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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增味”英语课堂

许多时候，我在参加听评课活动

时，总会遇到一些精彩的英语课，让

听课教师回味无穷。但也有不少英

语课，让人时常觉得不够“味”。那

么，英语教师怎样才能“烹饪”出学生

需要的知识美味呢？

一要增本味。语言的实质是表

达、交流与文化，它是人与人之间沟通

的媒介，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

化背景。英语课的本味就是要让学生

能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通过师生、

生生之间的对话，充分运用所学的新

知，加深对知识与文化的理解。例如，

《Chinese Festivals》的一节公开课上，

授课教师从节日名称、节日时间、节日

活动方面入手，与西方节日 Christmas

进行对比，并开展师生之间的对话，先

引导学生说出已知，然后让学生带着

问题在文本中找寻信息，最后讨论中

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节英语课上，

学生进行了充分表达，在同学之间的

相互补充中，师生间的对话轮转不断

交替。通过文化对比，学生认识到了

中国节日的独特味道。

二要增趣味。不少英语教师在重

视知识传授的同时，忽视了趣味性，让

课堂气氛沉闷，这反映出教师“生本意

识”的缺位。课堂上，学生保持注意力

的时间有限。因此，英语教师首先要

做的是研究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

点，把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与教学目标

结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其次要掌

握能吸引学生注意的教学手段与方

法，如TPR教学、自然拼读法等，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望；最后要创新课堂活

动形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三要增余味。时常看到有教师

的英语课在平淡无味中匆匆结束，究

其原因是当语言内化后，学生缺少在

情境任务中使用语言的环节，使课堂

缺少生成与变化。因此，英语教师要

重视语言的拓展与延伸。以同课异

构《Seasons》为例，本课的教学内容是

有关四季的一些天气和活动介绍，一

位执教教师并没有像其他教师那样

受教材内容的禁锢，而是将色彩、水

果、服饰这些以前学过的旧知与新学

的四季话题进行了巧妙嫁接。教师

设计的变化，点燃了学生的会话热

情，也拓展了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四要增真味。英语课堂需要真情

境、真语言、真学习，新课标主张语言教

学要让学生在语境中接触、体验和理解

真实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和运用语

言。而不真实的情境创设，常常会出现

在英语课堂上。例如《Seeing the doc-

tor》一课，教师为了创设情境，穿上了白

大褂，戴着听诊器，走到学生面前，问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被问

的学生一脸茫然，在教师暗示下，学生

说出教师想要的回答……而英语课堂

中的情境创设应坚持与真实生活的一

致性原则，让无病的学生说自己头痛，

这种脱离真实的情境创设，难以让学生

形成正确的英语思维习惯与语言表

达。同时，在英语课堂上，不真实的语

言也大量存在，一种是语言表达不地

道，例如教师问学生：“How to say

this in English？”另一种是会话内容不

真实，例如问学生：“Do you have a

grandma？”英语课上，特别是在合作学

习环节，容易出现“伪学习”，有部分学

生因为性格或能力不足，却又无法获得

教师或同伴足够的帮助，而渐渐失去参

与合作讨论的机会，成为学习的旁观

者。只有全体学生都能进入真学习的

状态，才能达成课堂的真目标。

英语课就像一道大餐，要让学生吃

得有滋有味，教师就要从他们的需求和

喜好出发，在课堂上凸显语言的交际功

能，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才能让他们

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得到提高。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

汇学校英语特级教师）

“数学不难，就是一些概念、公

式和计算，只要记住就没问题。”这

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给同学“传

授”数学学习经验的一句话。作为

小学数学教师，我听到学生这样阐

述自己对数学学习的认识后深感

焦虑，并陷入了沉思——学生对数

学学习的认知与长期的数学教育

教学影响密不可分，问题的根源或

许就在于教师对数学教学理解的

偏差。

首先是部分教师对数学课本

身的认识不到位。长期以来，教

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往往更

关注具体、客观的数学结论，忽视

了 形 成 这 些 结 论 的 数 学 活 动 过

程；更关注显性的数学事实，忽视

了处于隐性的数学思想及方法；

更多关注数学知识的逻辑关系及

结构，忽视了如何有利于学生的

理解，为学生从事观察、实验、猜

测、推理与交流等活动提供适宜

的学习素材。因此，提到数学课，

许多人的理解就是概念、命题、法

则、运算及符号的堆砌。

教师除了将数学课从学科、知

识的维度看作是所讲授的学科，还

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入理

解数学课：一是目标、计划维度。

要将数学课看作教学要达到的目

标，教学的预设计划或预期结果。

二是经验、体验维度。要将数学课

看作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或自主

学习中获得的经验。三是活动维

度。要将数学课看作人的各种自

主活动的总和，学习者通过与活动

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

的发展。

其次是教师对数学课内容的

设计实施不到位。教师总是习惯

于把数学课内容视为静态的、客观

的事实性结论，教学中过于关注数

学结论，不关注知识的来龙去脉，

不关注数学思想方法的产生与发

展，上课时总是让课程内容尽快展

开进入运用结论去解题的技能训

练过程中，而这样的教学不利于培

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数学教学与其说是数学活动

结果的教学，不如说是数学活动的

教学。这里所说的活动就是指最

终 得 到 数 学 结 论 的 数 学 活 动 过

程。而让学生经历这样的过程，不

仅能获得知识与技能，还能体会和

感悟知识技能背后更为本质的东

西——知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数

学的思想、方法，积累数学活动经

验。在课程目标指引下，教师要把

握教学内容的数学实质，设计出符

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过程，引发

学生思考，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

光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也就是

说，教学目标必须从“知识为本”转

向“育人为本”，从原本的只注重

“结果性”双基教学转向“过程性”

“结果性”，让过程本身成为数学课

的目标，让学生亲身体验如何“做

数学”，如何实现数学的“再创造”。

知识的获得是一种寻找、发

现、进而理解和应用的过程。数学

素养的培养，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培

养，是“悟”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

的，会“悟”会“看”的底蕴是把握数

学思想，会“悟”会“看”的教育是一

种经验的积累，需要受教育者本人

的思考与实践。因此，让学生亲历

数 学 教 育 教 学 活 动 是 至 关 重 要

的。教师要在丰富多彩的数学学

习活动中，兼顾知识技能、数学思

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这四个方

面的目标，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系青海省西宁市城

中区教研室）

让学生亲历

数学学习活动
□谈有恒

我见

在一次研讨课上，我提出一个问

题：“上了科学课后，如何让学生超越

日常经验，从科学上真正获得提升？”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在二年

级的科学课上，教师带领学生通过感

官区别物体，比如让学生识别真水果

与仿真水果；在学生的背后扔下常见

的东西，通过听到的声音猜猜是什

么；在不透明的袋子里摸物品，仅凭

借触觉猜是什么；教师甚至买了可以

吃的包子，让学生通过味觉去区分其

他的东西……虽然各种活动非常有

趣，学生热情参与其中，但 40 分钟下

来，学生学到了什么？日常生活中，

类似这样的观察活动经常出现，学生

从出生起就在不断获得这样的感官

经验，而科学教学超越了这些日常的

感官经验了吗？如果没有或者不明

显，这样的科学课又有多大的价值？

从博物学到现代科学

由此，让我想起了近代科学还未

建立起来的博物学时代，那些被我们

称为科学家的人，如中国古代医学家

李时珍、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提

出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生物分类学

的林奈，还有学生特别喜欢的昆虫学

家法布尔，他们主要是通过感官细致

入微的观察去研究自然的。虽然有重

大发现，但用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

家建立起来的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进

行考察，还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

到了现代，现代科学比近代科学

更加严谨和先进，研究的方法早已超

越了人的感官，包括射电望远镜在内

的各种波段的新型望远镜和观测仪

器，可以“看”到光学望远镜看不到的

天文信息，中子星的发现，引力波的

捕捉，已经不是增强了人视觉的光学

望远镜所能及。生物进化和分类的

研究也是如此，已经超越了感官能及

的生物形态学，可以从分子生物学，

如基因研究的角度去研究生物的进

化，作出更精准的分类。

如今的数字时代，一切都在数字

化，比特到处流淌，现代科学又迎来

了新的飞跃。人类基因组计划建立

人体2.5万个基因的30亿个碱基对的

庞大数据。以此为基础，计算生物学

可以大行其道，通过算法和模拟可以

从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发现更多的

生命奥秘，使科学家有可能研制精准

靶向的药物，去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

不治之症。不仅计算生物学，而且冠

以计算的如计算化学、计算物理学、

计算地理学等新的科学门类不断涌

现，再加上传感器、大数据、人工智能

的进步，数字时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又迈入了更加智能的崭新时代。

从博物学到近代科学再到现代

科学，延伸到如今数字化的现代科

学，每一次的科学进步，都意味着对

感官观察的超越，意味着新的科学思

想方法的跃迁。

何必把学生拉回博物学时代

尽管如此，小学科学教材呈现的

科学研究内容似乎还停留在博物学

时代。

在二年级通过感官去比较的内

容中，教师设计了比较水温高低的内

容。需要用手触摸杯中的温水，感受

其温度的高低，但在水温差别不大的

情况下，要辨别温度差别就困难了，

这时就要用到温度计。而要学会使

用普通的温度计，教师还要教会学生

认识刻度。由于常用的酒精温度计

是根据液体受热膨胀上升的原理，测

量的时间会比较长，这就带来了一些

不便。网上搜索，有各种数字温度

计，我们选择了具有一定灵敏度带有

测温探头的数码显示的温度计，放到

水里约 1 秒钟就会显示稳定的读数。

于是，班内每个小组发一个，先让学

生用手反复比较温度相近的三杯水

温度高低的顺序，再用数字温度计反

复测量——精确的数值和模糊的感

觉一对比，科学仪器测量的长处显露

无遗。有学生说，用手感觉水温会产

生“幻觉”，不好把握到底是哪一杯水

温度更高一点，而数字温度计测量水

温更准确。这样的课使学生意识到，

科学观测工具比感觉器官更可靠，从

而对科学研究的本质逐渐有所体悟。

二年级还有一个比较“谁轻谁重”

的课，也要让学生通过感官——用手

掂量区别物体的轻重。这种方法与区

别水温一样，也是很难精准的。教材

考虑到了这一点，采用了平衡尺的方

法，分别向挂在平衡尺两端的小盒子

里放上需要比较的物体，平衡尺向哪

一边倾斜，哪一边的物体就重。在此

基础上，还设计了一种称量的方法，一

边放重物，一边放曲别针，当两边平衡

时，数一下曲别针的数量，最后据此对

要比较轻重的多个物体从重量上进行

排序。这种设计从科学方法上是有一

定训练价值的，但学生关于比较轻重

的知识，还是难以超越日常的经验。

为此，我们找来数字显示的体重秤、菜

市场用的托盘秤、手持电子秤，还有可

以称量轻小物体的珠宝秤，让学生去

称量不同轻重的物体。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拿出一张薄薄的纸巾，一个学

生喊道：“它没重量！”太轻了就没重量

吗？日常经验产生的前概念暴露出

来，如果还是用教材上的方法，这个前

概念只能暂时放下。幸好有珠宝秤，

放上去一称，原来这么轻的纸巾也是

有重量的啊！

这些精确测量的数字化科学工

具，属于当下所处数字时代的日常生

活用品，小学科学的教材内容，何必

把学生拉回到博物学时代呢？

数字化的科学探究何其自然

科学教学与数字时代的现代科

学思想方法相连接，并不是什么困难

的事情，因为这种连接非常普遍。

在一年级认识植物的课程中，教

师要记住校园里各种花草树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形色 APP、微信

中的“识花君”等智能识别软件可以

帮忙。上课时，我们打开手机的热

点，让学生拿着装有形色 APP的平板

电脑，去操场周围植被丰富的地方拍

照识别，一个个不知什么名称的花木

野草的名字和资料就显示出来。

一年级教材中，教师在教学生认

识植物的叶子时，如果只是让学生知

道叶子的简单名称：叶柄、叶片和叶

脉，难以激起学生的兴趣。为此，我

们让学生拿着平板电脑，打开照相

机，近距离对着叶子，在屏幕上拉动

图像放大，细细的叶脉和叶肉清晰地

显示在屏幕上……我们还可以给学

生多一些叶子的结构名词：主脉、侧

脉、细脉、叶肉……平板电脑摄像头

和大屏幕的组合，相当于提供了一个

特殊的放大镜，不仅可以看清楚，还

可以拍下来作为资料。还有一种可

以放大 500 倍的电子显微镜，镜头前

有一圈LED灯，可以把叶子的细微结

构看得更加清楚。

除了平板电脑，手机的功能似

乎更强大，不仅可以随时接入移动

网络获取数据，还可以用内置的声、

光、磁场、方位传感器做探究。比

如，用超级瑞士军刀 APP 将手机中

各种传感器的功能集成开发，做出

如指南针、水平仪、角尺和直尺、心

率测量等实用的功能。还有智能工

具箱 APP，更是把手机传感器的功

能发挥到极致，可以测量如噪音、磁

场强度等更多内容。

认识星座一直是教学的难点，但

现在不同了，教会学生使用手机中的

星图 APP 去自己认识星座也许是最

好的办法。学生到了繁星满天的野

外，打开手机 GPS 全球定位和星图

APP，把手机背部指向哪个星空区域，

屏幕上就会显示这个星空区域的星

座。想想之前的博物学方法，要在野

外认识星座，就要找一个会认星的人

指点，否则即便拿着一纸星图，也很

可能迷失在苍穹里，不知看到的到底

是什么星。

平板电脑、手机是最平常不过的

数字化工具，其中的一些 APP可以使

它们变成强大的数字化探究工具，还

有一些数字化的小玩具，如带有摄像

功能的学生数字显微镜、电子积木

等，教学中使用起来何其自然，我们

为什么不用好它们呢？

超越经验，走向未来

想一想，如果林奈当时也有现在

的手机和电脑网络，他的生物分类学

会怎样？如果法布尔有现在的各种

数字化科学观察工具，他写的昆虫记

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奇？如果李时珍

在编写《本草纲目》时能有现代科学

的研究方法和设备，中医现在又会是

怎样的一个景象？

博物学时代是科学还未分化的时

代，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落后会带

来许多不足和谬误。当我们把达尔文

和林奈称为生物学家的时候，当我们

把法布尔称为昆虫学家的时候，当我

们把李时珍称为医学家的时候，教师

心中一定要清楚，他们不是现代科学

意义上的科学家，严格来说是科学落

后时代的先驱、是博物学家，他们虽然

做了不少奠基性的研究，但其成果已

经得到了许多修正甚至推翻。我们在

敬佩他们的探索时要提醒学生，掌握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数字化科学工具

的重要性，这可以让他们超越日常的

经验，更好地适应未来。

但博物学也是有一种精神值得我

们传承的，那就是充分应用我们的感

官去感受自然、感受宇宙万物，用同理

心去感受人与它们的关系，从情感上

去热爱它们。在数字时代，人与自然

万物的连接被人工的世界打断了，以

至于环境污染、生态凋零、全球变暖。

正如林奈在他那个世纪就感受到的：

“极少有人用眼睛去看，极少有人用心

去理解。由于缺乏这种观察能力和这

类知识，世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愿数字时代的小学科学教育能用

超越的思想去传承这种博物学精神，

在用数字化的方法手段去研究“天地

玄黄，宇宙洪荒”之时，既能有所发现，

又能心生热爱，共筑人类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依山郡小学）

超越博物学：

迈向数字时代的科学教育
□吴向东

博物学时代是科学还未分化的时代博物学时代是科学还未分化的时代，，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落后会带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落后会带

来许多不足和谬误来许多不足和谬误。。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小学小学

科学教育也遇到了科学教育也遇到了““挑战挑战””：：学生如何通过科学课认识达尔文学生如何通过科学课认识达尔文、、亚里士多德等亚里士多德等

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教师如何引领学生掌教师如何引领学生掌

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数字化科学工具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数字化科学工具，，让他们超越日常的经验让他们超越日常的经验，，更好地适更好地适

应未来应未来？？本期特别呈现特级教师吴向东关于当下小学科学教育的新思考本期特别呈现特级教师吴向东关于当下小学科学教育的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