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教师总结
教师：这节课的目标完成得很好。 完成第一个学习目标时，同学们能够从课

外书上搜集到类似文章，让我觉得你们很会读书；第二个学习目标，同学们都能
从外观、颜色、结构、用途等方面介绍，还用上了列提纲、简笔画、做图表的方式来
充分展示，这些方法可以运用到以后的写作中。

但这一节课也有一些小问题，比如在展示的时候，同学们的评价不够及时。 这
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倾听力不够，希望这个问题在以后的课堂上有所改善。

重点表扬第一小组，小组活动时团队合作特别好，所以展示时很精彩。 第五
小组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改善自身问题，使得今天呈现的状态特别出色。

最后，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请同学们运用“从事物的几个方面来介绍事物”这
一方法，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介绍自己喜欢的物品”，题目自拟。

5. 反馈
以下是学生赵书飞写的文章，题目叫《圆圆》：
圆圆是一块可爱的小石头，是我最爱的一件物品。
椭圆形的形状显得十分可爱，摸起来万分的光滑，很舒服。放在手里冰冰凉凉，

非常清爽。如果把它放在脸上，那么，你此时此刻最想说的一个字，就是“爽”。
其实，我们仔细一看，它的内部还有一些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块玉呢！
爸爸的朋友将这块石头送给了他。他刚一回家就拿出来显摆。我缠着老爸，

非让他送给我。老爸坚持不住了，终于将这块石头送给了我。
我每天睡觉时都拿着它，让它陪我一起入睡。从那一刻起，这块石头就成了

我的宝贝。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西下池小学教师）

对本节课进行总结和评价

第五环节

介绍布偶鼠

介绍靠垫

给你一个拥抱

你的进步真大

展示
主持人： 刚才的小组活

动，同学们很投入也很热烈，
现在让我们进行第二个学习
目标的展示。

（两人合作，结合黑板上
的简笔画， 介绍自己手中的
布偶鼠。 ）

女生：一天放学，一个小
男孩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
发现垃圾堆上有一个脏兮兮
的布偶鼠。 他觉得虽然脏，但
还没有坏掉，扔了很可惜，拾
回家中洗了又洗， 终于成为
现在我手中这个可爱的布偶
鼠。

男生：虽然是捡到的，但
我很喜欢，你们瞧，它穿了灰
色的外衣， 系了一个黑色蝴
蝶结，看上去很帅气。 尤其是
这个大牙，看上去很搞笑！

女生： 这个布偶鼠摸着
软软的、绵绵的，抱起来很舒
服，我也很喜欢！

（两人合作，向大家介绍
手中的靠垫。 ）

男生 1：我先请大家猜一个
谜语：“置之脑后”， 打一生活用
品。

男生 2： 大家猜得不错，
就是靠垫。 我来给大家介绍
一下：这是一个正方形、淡绿
色的靠垫， 正中间是一个正
在享用美餐的小奶牛， 如同
孩子般露出灿烂的笑容 ，栩
栩如生。

男生 1：这个靠垫用途十
分广泛，不仅可以当做枕头，
还可以用来抱、靠，更有趣的
是， 它可以用来当玩具和出

气筒。 当自己心情不好时，可以随意地打来打去，它不仅不“哭”，还会对你
微笑，非常可爱。

男生 2：靠垫的形状很多，有圆形、长方形、三角形、心形，还有非常可
爱的卡通形状，比如大嘴猴、笨笨猪……

（你刚才的展示真棒，哥们儿给你一个拥抱！ 加油！ ）

第四环节

学生出示学习目标

小组讨论 商量如何展示 为展示做准备

展示文章《桂林山水》

展示绘本《一粒种子的旅行》

展示绘本《神奇校车：水的故事》

为自己的小组升级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实物配对”展示心爱物品

新校长：王玮
我 的 教 育 观 ： 抓 住 一 个 根

本———育人， 尊重两大规律———教
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让每
一个学生都同教师一起成长、发展，
一起享受教育，拥抱幸福。

我正在读的一本书：《教育的艺
术》。 书中选取了 10 位著名教育家
对教育理念的论述， 启发我们的思
考：什么是教育？ 什么是教育的适当
途径？

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如何面对现行教育考评体系的
压力，探寻一条适合学校发展的绿色办学之路；如何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快、更彻底地突
破传统办学思路的局限，使新课改工
作得以顺利、深入地进行。

新教师：冯义华
我的教学观：在教学中满足每一

位学生的需求，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有
所提高，有所收获。

我的课堂现状：按照“五步三查”
模式上好每一节课，让课堂上绝大部
分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中。

我的成长方式：边学习新课改理论边实践；从专家、
同事中汲取养分；听取学生评价、同事意见。

新学生：魏泽熙
我的新课堂学习感受： 高效课

堂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同
学之间互相帮助，让学习效率更高，
也让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发
展。

我的一次成功体验： 在一节语
文课上， 我们小组表演了一段情景
剧，结束后，台下响起了同学们热烈
的掌声。 我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我最关心的事情：希望在课堂上可以学到更多的知
识，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上人物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中学）

■课改人物志

■课堂现场 “实体化”教学模式是西下池小学“心课堂”的重要创新成果。本期将通过详细描述“介绍自己喜欢的物品”课
堂实录，向读者全方位展现“实物配对”课堂的过程与效果。

新课改理念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在
这种理念的指引下， 学生在课堂上的自主性增强了 ，
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课堂上， 教师除了组织正常的课堂教学以外 ，
更应该有目的 、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 、方法
和习惯。 教师的作用不应该局限于对学习内容的讲解
和重复 ，更应该引导学生展现学习方法 ，最终达到更
好的学习效果。

在教学中，个体学习与小组合作相辅相成 。 个体
学习的重点是掌握字词意思 、理解文章内涵 、解决基
本问题、记录疑难问题。 在小组合作中，更重要的是对
基础知识的检查、经验心得的交流、疑难问题的解决 ，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新的问题 ，然后在教师的组织和
引导下，共同解决。 解决好个体与小组的关系，学生与
教师的经验 、认识 、智慧在课堂上就可以最大程度共
享，得到充分的交流和提升。

教学即生活，教学应该与生活紧密相联 。 在课程
的角度，缺乏生活体验的学习只会是简单机械的知识
灌输 ，不能使学生形成有效的理解性学习 ；在教学的
角度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 ，引导学生到
生活中、自然中学习。 只有把学习和生活联系起来，学
习才能体现出人文价值和生命价值 ，课堂才能焕发出
更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课堂变得多姿多彩，这对教师的教
学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不能使学生全身心地
融入到学习中，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学习，这样的课堂教学
可以说是失败的。 良好的课堂教学应该是师生对话、生生
对话、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所有人都参与学习，所有人
都参与讨论，所有人都得到收获。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主动
融入到学生之中，通过与学生的交流，认识、了解学生，并
且找到适合学生的学习方式，启发他们的悟性，真正发挥
出教师的组织与引导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 ，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翁 ，教
育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健全人
格。 在课堂教学中，高效与智慧是共存的。 高效的课堂
会时时闪现智慧，智慧的课堂也会处处彰显高效 。 教
师应该作为一名充满智慧的引导者 ， 让课堂更加高
效，也让学生更加快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丁家小学）

■我 见

做高效课堂的智慧引导者
□ 杨洪越

□ 武伟伟
誗学习目标：

1. 重温课文《敦煌壁画》，探讨课文从哪些方面介绍敦煌壁画，并分享搜集到的类似文章。
2. 运用“从事物的几个方面来介绍事物”这一方法，向大家介绍自己心爱的物品。

誗环节设置：

1. 出示学习目标
教师：有请吕萌萌同学主持今天这节课。
主持人：同学们请看黑板，这是学习目标，看

看有没有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

2. 完成第一个学习目标
主持人：既然没有疑问，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个学习目标：复习《敦煌壁画》这篇课文，说说课文是

从哪几方面介绍敦煌壁画的，然后分享搜集到的类似文章，小组活动 3~5 分钟。
小组活动
小组活动时， 教师走进小组， 对小组成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你们在干什么？ ”“准备怎么展

示？ ”“需要我帮助吗？ ”

展示
主持人： 小组活动时

间到。 现在请同学们展示
各小组的学习成果。

学生 ：《桂林山水 》这
篇文章从水的清、静、绿和
山的奇、秀、险来介绍桂林
的美丽风景。

学生：《一粒种子的旅
行》这本书从种子的外观、
结构、 种类等几方面进行
介绍， 让我知道了种子的
传播方式。

学生 ：《神奇校车 ：水
的故事》 这本书介绍了水
的形态、形成过程及用途。
通过阅读， 我更全面更深
刻地了解了水。

教师： 以上是这几个
同学的展示， 也是他们的
理解。从学过的课文《桂林
山水》到课外阅读《一粒种
子的旅行》、《神奇校车：水
的故事 》，我们看到 ，原来
还有很多像《敦煌壁画》这
篇课文一样，运用“从几方
面介绍事物” 这样的写作
方法的文章或书籍， 我觉
得他们很会学习， 也很会
读书，真好！

教师： 在完成第一个
学习目标时， 胡毅园同学
终于突破自己， 勇敢地和
我们分享了《麋鹿》这篇课
文，而且表达非常流利，请
在评价台上为自己的小组
升级。

小组讨论

介绍小布熊

板书并画简笔画

3. 完成第二个学习目标
主持人 ：在刚才的环节 ，同学们对第一个学习目标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

展示很精彩，不过，我觉得精彩的同时，我们的评价还不够到位。 下一个学习目
标展示 ，我们要在评价方面有所改善 ，现在让我们来完成第二个学习目标 ，小
组活动 8~10 分钟。

小组活动
在小组活动时，教师走进小组，进行以下询问：
“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你们准备怎么做？ ”“需要我的帮助吗？ ”

第一环节 第二环节

第三环节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河北邢台，有一位老师，联合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家
长，让孩子退学，根据季节、时节来教育孩子。

他们认为，小学阶段的基础知识，用一年半左右的时
间就可以掌握。 他们把“节流”下来的时间，让孩子认识自
然、社会、生命，过上一种完整的童年生活。

依专业教育者来看， 这不是一批非常懂教育的人，但
是他们看到了教育的另一面，别无选择。

近日，网络上网友疯狂转载着一篇“摧垮三观”的小学
家长自述帖。 她写了三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是老师发给
她一份极为详尽的 PPT，对买什么样的本、笔、文具袋、文
件袋、舞蹈鞋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每一本书、每一个
本包什么样的皮，包多厚的皮，名字写在哪里，用什么方式
写也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她无奈地表示，自己用了 6 年，力图让女儿成为“她自
己”，让女儿意识到每个人的“独一无二”，却在入学一个月
就被学校统一要求，消解个性。 她的教育观逐渐崩溃。

这两个真实案例，形成的鲜明对比，引发我们的思考：
小学教育应该走向何处？ 是扼杀儿童的天性还是捍卫孩子
的童年？

我们经常说教育要有“爱”，教育是无条件的接纳。 现
在的学校教育要么是缺爱，要么是滥爱。 “滥爱”太多，就变
成了控制。 对“滥爱”的人，不让他们去爱儿童反而是一种
对儿童最好的爱。 因为他们是打着“爱”的旗号，去野蛮地
侵占、控制、支配儿童。 儿童无法成为“他自己”。

西下池小学在教育道德的拷问面前，选择了捍卫孩子
童年的道路。 他们尊重儿童的差异，呵护儿童的不一样，让
儿童自然、安全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成长。 我想，这种“无
害教育”是比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更难能可贵的慈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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