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与学好比是连体婴儿，师生是生命成
长的共同体，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一起展开
与绽放的过程。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
学生的服务者， 二者既是学习的共同体，也
是成长的共同体。

在传统课堂中， 无限放大了教师的教，
忽视了学生的学，从而导致“满堂灌”，剥夺
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这也正是课改要改的主
要方面。然而绝对的“去教师”主张同样走向
了极端，漠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也会使课堂教学进入误区。

事实上，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以课堂为渠
道交往互动的过程，教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是向导、导演和教练，而学生则是行者、主角
与运动员。

西下池小学实行的“实体化”教学模式
强调让学生通过感知来融入学习，强化学习
效果，注重学生的体验感，重视学生心灵的
感受，这是“心课堂”教学的重要模式。

“实体化”教学模式不是简单地通过实体
进行教学，而是“心课堂”教学理念在教学实

务中的呈现。 它体现
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从课堂教学到教室布置， 从师生交流到文化
构建，都可以通过“实体化”教学来完成。换句
话说，“实体化”教学模式正是关注学生、关注
心灵、关注生命的“心课堂”的成果展示，挖掘
出它的内涵是破译“心课堂”密码的关键。

实物利于儿童认知
当代学习科学认为：智力中没有一样东

西不是源自感觉。
认知形成的基本过程是： 感觉———知

觉———概念。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应该依靠
具体的实物，使用感觉体验学习。所以，实物
对于儿童的认知形成非常重要。

在教学中，如果不让学生通过身体的感
官进行“实体化”体验，就很难产生感受、情
绪、意境、精神，而只能形成死记硬背的概
念，成为装载知识的容器。

基于对以上规律的认识，“心课堂”提出
“实体化”教学的理念。

“实体化” 教学就是让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找到与概念和现象相对应的实物或情景，
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的感觉与动手
操作，进而上升到心理感受，从而形成对事
物的认识。

例如 ，在作文课上 ，教师会让学生运
用 “从事物的几个方面来介绍事物 ”的方
法，介绍、展示、分享自己的实物。 学生们

带来的物品各具特色 ，种类繁多 ，比如不
起眼的石头、土豆、枕头，自己搜集来的小
玩偶、树叶、孔明锁 ，以及各式各样的笔 、
握力棒等。

教师介绍，学生们在这个环节的展示让
人惊叹，不仅很好地运用了说明文的写作方
法， 而且在介绍物品的过程中运用了举例
子、列表格等说明方法，甚至有同学使用简
笔画进行介绍。

从儿童认知的规律来看，实物配对的教
学方式适用于基础教育的各个学科。 “实体
化”教学的方法和途径是实物配对，“实体化”
教学的高级目标是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

构建生本生态教室
西下池小学一直努力为孩子创造生态

化的学习环境。
教室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形

成学生良好品质、健全人格的重要环境。“心
课堂”将生态文化引入教室，把打造生态化
教室，作为课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教室有三个基本元素：色彩、环境、
引入经典。

1. 色彩。 “心课堂”改变了传统教室布
置千篇一律的炫目的白色， 代之以柔和的

麦芽黄或象牙白。根据心理学的观点，这两
种颜色不仅赏心悦目， 而且有助于情绪的
稳定。

2. 环境。 学校的教室布置突出“学生文
化”。学生们的作品、制作和作业都成为教室
文化的主要内容。 “我是小画家”、“心灵手
巧”、“秀秀我自己”等板块，从不同方面展示
了学生的个性与才艺。各班教室里都摆有花
草，让教室充满生机和情趣，同时也传递着
人与自然的和谐， 表达着孩子们对自然、对
生命的热爱。

3. 引入经典。 学校将名画搬进教室，
利用寒暑假开展“名画认领活动”，让每个
学生认领几幅中外名画 。 在认领的过程
中， 学生自然地了解到名画的作者生平、
作品背景、作品内容、画家风格等知识。 此
外，学校还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为名曲欣赏
和名著阅读时间，通过“空中课堂”、“读书
沙龙”等多种形式，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
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

从模式向生态转型
西下池小学“心课堂”的形成，经历了三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对杜郎口模式的改造，确

立“五环三导”的课堂教学模式。“五环”即自
学、互学、群学、展学、用学；“三导”即导引、
导学、导练。

第二个阶段，是爱、自由、规则、平等等
“心教育”元素的植入，诞生了“心课堂”文
化。 在此大背景下， 全体教师结合校情、教
情、学情，创造了适合不同学科、不同课型、
不同课时的七彩课堂模式。

第三个阶段，在“心课堂”文化的浸润
下，教师们创造出一个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课堂。从此，课堂完成由共性向个性的转型，
教师完成由成熟向风格的渐变，“心课堂”的
课堂生态也逐渐形成。

西下池小学的“心课堂”不是简单的课堂
教学模式，而是一种教改思想和课堂文化。在
“构建生命成长的共同体” 的核心理念统领
下，学校对课堂关系、课堂规则、学习方式、课
堂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理念，有
实践，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心课堂”文化
体系，成为“心教育”思想的有力支撑。

“心课堂”不是单纯地追求课堂的高效，
而是通过师生关系、课堂形式、学习方式的
根本转变，改善师生的生命状态，转变师生
的成长方式，变革学校的发展模式，让每个
生命在课改中都精彩地绽放。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副
局长、西下池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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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创新成果（四）
“心课堂”是西下池小学师生共同创造的课堂形态，是“心教育”理念的有机组

成部分。 “心课堂”以“心”为核心，通过课堂规则和教学方式的创新，成功地实现了
三次跨越：模式的建构———文化的创生———生态的形成，在吸纳众长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了鲜明的校本特色。 本期将通过对“心课堂”“安全”、“自由”、“去评价”的课
堂规则和“实体化”教学模式的详细解读，来破译“心课堂”的密码，从而更深入地了
解西下池小学在课改道路上的创新成果。

创新点一：“安全、自由、去评价”的规则文化

□ 李艳丽

“心课堂”关注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心
情。

学生在课堂上的心情如何， 直接影响
到学习的效果。因此，让学生在课堂上拥有
一份美好的心情至关重要。

如果说， 课堂教学是师生心心相印的
活动，那么心情就是沟通心与心的桥梁。

心理安全则课堂安全
“心教育”认为：一只颤抖的手，无论如

何写不出工整的字迹。同样，一个对课堂产
生畏惧心理的学生， 也不可能专注地投入
到课堂学习中。因此，西下池小学强调的课
堂心理环境首先是安全。

安全是什么？ 安全是学生的一种可信
赖、可依靠、可安心的感觉。当学生把教师、
同学看成自己的家人， 把自己当作班级的
主人时；当学生对生活环境、相处对象不再
产生畏惧与逃避，并愿意融入其中时，他的
安全感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心课堂”严禁控制、训斥、讽刺、挖苦、
体罚，倡导学生“四不怕”：一不怕老师，因
为老师是亲人；二不怕同学，因为同学是伙
伴；三不怕教室，因为教室是第二个家；四

不怕学习， 因为学习就是生活———是与老
师同学一起度过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规则下享受自由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每

个学生的情商、智商以及性格、体质、心理
等方面也各有差异。

教育就是要承认差异、张扬个性。 西下
池小学的课堂教学从来不追求“齐步走”，而
是最大限度地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让他们
在课堂上各有所得，各有发展。 同样，“心课
堂”追求的课堂氛围，也是像茶馆般的放松
与自由。在课堂上，除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学
会倾听”、“学会等待”、“不打扰别人”等规则
外，没有其他“清规戒律”。 学生可以不举手
就发言，可以在教室里吃东西，也可以趴在
桌上休息。总之，“心课堂”的理念就是：在规
则下享受最大的自由。

传统的课堂被教师主宰与控制， 泯灭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更有可能扭曲个性与
人格。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心课堂”强调“三

个大于”：努力大于成绩，学校从不以成绩
评判学生优劣， 而是更注重是否努力或努
力的程度；方法大于努力，最有价值的知识
是关于学习方法的知识，方法就是窍门，找
到“门”才能开“窍”；兴趣大于方法，完成任
何事情都有很多方法， 但最好的方法都不
如对这件事本身产生的兴趣。

教育不是加工与塑造， 而应该关注生
长与成熟。 加工与塑造，强调外在力量；生
长与成熟，重视内在修为。学生在教师的帮
助下，学习生存本领，获得生活智慧，体验
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这是西下池小学的
学习观。

这样的学习观影响着学校的课堂文
化：课堂不以完成教学目标为重点，而以学
生生命发展为根本； 学生的学习成绩固然
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品质的培养与学
习能力的形成。教师们坚信：每个学生都有
成功的渴望，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能，每
个学生都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走向成功。

“心课堂”的教学现场，可以汹涌澎湃，
可以波澜不惊，可以紧锣密鼓，也可以闲庭

信步。 但是，有一些关键特征不会改变：真
实 、灵动 、尊重 、自由 、个性……这也正是
“心课堂”的核心所在。

课堂主张“去评价”
课堂评价应该如何进行？ 在传统课堂

中，评价不可或缺，有人甚至认为，评价是
课堂质量的标尺。 但是传统课堂的评价往
往表现为对学生下定论，教师经常会简单、
直接地肯定或否定学生， 而不是引导学生
思考，帮助学生找到思考问题的方法。

“心课堂” 与传统课堂的做法截然不
同。 “心课堂”强调真切地关注、珍惜、呵护
每一个学生。 学生个体在每节课上的智慧
得以延展和升华， 教师也在驾驭新鲜而灵
动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得到自我提高、 自我
完善与自我实现。

所以，“心课堂”主张“去评价”———尽
量不评价是与非、对与错，而要求教师针对
学生的答案，提供自己的看法。他们通用的
表达句式是：“这是你的认识， 你看老师这
样认识怎么样？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轻
易用下结论的方式去否定学生， 不让学生
受到负面评价的伤害。

课题 孤独之旅 课型 预习展示课 班级 神木五中初三（1）班

执教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皇城一中 姓 名 葛小丽 时间 2012·7·11

课堂流程 环节 具 体 内 容 学法指导 课堂实录与反思

二
自主学习
（30 分钟）

（独学 20 分钟，对学 5
分钟，群学 5 分钟）

2. 温故能知新
（3 分钟）

1. 回顾梳理小说三要素知识，完成知识树。

2. 结合《草房子》原著提示，
猜读文章内容：

A.少男少女毫无瑕疵的纯情。
B.不幸少年与命运相拼的悲怆与优雅。
C.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
D.残疾男孩儿对尊严的执着与坚守。

小组合作热身，边讨
论边完成巩固性任
务，代表展示。
进一步明确小组合
作与展示方式。

1. “环境”是学生理解的难点，教师以听
课现场的自然环境与活动背景举例进行
点拨，帮助理解。
2. 各组合作完成知识树， 派代表进行展
示示范，教师及时对小组作出评价，确立
小组“合作—展示—评价”流程。 各组参
与热情立刻被点燃。

3. 预习全方位
（17 分钟）

◆认真阅读课文，结合“预习指导”进行自主预习：
1. 标注各自然段序号。
2. 细读全文，了解文章主要内容和特点：用○圈注你想要积累的词语（特别要突出成语积累），用 画出
你喜欢的语句和段落，在自己认为有价值、有启发、有规律性的词句处做适当标记和简要批注。
3. 跳读全文，理顺情节，根据以下提示之一或自己的发现画出全文的结构示意简图。

词语确定：可以是时间推进、地点转换、心理变化、人物成长、主题深化等。
形式选择：框架式、表格式、箭头式、图画式、知识树。

4. 选读课文，针对重点细节和你感兴趣的内容，读出观点和发现，或读出问题和质疑，列出关键词，梳理材
料、思路和语言，做好表述准备。
根据第 自然段，我的发现（或问题）是：

深入字里行间，领悟
语言的意蕴。

养成一边读书一边
圈点批注的习惯。

善于思考发现，总结
规律，形成独特的阅
读个性。

根据观察，结构示意图貌似难点，教师顺
势板书示范，学生受启发产生大量创意：
①惧怕孤独—面对孤独—战胜孤独。
②油麻地—芦苇荡—芦苇深处—暴风雨。

4. 交流面对面
（4 分钟）

◆伙伴互助交流：
1. 交流预习记录，用红色笔圈点订正，补充完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2. 把你最喜欢的语句或段落有情有味地读给伙伴听，并说明你喜欢的原因。

（温馨提示：语句鉴赏关键词———词语、手法、内容、作用、读者感受。 ）
3. 共同思考：喜欢小说现在的题目《孤独之旅》吗？为什么？如果你们是这部作品的作者，你们可能会给它取
什么名？

明确语言鉴赏的角
度和方法。
关注题目 、 着眼整
体、把握文眼。

互相补充很到位，交流也很具体。 词句积
累赏析基本达成目标。
精彩题目：《成长之旅》、《鸭？ 蛋！ 》、《从大
红门到芦苇荡》、《前行的少年》、《孤独走
向坚强》。

5. 成果发布会
（6 分钟）

◆小组合作学习：
1. 展示“文章结构示意图”，各自讲述设计依据，整合出最优设计。
2. 各组合作阐述所拟课文标题和理由，确定最佳标题。
3. 观点我来谈，问题你来答。全体发言，谈发现要有理有据，提问题要恰当而具启发性，组内交流解决。各组
提交有价值、感兴趣但独立解决不了的话题。
4. 人员合理分工，选择展示内容，设计展示形式，进行展示准备。

展示内容：词语———语句———结构图———拟题目———问题或发现（任选突出的 2~3 种）。
5. 组长根据组员表现，结合大家意见，完成自学评价表并反馈汇报。

充分关注人员分工
及发言质量。

指导小组明确分工体系：主持 、记录 、评
价、发言、指导各尽其责，并适时调整；确
定发言流程，保证了交流的有效性。
小组成员都自信地展示了预习内容，所有
学生参与讨论并整合出小组最佳方案 。
气氛热烈，效果良好。

20 新课堂“三要素”“五环节”导学案模板应用示范

喜欢角度各不相同，积累丰富多彩。 学生实例：黄昏，
船舱里的小泥炉，飘起第一缕炊烟，它是这里的唯一
的炊烟。 炊烟是家的象征，“第一缕”和“唯一”表现出
这里人烟稀少，荒凉遥远。 反衬父子孤独感。
相信，你一定有独特的发现和突出的创造力，请把你
的“结构图”画到下面：

（接 19 期初中语文导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