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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诗教学：在对比中创建关联
□ 陆一思

统编语文教材大幅度增加了古

诗文的数量。因此，探究古诗组诗教

学，使学生思考古诗关联，调取古诗

经验，融通不同时代诗词意境与情

感，获得文化浸润，成了一线教师紧

迫而重要的任务。

圈画诗词景物，启发学生想象。

古诗词具有丰富的画面感。组诗教

学拓展了古诗教学的空间，丰富了古

诗教学的内涵。课堂上，教师可遵循

“诗是有声画，画是有形诗”这一理

念，充分挖掘几首诗词中的景物，利

用古诗词的画面，创设与古诗词内容

相符合的场景，诗画结合，启发学生

想象。

以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村居》

《咏柳》这两首以“春天”为题材的古

诗学习为例，基于教材要求——想象

画面，说说诗句中春天的美景。教师

设计图画式古诗教学，尝试在扫清字

词障碍、正确吟诵的基础上，让学生

圈出两首诗的景物——“组景”，再组

合性地画出一幅图：嫩嫩的小草，自

由的黄莺，生长着杨柳的河堤，放纸

鸢的儿童，春风吹拂着的柳树，柔软

的柳条……画纸上学生会涂上充满

生机的颜色。接着，教师可以让学生

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春天的画。交

流时，学生脑海中便有了春天的画

面，春天的美景扑面而来。虽然二年

级学生不要求体会感情，但是也能够

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一颗喜爱古诗、热

爱春天的种子。

“圈画诗词景物”挖掘了不同古

诗中的相似之景，为学生创造了入画

入境的条件。学生在吟诵、圈画的过

程中，直观地看到景色，想象画面，降

低了学古诗的难度。

串联儿童形象，构建场景关

联。如果单首诗是独唱，组诗就是

合唱。教材采用组诗的形式编排古

诗，四年级下册第一课将《宿新市徐

公店》《清平乐·村居》两首以“乡村”

为主题的古诗编排在一起。《宿新市

徐公店》中的儿童是天真烂漫的形

象，用眼睛捕捉到了春天的黄蝶，他

徜徉在油菜花之间，跳跃着追赶蝴

蝶，而与其说是他单方面在抓蝴蝶，

倒不如说是和蝴蝶一起玩起了捉迷

藏，黄色的蝴蝶飞入黄色的菜花，浑

然天成，难分东西。《清平乐·村居》

儿童的形象多样，勤快顽皮。大儿

子于溪水之东，勤劳地为豆锄草，清

风扑面而来。二儿子在门前的小院

子里，心灵手巧地编织着鸡笼。而

小儿子调皮，在溪头卧剥莲蓬。放

眼望去，他还时不时地品尝几颗，时

而打着滚剥，时而看看太阳。

说到古诗中的儿童形象，学生

便会调动自己已有的经验，想到学

过的诗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

樾”……此时，教师可进一步引发学

生思考：“你们发现这些诗句中的儿

童有怎样的特点？”说一说这些儿童

的形象，让学生经历情感体验，帮助

学生在串联儿童形象的基础上，通

过想象构建场景关联，理解作者的

思想感情。串联两首诗中的儿童形

象，再组合更多的儿童诗，学生脑海

中便构建了古诗中儿童嬉闹的各种

场景。

挖掘内在共性，促进深层理解。

教师应基于学生的学段特点和认知

发展水平，找准教学目标。二年级学

生识字量不大，还需要花重墨克服字

词难关。以二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古

诗二首》中的《夜宿山寺》为例，不妨

关联其余诗词，挖掘诗词共性，促进

学生深层次理解。

《夜宿山寺》中，“宿”是一个四会

字，此时教师可带领学生挖掘含有

“宿”字的古诗词标题，出示多个标题

《宿新市徐公店》《宿建德江》《夜宿山

寺》《宿翠微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等；再将“宿”字标红，将其余有难度

的字标上拼音。学生在浏览这些标

题时都会注意到该字，加深了对字的

理解。

《夜宿山寺》诗眼是“高”，学生需

要通过“山寺之高”体会诗人的夸张

写法。而杭州的学生多数去过灵隐

寺，灵隐寺并不高，这样的初始印象

使学生对“山寺之高”的理解出现偏

差。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可以

通过组诗挖掘山寺的共同之处，再体

会“山寺之高”。首先出示“山寺”图

片，该组图片山寺均出现在高山之

巅，如此便更直观地将“高”植入学生

的心灵，为之后教“手可摘星辰”做铺

垫。接着在图片之上出示“山寺逢晚

秋”“山寺绿无尘”“山寺桃花始盛开”

这几句诗，学生对“山寺”便有了更全

面的了解。

有成就的大诗人，创作时都有自

己独特的风格，但也有内在共性，教学

时，教师可将这些有共性的诗句呈现

给学生，使其通过互相比照充分挖掘

这种共性，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钱塘

区景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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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学科学新课程标准对教学

的要求，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以培养学

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基础性课程，小学

科学课程把探究作为学生学习科学的

主要方式。学生要在探究过程中建构

科学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

度。科学探究是重要的社会实践活

动。小学阶段科学概念的建构强调从

学生熟悉的日常生活实际出发，让探究

活动与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相联系，让生

活中的问题作为科学课堂的路标，让自

主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因此，在《声音的产生》这节课中，

我以小组合作自主探究为主，分为两个

活动，让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实验、观

察、交流，经历科学有规律的探究与发

现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探究真理的成就

感。本着这样的教学理念，一方面课前

我精心准备小组活动时需要的实验器

材，另一方面准备在教学过程中的补充

拓展资料，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实验

探究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角度来感受、

探究声音的产生。在整节课中，让学生

经历质疑思考—合作探究—拓展运用

三个循序渐进的重要进阶学习环节，让

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建构科学概念，掌握

科学探究方法，培养科学态度。

在学习本节课内容前，四年级学生

对声音都有一定的了解，有着不同的生

活经验，对声音有着直观感受，但对声

音的思考并不深入，也不知道如何去探

究声音中的奥秘。因此，在情境导入

时，我让学生欣赏美妙的演奏会，从熟

悉的乐器场景出发，从听觉上激起思

考，从视觉上拓展对产生声音物体多样

性的认识，从而引起对声音的质疑提

问，对产生不同美妙声音的乐器引发兴

趣，激起探究愿望。但在欣赏完演奏会

后，学生对问题的探讨并不全面，当我

问：“对于这样美妙的声音你想提出什

么问题”时，并没有学生迅速举手，是否

应该追问一句“看到这么多的乐器你有

什么感想”，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个科学实践过程分为两个科

学探索活动：第一个活动主要探究声音

产生的原因和物体产生声音的方法。

在这个环节中，做实验的设备选用的是

橡皮筋和小钢尺，考虑到为后面制作乐

器提供理论支撑，所以选择了一个软物

体和一个硬物体来研究声音产生的方

法，观察体会声音产生的现象。但在此

环节中学生虽然经历了声音产生的整

个过程，但没有产生对声音的制作的思

考。这在后面小结与拓展中没有反馈

出来，因此在探究活动中还需要优化教

师的引导。是否可以增加多个不同材

质的物体让学生去感受去发现，最后得

出结论？第二个活动就是用科学的实

验证明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建立学生科

学的思维方式。然后从学生熟悉的日

常生活实际出发，探究学生身边熟悉的

声音与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相联系，让学

生感受科学服务于生活。最后我用一

段吉他独奏的视频，引发学生对本节课

所学内容的学以致用，又引出了对下节

课内容的思考。

这个教学过程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思考后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构

思，发挥好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

一是在情境导入部分，适时添加

课前学生对声音的思考，让学生在课

前纸条上写出对于声音想提出哪些问

题，将导入环节展示在屏幕上，以拓展

学生的思维，然后再引出本节课的主

要研究内容。

二是探究活动结束后，适当提出为

什么用橡皮筋和小钢尺来研究声音产

生的方法。其他材质的物体，声音的产

生方法一样吗？也为后续相关声音的

学习做好思维铺垫。

三是在应用所学知识联系生活中

的声音举例时，举例可以用音频播放的

形式，提高学生对声音的研究兴趣，尤

其是课后学生可以把针对自己想要研

究却无从下手的生活实例拿到课堂上

来研究。

如果想让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有效

达成，还需要教师更多次的教学实践和

自我反思，实践后再改善。在科学教学

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设计实

验，关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严谨

的科学探究态度，不断提高学生对生活

中遇到问题的探究能力，这才是培养学

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小学）

科学课如何探究
□ 雷 彬

课堂策

如今，教育的改革有两个方面必

须引起重视，一个是教师的生存状态

和 生 存 追 求 ，一 个 是 教 师 的 课 堂

教学。

学校自 2018年建校伊始就进行

了观课议课的尝试。作为校长，我也

积极参与其中，与教师一起研究、一

起成长。4年来，我看到了课堂教学

的变化：师生互助、和谐共生；也感受

到了教师实实在在的收获与成长，如

专业素养的提升、自信心的提升、幸

福感的提升……

观课议课故事之一：

给执教教师的掌声

记得 2019 年下学期，二年级语

文教研组进行了一次观课议课研

讨，我全程参与了此次活动。执教

教师为上岗一年的年轻教师李晓

慧。议课伊始，李老师首先进行课

后反思，按照以前评课的惯性思维，

李老师反思了自己课堂上的缺点和

不足，请大家予以帮助和指导。随

后，议课小组的各位老师根据李晓

慧老师课堂上的不足和缺点开始一

一点评：“李老师，我觉得你这个环

节不太合适”“李老师，如果这一点

你要这样就好了”“李老师，课堂上

一定要学会关注全体孩子”等。整

个议课过程中，参与议课的教师都

站在高位去“点化”执教教师，李晓

慧老师也没有进行任何反驳，只是

不停记录着大家的“金玉良言”。

议课结束后，我进行点评，记得

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建议大家

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最辛

苦、功劳最大的李晓慧老师。因为观

课议课不是指责与非议，而是平等与

尊重的交流和共享。正因为有李老

师的辛苦付出，为大家提供了研讨的

平台，我们才有了共思、共进、共长的

机会。我们都是议课中的受益者，所

以应该从内心感谢李晓慧老师。”顿

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不经意

间发现，李晓慧老师此时眼中噙满泪

水……

观课议课故事之二：

“反问、追问”的魅力

一次，我作为主持人参与五年级

语文组的观课议课，执教的课例是

《游园不值》。以下是议课中的一个

片段记录：

（议课教师）康老师提问：您（指

执教教师）让学生把自己作为园中的

一个生命进行想象，感受春色满园，

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学生

入诗境呢？

（议课教师）孔老师提问：我也有

同感，您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执教教师）宋老师发言：因为孩

子与大人不同，他们天真、活泼、可

爱，让他们与大人一样静心品味古诗

的意韵之美比较难。所以从孩子的

实际出发……

（议课教师）孔老师质疑：但你有

没有发现，学生把自己想成小蜜蜂、

小花朵……在自己赞美时很羞涩，其

他同学也在哄笑，课堂氛围是很活

跃，但是不是破坏了诗的意境美呢？

（执教教师）宋老师发言：我不这

么认为。这首诗本不是写景，而是为

了表现生命热情奔放、不可遏制的活

力，让学生把自己想象成园中生命，

要求他们说一句最能体现自己美丽、

快乐心情的话，就是为了调动他们内

心那种奔放的活力。

（主持人）毛老师发言：孔老师，

如果你来上课，会怎么处理这一环

节呢？

（议课教师）孔老师发言：如果我

来上课，想采用“诗画”结合的方法引

学生入诗境。“满园春色很美，你能用

简笔画的方式画出来吗？”画的形式

比较新颖……

从以上片段中不难看出，教师议

课过程中反问、追问是必不可少的，

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追问、反

问，促使参与议课教师进行自我反思

和深度交流。在教师之间不停追问

和反问过程中，他们对课堂现象进行

深入剖析和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进而发现新问题。

观课议课故事之三：

化干戈为玉帛的惊喜

在实践观课议课过程中，我还

不时经历着观课议课带来的小惊

喜……

学校五年级数学组张老师和吴

老师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小事闹了矛

盾，学校经过多次协调、做工作都没

有效果。

去年他们组承办学校的观课议

课活动，张老师是执教教师。从刚开

始的选择议课主题，到后来的备课、

说课、上课、议课，全组教师同心协

力，一定要展现出五年级数学组的风

采。在研究过程中，吴老师也对张老

师帮助不遗余力。曾经有一次，为了

一个问题细节的探讨，两个人竟然研

究到了晚上十点钟。那次观课议课

观摩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校为

他们教研组庆功祝贺，更为教师之间

的团结、合作点赞。

活动之后，我惊喜地发现，两位

教师之间的隔阂竟然化解了，两个人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观课议课

更多时候成了一种调和剂，使教师之

间的关系变得协调、默契，我想这也

是一种幸福，也是观课议课的魅力

所在。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

悦城第一小学校长）

观课议课的三个故事
□ 毛广伟

近日，听了一堂初中数学课，也参

加了数学教研组的评课会。从这堂数

学课能看出这位年轻教师教学基本功

扎实，课堂设计、讲课的结构流程严谨

细密。他从例题着手，在让学生解题

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引导学生进行深

度分析与思考，帮助学生一步步找出

“易错点”和不同的解题思路，逐层上

升为概念化的数学方法。

这种课堂教学路径，由个别具

体到一般抽象，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任何学科的定理、原理、方法，

不是通过教师的灌输讲授让学生死

记硬背，然后去“套公式”就能真正

理解掌握的。练中学、做中学，当我

们在下水游泳的过程中，才能学会

游泳。课堂上，知识点的落实由学

生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的分析，以

及动手、动脑、动心的各种操练与反

思才能真正完成，这就是知识结构

化的过程。

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要引领和

帮助学生走完认知过程的“最后一

公里”。在不少课堂中，学生在做

完一系列听课、讨论、练习后，教师

常 会 急 着 帮 学 生 提 炼 、归 纳 、总

结。其实，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

的过程，最后的提炼、归纳、总结是

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知识结构化的

最重要一环。到了这一关键点，一

些教师总担心学生归纳总结不全，

会挂一漏万，甚至出错，常常将这

个活儿揽在手上。其实，教师不要

怕学生能力不够，会出错，因为训

练学生的提炼、归纳、概括、总结的

能力，就是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

力。一次不行试两次，两次不行推

三次，提炼归纳出错或总结概括不

全，是学生高阶认知与思维发展的

必经阶段……学生概念化的理性

思维能力就是在不断试错过程中

逐渐成熟的，这就是重要的学习素

养形成的路径。

这堂数学课，教师最后归纳总结

的思维导图清晰明了，帮学生梳理概

括了各种概念与方法。但如果这一

思维导图是由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在

生生、师生互动中由学生自主提炼总

结完成，哪怕没有教师做得那么精细

完美，但这一认知过程中的“最后一

跃”是学生自己建构完成的，那这堂

课就会变得更加完美。

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克制归纳

总结的“本能冲动”，引导学生走完他

们在课堂学习中最重要的认知环

节。学生由具象到抽象，由经验到概

念，由一个个散在面上的知识点到互

相关联的网状结构，由特殊的解题思

路到可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概念化方

法，这“最后一公里”的认知飞跃，也

是课堂中最重要、最有思维含量、最

具挑战的学习目标。

作为教师，我们要成为课堂“最

后一公里”学生的“助跑者”，而不是

一个“代跑者”。

（作者系上海西外外国语学校校长）

从“代跑者”到“助跑者”
□ 林 敏

抓课堂教学质量是学校的首要

任务和职责。经验证明，听课和分

析课是校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校

长能够深入课堂，才能了解教师的

课堂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基本素

养，以及学生的课堂表现情况等，有

效推动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引领

教师成长，促进学校发展。

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