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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笔记

我曾有幸聆听了11名参赛选手

围绕同一篇课文《李凭箜篌引》进行

的赛课，深刻感受到了新课改理念

带来的变化。学思结合的激疑生

疑，生生互动的合作探究，课堂可谓

有料、有趣、有灵魂。

就文本而言，诗人李贺虽是大

唐宗亲，但家道中落；虽有满腹才

华，但因犯父名讳而不得科举；自

幼多病，常常泣血苦吟。冰冷的现

实与少年理想的巨大落差，使他的

苦闷悲愤只能寄托于一个幻想的

世界，再加上深受楚辞浪漫色彩的

影响，从而形成了奇崛诡谲的诗

风，时人冠之以“诗鬼”。因此知人

论世探“诡”情，因声求气吟诗韵，

师导生学激辨疑，就成了文本在达

成语文核心素养目标时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细细梳理，其中王老

师执教的那节课有如下几点颇值

得回味。

第一，草蛇灰线“诡”满篇。教

学设计是教师铺设在教学理念与

真实教学之间的桥梁。高明的教

师总能在吃透教材、吃透学情的基

础上找到教学的突破口，从而巧妙

地达成教学目标。王老师前一部

分的教学设计是组织学生悟出诗

篇中一个“诡”字。课件上具有动

感变化的“诡”字，激发了学生的探

究热情。通过师导生学、生生互

教，学生顺藤摸瓜，很快就总结出

了李贺诗歌——“意象之诡异、炼字

之诡奇、手法之诡谲、情感之诡激”

的特征，恰恰这个总结又将诗歌鉴

赏的主干知识巧妙贯穿了起来。精

练的“诡”字设计，变讲为学，恰如其

分地突破了教学的重难点，让学生

习得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交流能

力，可谓“穷其一字，悟透全篇”。

第二，审美鉴赏“品”为先。在

诗歌教学中，诵读品味教学法一直

是深得师生认可的重要途径。它通

过齐读、分读、叠读、角色诵读、配乐

诵读等多种形式，带动学生边读边

悟。王老师在简单指导诵读技巧之

后，迅速安排了各小组的任务：品味

语言读、感悟意境读、体验感情读，

并说明诵读理由。这个任务设计既

承接了上一环节的“诡”字，又巧妙

地开启了当前的“品”字。“品味语言

组”经过小组共研推出一名同学诵

读：“吴丝蜀桐张高秋”读得饱满清

亮，“空山凝云颓不流”读得低缓凝

滞，到“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

动紫皇”这句时，男女生分别就“十

二门前”“二十三丝”反复诵读，诵读

令人称赞。这个小组给出的诵读理

由更让人折服——吴丝蜀桐，是琴

材的考究；高秋，是秋高气爽的旷

远；再加上箜篌的外形酷似一只飞

翔的凤凰。

第三，思维训练“疑”求质。思

维训练是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课

堂上，教师不断地激疑、生疑、辨疑、

析疑，就会激发学生思维的发散和

聚合，使学生始终保持积极思考的

状态。具体到这堂课上，教师在点

明了李贺诗歌想象的奇特性之后，

给几个小组接连抛出了这样的疑

问：“为什么要把音乐的演奏放在空

旷辽远的环境中呢？音乐为什么会

从女娲补天的地方突破了天空？打

湿玉兔皮毛的露珠会有产生的自然

条件吗？”这样的问题一下子将学生

从汪洋恣肆的想象拉回到了冷静合

理的探究中，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探

究诗歌想象的合理性，尊重生活的

真实性。

临近课堂结束的几分钟，有位学

生抛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问题——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这两句是诗歌的结尾吗？怎么有一

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至此，我也想问，这节语文课的

激疑和生疑，是不是生动地诠释了

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棵树摇

动了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了另一

朵云”呢？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随州市曾

都区第一中学）

一曲箜篌引 三段佳妙音
——听《李凭箜篌引》公开课有感

□ 高俊文

课堂策

大数据时代，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而教育与大数据同行，促使教育教学走向科

学化、精确化、智能化和个性化。自2016年

起，以“强化教师数据意识”和“提升教师信息

素养”为抓手，以“构建基于学生学习数据分

析的教学模式”为目的，以“信息技术介入、教

学环节反馈、学习资源推送、教学结构翻转”

为改进内容，我们坚持实施了“深度学习”“教

学重构”“课例分析”等策略，效果显著。

策略一：深度学习，促使教师理念转

型。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面对的最大挑战

是理念的转型。我们把教师深度学习的重

点内容设为“新时代新的教育理念”“新时代

先进的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知识”。

首先，大力开展学习活动，具体学习了

“数字化、智能化、泛在化”的课堂形式、“学

习资源媒体化、智能化、碎片化”的学习形

式、“导学式、互动式、合作式、游戏式、泛在

式”等教学方式新理念。

其次，组织本学科教师重点学习了“问

卷星”“草料二维码”“腾讯微云”“讯飞语

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做到将这些技

术有效应用到日常汉语教学中。

最后，在现行汉语教材学科知识体系

不够完善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帮

助教师理解和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掌握学

科核心知识，尽可能克服学科知识的误教。

策略二：重组课堂，促使教学行为转

型。重组课堂教学结构，就是打破常规教

学形式，实施“单元目标整合”“在线监测反

馈”“创新学习平台”等新型教学形式，实现

“海量资源→智能推送→泛在学习”。

单元主题与目标整合。目标整合，就

是根据单元主题确定单元教学目标，根据

单元教学目标选择每篇课文的教学重点，

再确定课时目标。一方面要做到“单元教

学目标”与“课时教学目标”有机融合，另一

方面要做到模块教学，即“单元集中识字”

“单元集中阅读”“单元拓展阅读”。

在线检测与适时反馈。根据“反馈效

应”原理，本学科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利用

“问卷星”等工具随时检测，将结果可视化，

让所有学生获得准确的反馈信息。

终端技术与泛在学习。随着移动设备

的普及，信息传播形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

和行为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

的学习者开始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采用移动

学习的方式获取信息。本学科充分利用终

端技术和微信平台进行“在线课文朗读指

导”“分享学习成果”“推送各种学习资源”，

学生依据教师在微信群里发布质量检测答

案自批“检测试卷”，随时观看教师在微信

群里推送的课文视频朗读、阅读单元主题

类经典文章，根据需要进行泛在学习。

策略三：课例分析，促使教研方式转

型。大数据时代教学技能提高途径是：上

传课例——输入课堂实录——参考课堂观

察维度所显示的数据发现优点和不足——

针对不足进行调整备课——重新上传课

例——循环往复。

2017 年，我们开启了“基于数据的汉

语课堂教学观察研究”项目，研发了“基于

数据的汉语课堂观察量表”，借力当地教研

网独有的大数据分析软件系统和优势，科

学控制教学改进内容和方向，促使汉语教

研从经验型向实证型转变。

确保“课堂观察量表”的品质。“基于数

据的汉语课堂教学观察维度”依据“汉语教

学四大改进”内容、《汉语课程标准》共设7

个维度和33个观察点，力求做到观察点要

具备“可观察、可记录、可解释、可测量、可

控制”的品质。

确保“数据挖掘”质量。一是力求挖掘

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数据，包括诊断测试、平

时作业、课堂表现等，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二是挖掘线下和

线上课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

进一步改进教学的依据。

多年来，我们遵循“分散和集中”“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教研原则，探究了“单元主题

拓展阅读教学方法”“基于数据的课堂观察”

“教学资源数据库建设”等新型教学形式，有

力促进了“观念与课堂”的双重转型，初步构

建了“混合型、翻转式”学科教学模式。

可以说，基于数据的教学改进，富有

“科学性、准确性、针对性和控制性”，尤其

是“集中和分散、线上和线下”为一体的教

研方式以及“混合式翻转型教学结构”，十

分符合当前“停课不停学”背景下的大规模

在线教学需要。

（作者单位分别系吉林省龙井市教师

进修学校、东北朝鲜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所

基础教育研究室）

大数据时代下的
教学改进策略

□ 李顺德 俞永虎

•教学背景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文化，它要

求以最少的字句、最简练的形式，唤

起人们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

富的启迪。

基于此，我们研究小组针对对

联文化的来源、分类、趣味性、社会

功效等特点，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

况，开展了关于“对联趣味性”的研

究。《玩转对联》一课，就在这样的研

究背景下应运而生。本节课，一个

“玩”字贯穿课始课终，让学生通过

不同方式的趣“玩”，既知晓了对联

的基础含义，又激发了学习对联的

兴趣。

•教学实录

一、激趣入课，学生识对联

师：同学们，春节咱们中国有一

个传统，就是要写对联、贴对联。今

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副对联，谁

来读一读？

（课件出示对联：五福四海 春

满 人 间 欢 歌 阵 阵 福 临 门 第 喜 气

洋洋）

生1：五福四海 福临门第喜气

洋洋 春满人间欢歌阵阵

生2：五福四海 春满人间欢歌

阵阵 福临门第喜气洋洋

师：同学们，这两个同学的读

法，谁对？

生3：第二个同学。

生4：第一个同学。

师：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读

对联也有大学问。要想读好对联，

我们首先要了解对联。（课件出示对

联的介绍）

对联，又称门对、春贴、春联、桃

符、楹联。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

包括上联、下联、横批。讲究对仗工

整，字数相等，结构相似，一字一音

都 是 我 们 中 华 语 言 独 特 的 艺 术

形式。

师：从这些资料中，你们发现了

什么？

生 5：我发现了对联还有其他

名字。

生6：我发现了对联的特点是，

要讲究对仗工整，字数相等，结构相

似，我们刚才读的那副对联就有这

样的特点。

师：从已有的信息中，快速寻找

关键信息，这是一个人的能力。我

们现在知道了上联、下联、横批，现

在要把对联读正确就简单了。

（出示课件）

标准的对联读法，应该是从右

向左：上联右边，下联左边，横批也

应该从右向左写。受现代读写习惯

的影响，有人会把横批按照现代的

方式书写，即“从左向右”。这样，贴

对联的时候就得反过来，把上联贴

在左边，读时也要先左而后右。

师：简单地说，我们读前要观

察——

生：横批。

师：对了！观察横批的写法，我

们就可以快速找到上联、下联。你

们喜欢玩吗？

生：喜欢！

师：好！这节课我们就一起去

对联的世界玩一玩。

二、开发思维，学生玩对联

1. 学生拿出课前准备的第一封

信。（内含 14 句话，可以通过不同方

式的趣味组合，形成7副对联）

师：同学们，在对联的世界里，

要怎么玩才有意思呢？请拿出第一

封信。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按照老师

指示，快速打开第一封信，然后开始

组合对联）

师：谁来汇报？

生1：当头事业

到顶功夫

生2：曲奏阳春白雪

音知流水高山

生3：音里藏调调里藏音懂调者

听调不懂调者听音

文中有戏戏中有文识文者看文

不识文者看戏

师：大家真厉害！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不仅将7副对联快速找了出

来，而且读得流利准确。谁来分享

一下你的方法？

生3：我是根据结构相似的特点

来找的。

生4：我是根据字数相等的特点

来找的。

师：善于观察与总结提炼，这是

一种高品质的学习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第一封信，让

学生在快速摆与找的过程中，强化

他们对对联特点的认识。】

2. 学生拿出课前准备的第二封

信。（内含三种图形，借助图形中不

同的组合方式，形成对联。）

师：还想玩吗？

生：想。

师：请拿出第二封信。

（1）教师课件出示第一种图形。

学生找出对联：雾锁山头山锁

雾 天连水尾水连天

（2）教师课件出示第二种图形。

学生找出对联：重重叠叠山曲

曲环环路 高高下下树叮叮咚咚泉

（3）教师课件出示第三种图形。

学生找出对联：处处飞花飞处

处 潺潺碧水碧潺潺

（4）教师课件出示数字形。（上

联：1122334455；下联：6677889900）

学生找出对联：山山水水处处

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5）教师课件出示：

加一加：闲=门+木 思=田+心。

学生找出对联：闲看门中木 思

耕心上田

（6）教师课件出示：乘法加法一

起来——60×2+3×7＝上联；70×

2+1＝下联。

学生找出对联：花甲重逢，增加三

七岁月。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7）教师课件出示：看小文猜

对联。

过年了，一个穷书生没吃没穿，

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写了一副对

联挂在大门口。谁知对联一挂上，

立刻有人送吃的、穿的。这是怎么

回事？

生5：缺一少十。

师：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生5：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

是“六七八九”，上联和下联刚好少

了“一”和“十”，这两个数字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衣服和食物。再加上书

生本身很穷，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明

说，所以我就猜到他最需要的是衣

服和食物。

【设计意图：第二封信内含 7 个

小训练，让学生在观察、分析、推理的

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对对联的认识。】

3. 学生拿出课前准备的第三封

信。（内含5个字，分别为：人、大、过、

寺、佛，希望学生明晰要求，通过动

脑算一算、动手摆一摆，得出相应

对联）

师：同学们，看谁能最先发现规

律。然后根据我们提供的5个字，摆

出对联。

（学生先计算再摆，师生交流。）

师：谁来分享一下，你摆的是

什么？

生6：人过大佛寺 寺佛大过人

师：说说你的理由。

生6：根据算术题，我们计算得

出下联的结果，发现刚好就是上联

反过来的一组数字。我们可以推断

这5个字摆出来的上下联，它们的顺

序刚好是相反的。

【设计意图：第三封信的玩法，

是建立在第一、第二封信的基础之

上。此环节将数学巧妙融入其中，

让学生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中找出规

律，从而快速摆出自己的对联。这

是一个“创对联”的过程，为后续真

正的“创”进行铺垫。】

三、趣味升级，学生写对联

师：这样的课好不好玩？

生：好玩！

师：那好，下面我们来写对联。

月映和秋竹到野外玩，看见山羊

上山、水牛下水，于是开始吟联作对。

（出示课件）

月映：山羊

秋竹：_______

月映：_________

秋竹：水牛下水

月映：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秋竹：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映：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

秋竹：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映：清晨山羊上山，山碰山羊

角，山羊咆山羊跑，咩咩咩

秋竹：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创对联，根据时间，灵活

调整，教师指名回答并小结）

【设计意图：学习的过程是一个

成长的过程。学生学习对联，除了

会读会认会辨析，更重要的是再创

作的过程。本环节教师通过创设情

境，以填空补白的方式呈现，让学生

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自己的创作，增

强了写对联的信心。】

教学反思

现在回想起初设计这堂课的点

点滴滴，不禁感慨万分。

最初，课题定为“趣学对联”。

细细思量，又觉不妥。后来，一位教

授点拨我：你不是想培养孩子的兴

趣吗？在他们的世界里，“玩”占鳌

头。你为何不将“玩”字渗透于自己

的课堂中，让玩成为课堂的纽带？

一语惊醒梦中人，何不让学生动脑

动手“玩民俗”？

因为设计紧扣学生年龄特点，

又是以学生最热衷的行动——“玩”

为指南。果不其然，这一节课，从激

趣识对联到我们的重轴大戏——玩

对联，再到最后的实践运用——写

对联。学生们紧紧跟随我，从对对

联的一无所知，到最后的脱口而出，

让我发现，原来民俗与我们的生活

学习息息相关。

这节课为何能在短时间里激发

学生的兴趣？最关键的是，我和学

生的思维开放了，不再局限于过去

对民俗文化的低浅认识，而是将其

与生活打通，巧妙借助一个“玩”字，

唤醒了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与

激情。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宝

安区坪洲小学）

好课实录

趣“玩”对联

学习好比摘桃子，只有
让学生自己从枝头摘下,
才更有意义。 刘志永/绘

漫画课堂

□ 刘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