形成、学习方式方法

选择、学习进程评估调控等方面的综合表
现。具体包括乐学善学、勤于反思等要点”。

在学生通读课文、了解内容后，我没有
直接问学生从故事中悟出的道理，而是尝试
组合运用“矛盾质疑”“多维反思”“动态思
维”等要素，以“问题链”的形式不断变换角
度追问学生，力图将学生的思维活动引向深
入，使学生在此过程中不断夯实基础、健全
人格、自主发展。以下是部分教学实录：

问题一：两小儿为何会围绕太阳进行
辩论？（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还原情境，自由
讨论，追溯缘由）

（从开始的沉默、迷茫，到纷纷举手回
答，学生的思维之门渐渐打开）

生 1：他们都很聪明、自信，都在用自
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思考问题，所以意见不
同就会辩论。

生2：因为他们都很善于观察，发现了
关于太阳的一些规律，所以会争论。

师：什么规律？能具体说说吗？
生 2：他们发现太阳有时大，有时小，

有时很热，有时不热，这些都是太阳在不同
时间的不同状况。

师：非常好。同学们，太阳升起落下是
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你们平时观察
太阳时，有过与两小儿相同的思考或发现
吗？有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发现的规律
像两小儿一样与小伙伴分享吗？（学生沉默
片刻，教师继续点拨）能对身边的事物充满
好奇心，善于观察，独立思考，还能从现象
中发现规律，这就叫“勇于探究”！这是一
门了不起的本领。

问题二：两小儿的观点各是什么？（设
计意图：引导学生提取信息，提炼观点）

生：小儿1认为早晨太阳距离人近，中

午距离人远。另一个认为相反。
师：概括地讲，就是探讨太阳日出和日

中时究竟距离人近还是远的问题，对吗？
看来，两小儿不仅善于观察，还善于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

问题三：对比一下，两小儿在阐明各自
观点时，看问题的角度有什么不同？（设计
意图：引导学生多维反思，对比分析）

生 1：小儿 1 是从视觉角度思考，发现
日出时太阳大“如车盖”，正午变小“如盘
盂”，说明日出时距离人近，日中距离人远。

生2：小儿2是从感觉到的太阳温度的
角度来讲的，日出时太阳沧沧凉凉，说明太
阳距离人远，日中的太阳“如探汤”，说明太
阳距离人近。正好与小儿1的观点相反。

师：对呀，仅有观点不行，还要学会言
之有理，言之有据！两小儿从不同的角度
出发，都用观察到的具体事例来证明自己
的观点，这就叫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问题四：那你们觉得两小儿谁的观点
正确呢？（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多维反思，对
比分析）

生 1：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平
时我们在日出和中午观察到的与感觉到的
太阳，的确就像他们说的一样。

生 2.他们说的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太
阳日出和日中时与我们的距离几乎相同。

问题五：当日大学者孔子也“不能决
也”，因为按照当时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
的确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两小儿笑曰：“孰
为汝多知乎？”你们认为，当时两小儿是一
种怎样的笑？（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解释说
明信息）

生1：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孔子，年龄

这么大了还答不出来。
生2：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笑，觉得

自己很棒，能有这样精妙的发现，也并不觉
得孔子会比自己高明许多。

生3：我认为这是一种天真的笑，以为
自己说的很有道理，很有智慧。

师：孔子虽然“不能决也”，但他当日的
所作所为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

生1：有。孔子关心小朋友，能停下脚
步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

生2：当孔子也不会的时候，他没有不
懂装懂，妄下定论。

师：是的，孔子不懂时能真实面对，坦
诚直言，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一个人
应该有的为人处事态度，也是科学精神，非
常值得我们学习。

问题六：作为现代人，如果你们能出现
在两小儿面前，汝能“决”否？如果能，又该
如何“决”呢？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还原
背景，理性思维）

学生试答后，教师可以及时给学生补
充相关的背景知识，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
对文中的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体现学
科融合的特点。当然，也可以启发学生课
后搜索相关信息，下次课上分享。

学到这里，相信学生会比常规教学中
收获丰盈、厚重许多，这时再让学生熟读成
诵就轻而易举、水到渠成了。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为教

师指明了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但在教学实践中该如何落实，值得每
一位教师探寻途径。

就《两小儿辩日》而言，基于核心素养
的培育，精心设计问题链，不仅让学生真
正读懂、读透文章，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
程中，学生对文中的两小儿、孔子的言行
不再只有一个标签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取向，还能在思维碰撞中真切地感受到两
小儿身上所蕴藏的“科学精神”：学会理性
思维，尊重事实和证据，有实证意识，有理
有据地表达观点；不断批判质疑，有问题
意识，能独立思考；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
勇于探究……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应该是“课程
设计的依据和出发点”。每一篇课文、每一
节课都应该有其独特的教学价值，有利于
一种或多种核心素养的培育。教师在教学
设计时可以基于核心素养，精心确定教学
内容，把教学的价值、教材的价值充分挖掘
出来，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行为
目标。

长此下去，会激励学生朝着未来发展
的方向不断努力，核心素养的培育才可能
落到实处，学生的全面发展才可能真正实
现。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学生的学业还是
以应考为目的，核心素养的培育就会成为
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系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