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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数学课上，当其他学生都在认真听

课时，我发现一个平时比较调皮的小男孩，正

在饶有兴趣地玩手中的橡皮。于是，我轻轻

走到他身边，用手指点了点他的桌面，他这才

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

接着，我给学生布置了一道计算平均数

的题。听到我的安排，大家都拿着笔在纸上

认真计算，唯独这个小男孩不停地摆弄手

指。看到这情景，我脑海里顿时冒出三个字：

“又是他！”我忍不住冲到他面前问：“不好好

做题，你在干吗？”

只见他本上写着一串数字，有的还连着

线，也没有任何算式。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先批评他不认真听讲，又批评他犯了错误屡

教不改。他面红耳赤，支支吾吾，想与我争

辩，却又不敢说，鬓角还微微冒出细汗……直

到听见我说“坐下吧”，他才长吁一口气，趴在

桌子上默不作声。

我又看了他一眼，继续观察其他学生

的学习情况。刚走几步我突然想到，草稿

纸上连线的数字都能凑成 100，他会不会在

找简便运算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回到他

身边轻声问道：“是不是数字比较多，你想

把数字配成对，方便求和，再用公式计算平

均数？”他抬头诧异地望着我，点点头没有

说话。

刹那间，一种酸涩的感觉从我的心底

划过，说不出的滋味。“真不好意思，老师误

会你了。”“没有，老师，我做得也不好……”

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我连忙示意

他坐下。

这时，下课铃响了。我走向讲台，对着全

班学生大声说道：“我们要知道，主动思考解

决问题比死记硬背公式更重要。没有思考的

数学，就如同机器按照程序做事，今天我们班

的一个男生做得很棒！”这时，学生们顺着我

手指的方向，纷纷把目光投向他，只见他双眼

含着泪水，差点就要落下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这个小男孩在其他

学生的陪同下找到了我。那时，我正在另一

个班批改作业，猛抬头看见门口闪过两个人

影，犹犹豫豫不敢进来。听到我喊了一声，他

们这才走进教室。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望着我，眼神清澈，

小声说：“老师，上次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贪

玩。你不会生气吧？”看着他紧张的表情，胖

乎乎的脸蛋，我笑了起来：“不会，老师那天

做得也不对，你可不能计较啊！”他听后，立

即眯起弯弯的眼睛，露出两个可爱的小虎

牙，拉起同他一起来的孩子的手，嗖地一下

跑了。

想不到，这个不善言辞、一学期与老师说

不上一句话的小男孩，一个不太喜欢数学的

小男孩，竟会与我说这番话。那一刻，我内心

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洋溢着无比幸福的

感觉。

我庆幸那个时候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及时向那个小男孩表达了我的歉意，化解了

一场师生间的大“误会”。

自从上次事件以后，我发现那个小男孩

上课再很少开小差，也开始记笔记，偶尔课下

还会和我聊聊天，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

由于家庭原因，他后来转学去了外地。

但每每想起这个孩子，想起这件事来我依然

为当初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依然能记起小

男孩紧张的表情和班级门口那一闪而过的

背影……

由此我想到了作家毕淑敏的《重要他人》，

让我触动很大，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重要他

人”这个概念。我时刻提醒自己，做学生成长

的“重要他人”，用平等、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

个学生；走进他们的内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了

解他们的想法，做到言传身教，彼此尊重。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涡阳县育蕾学校）

近日，我重温于永正、王崧舟等语文

名家的课堂教学视频，感受颇深。最让

我佩服的是名家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

他们在全新的环境下，面对几十个陌生

的学生，针对不时出现的课堂“险情”，总

能应对自如，游刃有余。像舞台上的指

挥，用自己高超的教学艺术引领学生演

奏一场宏大的交响乐，让整个课堂充满

激情和魅力。

当下，新课改进行得如火如荼。在

新的理念下，各种新课堂、新模式层出不

穷。我们提倡把课堂还给学生，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努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意味着教师的责任更大了，扮演的

角色更多了，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要当

好课堂的总指挥。

做足课前准备工作。首先，教师要

对教材烂熟于心。教材犹如一曲曲无声

的乐谱，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作为教师，

如果对所授教材一知半解，就很难引领

学生深入学习。授课前，教师必须深入

细致地分析教材、理解教材，了解教材的

重点，洞悉教材所蕴含的深意，清楚教材

所要传递的情感。教师只有全面把握教

材，课堂教学才能得心应手。

其次，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最

精准的教法。教法是实现教学目的和任

务的重要保证，教学内容不同，教法也不

尽相同。教师根据所教内容和学生实际

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提高课堂

教学效益的关键。

再次，教师要根据学情对学生进行

学法指导。学法指导可以侧重四个方

面：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科学统筹安排

时间，高效准确的记忆方式，积极强烈的

求知欲望。这些教法的选择和学法的指

导，教师必须在课前做到心中有数。

善于调控教学节奏。一位有经验的

教师应该通过对教学进程、问题难度、学

生情绪的调控，使教学节奏呈现高低起

伏、张弛有度、错落有致的韵律美；使教

学要素呈现搭配合理、衔接自然、融洽统

一的和谐美；使教学过程呈现动静有序、

蜿蜒曲折、百转千回的流动美。如活泼

灵动的溪流，如浓淡相宜的水墨，如悠扬

婉转的乐曲，紧张中兼有舒缓，严谨中蕴

含幽默，平淡中闪现激昂，让学生在轻松

愉悦的气氛中学到知识。课堂好比一处

处舞台，教材好比一首首乐谱，感受文

本、理解文本、领悟文本的过程就是师生

共同演奏华美乐章的过程。教师要让授

课过程在自己的调控下有条不紊地推

进，让重点、难点在启迪学生的过程中顺

利突破，让全体学生展现出各自的风采。

引导学生领会文本深意。将乐谱上

的音符转化为优美的音乐是指挥家指挥

的艺术，将教材的深意内化为学生的素

养是教师授课的艺术。语文是工具性与

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一节成功的语文

课，教师除了让学生学到扎实的基础知

识外，还应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

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个任务只

靠学生自己很难完成，教师必须加强点

拨和引领，让教材传递出的正能量深深

感染学生。

许多文章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如《爱如茉莉》《桃花心木》等，教师恰恰

可以借助自身的学养和人生阅历，带领

学生更好地感悟、更深刻地理解文本。

这就需要教师作出准确提示，及时把握

正确的方向，把文本所蕴含的精华传递

给学生，发掘内涵，领会深意。

激发学生的潜能。名家的课堂为何

异彩纷呈、精彩不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

们善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多年前，我曾

有幸现场观摩于永正老师的《新型玻璃》

一课，于永正老师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引导学生想象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

新型玻璃，学生的回答精彩纷呈……学

生的潜能是巨大的，需要教师适时、有效

地激发。课堂上，教师应营造自由、平

等、民主的学习氛围，尊重学生、赏识学

生，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美妙的乐章需要指挥和乐手的配

合，精彩的课堂需要教师和学生的默

契。教师应当做一名出色的指挥家，让

每一篇课文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让每

一个学生都发挥自己的特长，让每一堂

课都成为一段华美的乐章。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金郝庄

镇实验小学）

化解了一场大“误会”
□孙书慧

课事

课堂里的学生立场

“荒岛求生游戏远离学生的生活，尤其是

一年级学生的生活，导致他们没有太明白‘荒

岛’‘竹排’等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我们应关

注学生每天的生活，随时记录他们生活中的

事例，并纳入教学内容……”新入职教师姜亚

南在上了《大家一起来》一课后，进行了教学

反思。

《大家一起来》是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

一年级下册最后一课。课堂上设计的游戏

“荒岛求生”创设了这样一个合作情境：6 个

孩子出去游玩，船快沉了，这时从远处漂来一

只竹筏，问他们怎么办。“当学生们一窝蜂地

上台要表达自己的求生观点时，我知道出问

题了。”姜亚南说。

对于刚上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合作是一

个比较陌生的概念，用游戏吸引学生，培养学

生对合作的兴趣，是非常好的活动设计，但用

远离学生生活的“荒岛求生”游戏进行6人合

作，不大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学生不在荒岛，6人一组人数太多，是课

堂环节失败的原因，这背后的深入思考是：如

何在课堂中落实学生立场。

第一是学生的生活立场。“向生活学习，

在生活中领悟”是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最

主要的道德学习方式。向生活学习，包括过

去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未来的生活。向过去

学习，服务于当下问题的解决、学生的道德困

惑、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对当下生活的指

导。但像荒岛求生这样的体验，许多学生也

许一辈子都体验不到，用一张容不下 6 双脚

的纸代表竹筏，学生在体验中也感受不到求

生的希望。

第二是学生的起点立场。学生的实际状

态成为教师教育教学的出发点，成为教学目

标制定的依据。一年级学生从适应新生活到

养成好习惯需要一段时间，但学生对合作的

体验不是从零开始。

在生活中，学生已经有了与他人合作的

经历。只是学生如何从合作的经历中发现还

有许多事情是可以有伙伴参与的，与伙伴一

起做，会完成得更快，做得更好，从而体验到

合作的乐趣，培养与他人合作的意识，是我们

需要思考的。

对于学生合作的能力与方法，我们必

须从头培养。结合生活立场，我们需要从

过去的生活到当下的生活设置情境，关注

合作入门的 7 个细节：一是从同桌开始合

作；二是最少合作时间为 3 分钟；三是要有

分工，一个操作一个观察，或一个实践一

个记录，或一个讲述一个倾听，或是两个

伙伴依次做；四是小组汇报，让相对弱者

先说；五是开口，第一个词是“我们”不是

“我”；六是汇报完成后，先问同桌有没有

补充，再问全班同学有没有不同意见；七

是教师的点评不能只是指向合作问题的

正 确 答 案 ，更 要 关 注 学 生 合 作 学 习 的 意

识、能力、方法和习惯。学生从不敢上台

到大胆走上讲台，从不会表达到会表达，

从喜欢一个人玩到喜欢与他人一起玩，从

只顾自己说到能与他人交流，从自卑到自

信……通过持续系统的培养训练，教师让

学生离开合作的起点，促进学生的社会参

与，形成实践创新素养。

第三是学生的主体立场。学生是课堂的

主体，但我们的课堂更多关注的是教学内容，

关注如何把内容呈现完、时间把握好、学生回

答精彩等。课堂上，教师如何做到心中有学

生？“接下来我要记录学生生活中的合作场

景，再带二年级的学生试试看。”姜亚南所要

改进的第一点就是“把心中有学生融入备课

中”，观察学生在生活合作情境中的困难和障

碍是什么，难在哪里，学生之间的差异是什

么，会基于学生具体的学习难点和障碍点进

行备课和上课。“依做而学，依学而教”，才是

把学生放在课堂中央，课堂生成值得期待。

学生立场，是新课改背景下大家研课的

核心词，也是最近观察到 3 节不同学科的课

后，大家共同探讨的“课堂的魂”。除了姜亚

南对这一课的反思，还有一节初一的美术

课，教师曾艳放下“讲不完”的观念，敢于让

学生在试错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

成图像识图、审美判断、创意实践、文化理解

等核心素养的融入；一节高一的物理课，教

师王薇从演示实验自身的站位，到反观教师

的“学生立场”，任何实验都要考虑学生能不

能看清楚。有多少学生能看清楚实验演示

的过程与内容，直接影响课堂“每一个学生”

的生成……

学生是教师教学的起点，也是终点。当

教师知道学生在哪里，课堂才有温度。当教

师让学生学会合作，并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

学习知识，产生思维碰撞，才能更好地完成以

核心素养培育为目标的课程创新与实践，实

现学生的生命成长。

锁定学生立场，成为我们判断一节好课

的重要标准，也是成就优秀教师的有效路

径。立场坚定，便能在新课堂中建设师生成

长的新天地！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璧山区教委课程改

革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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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课堂的首席指挥
□吕秀君

课堂策

观课笔记

征 稿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我见】 这是教育人平凡思想的交锋场，个性主

张的汇聚地，教学智慧的熔化炉。我们给您提供发表

评论的平台，那些关于课改的新思考，课堂现状的新

看法，尽可以在这里展示。希望您关注的问题有深

度，文章有观点性，观点有建设性。每篇1500字左右。

【课事】 好课堂里出故事，好故事里有教育。关

注课堂发生的那些有价值、有意思的故事。“事”关学

生、“事”关课堂、“事”关课改，突出课堂里的故事味，

故事里的课堂味。每篇16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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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更深层次的教育意义；通过课堂观察，倾听核心

素养落地的声音。欢迎您记录自己的观课笔记，分享

自己的听课心得。1500字左右。

【课堂策】 课堂建设，不仅需要理念、思想，更需

要策略、方法、技术、工具。写下您的“课堂策”，分享

给同行，让这些策略、技术，影响更多新教师，成就更

多好课堂。每篇1600字以内。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