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巡课，走进 1113 班教室，看到学生正沉浸
在独学中 ， 宁静 、 温暖的感觉让我的心情非常愉
悦。 环视教室，却没发现任何教师。 俯下身问旁边
的一名学生：“同学，你们的老师呢 ？ ”学生抬起头
回答：“今天没有老师。 ”原来，这是一节“自驾课”，
于是我决定留在教室，听完这节课。

教室的黑板上，写着以下内容：
期中复习（自驾课）
知识网络：
实数：①平方根 、立方根 ②实数的分类 ③平

面直角坐标系
函数 ： ①概念 ②表示法 ③一次函数的图像

与性质
全等三角形 ：①性质与判定 ②直角三角形的

性质与判定 ③勾股定理
学生独学结束后，开始了对学和展示环节。

共同体对学环节

在一个共同体中 ，首先完成独学的学生 ，自觉
地开始板书，其他学生继续独学 ，进行板书的学生
不断替换，逐渐过渡到了共同体板书阶段。 另外两
个共同体的学生在进行对学 。 各组的板书与对学
都井然有序，全体学生认真投入 ，两位主持人在各
组巡查，并记录问题、收集资源。

以下是第 3 组 B 共同体对学的部分内容：
C 同学 ：我不会做第 15 题 ，好像以前会 ，现在

又不会了。
15. 函数 y=kx+k+2 与 y=-kx 在同一坐标系内

的图像大致是（ ）
（图略）
学生 A：你看 ，你就先假设 k 是负数 ，-k 就是

正数，那么 y=-kx 的图像就是过原点的“一撇”，而
y=kx+k+2 的图像就是 “一捺”，4 个选项里没有一
个符合要求，所以 k 肯定是正数 。 如果 k 是正数 ，
那么 y=kx+k+2 就会经过一、二、三象限，而 y=-kx
就会经过二、四象限，所以答案是 B 选项。

学生 C：如果 k=-1 呢？
学生 A 同学：k=-1 只是一个特例。
学生 B：他的意思是，如果 k=-1，那么 B 选项

就错了。
学生 A：哦 ，如果 k=-1，就没有正确的选项

了。我已经讲了，如果 k 是负数就没有答案，所以 k
不可能是负数，只有 k 是正数时才有正确的答案。

学生 C：明白了，问题解决了。
解读 ：“自驾课”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学校将 9

人群学改为“ABC共同体”对学，使课堂更加有序，
便于主持人观察、组织，有效地减少了学生在对
学、群学时游离课堂的概率。而且“ABC学习共同
体”避免了两人对学时，因为层次差异太大，相互
理解比较困难的弊端。学校将每个班分成 6个小
组，每个小组 9名学生，再分成 3个学习共同体，
每个共同体 3名学生。除初一新生外，共同体的 3
名学生均由同一小组的学生自由组合，原则是每
个共同体要保证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带头人，以便
在对学时互相帮扶。每节课，教师会确定一个共同
体负责板书，同时也要根据课堂的实际进度进行
调整。先完成独学的，先进行板书环节，逐渐过渡
到指定的共同体负责板书。指定共同体板书一方
面是为了展现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成果，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保证其他共同体的对学效果。

展示提升环节

完成对学后，各小组陆续进入小展示环节。 这
时，两位主持人走进各小组，观察板书 ，聆听讲解 ，
并把对学时发现的问题向各组反馈 ，适时追问 、引
导。 以下是第 6 组组内小展示的部分内容：

如图 （图略 ）， 在四边形 ABCD 中 ，AC 平分

∠BAD，过 C 作 CE⊥AB 于 E，并且 AE= 1
2 （AB+

AD），则∠ABC+∠ADC= 。
学生 C： 我 们 先 看 第 一 个 条 件 ： “AC 平 分

∠BAD”， 所以 AC 为角平分线， 看到角平分线你
可以想到什么呢？

全组：角平分线到角两边的距离相等。
学生 C：所以我们过 C 点作 CF 垂直于 AD 的

延长线于 F 点 。 再看第二个条件 ：“AE= 1
2 （AB+

AD）”，因为 AE=AF……
学生 B：你是怎么知道 AE=AF 的？
学生 C：通过证明△AFC≌△AEC……

学生 C：因为 AE= 1
2 （AB+AD），所以 DF=BE。

学生 B：请你讲清楚为什么 DF=BE。
学生 C：（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
学生 B：这里是因为……
学生 A：通过这道题 ，我们不仅复习了角平分

线的性质、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等知识 ，更重
要的是 ， 我们明白了在证明线段之间的等量关系
时，经常用到“割补法”作辅助线 ，也就是延长较短
的线段或分割较长的线段。

……
各组陆续完成小展示 。 先完成小展示的小组

先回到座位做“综合提升”。 小展示全部完成后，主
持人组织全班集中到黑板前 。 各组自由展示本组
的学习成果，提出疑问，互相答疑。 一题多解、规律
小结等拓展延伸的知识 ， 将课堂气氛推向一个又
一个高潮。

主持人 ：为了检测大家的学习效果 ，请大家当
堂练习黑板上这道题 。 请以下 3 位同学到黑板前
进行板演。

3 位学生同时板演 ， 其他学生补充在导学案
上，很快完成了板演。 主持人组织全班学生检查了
他们的板演，全部正确 ，主持人鼓掌祝贺 。 板演的
学生回到座位 ，梳理知识点 ，建构知识网络 ，理清
学习思路。 主持人巡视全班 ，引导部分学生建构 、
完善知识网络，再引导全班学生采用列表 、画知识
树等不同的形式，整理知识。

在整节课的学习过程中 ， 主持人除了组织流
程 、引导 、追问 、质疑 、补充外 ，还对每个组学生的
表现，进行了全面评价。

解读：培训好主持人，是开展“自驾课”的前提
条件。学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课堂主持人培训方
法。从课堂主持人的意义与作用，到培训主持人的
内容、方式，到主持人的主持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说
明与描述。学校要求每个班每个学科一次有两个主
持人，一个月轮换一次，不同学科的主持人不得重
复。这样，全班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担任主持人。3
年的学习时间，每名学生至少能当半年以上的主持
人。这些经历对学生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将会为他
们将来的工作与生活，提供巨大的帮助。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课程开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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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chievement
高效课堂创新成果评选

课堂概念创新成果 导学案创新成果 小组合作创新成果 课堂评价创新成果 课堂信息化创新成果……

从经验走向理性 从草根走向专业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
【申报咨询】010-82296727 15901226652/15811047156
【申报邮箱】kegaizhoukan@163.com（请注明创新成果评选）

【评选说明】
1. 学校具有不少于 3 年的
课堂教学改革经验。
2. 在高效课堂建设中研究
出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3. 创新成果在教学实践中
取得良好的效果。

【推选规则】
1. 申报形式：学校自荐、编辑发现、专家推荐。
2. 资料核实 ：经评审活动办公室审核 ，申报材料合格的学
校进入候选名单， 并在 《现代课堂周刊》“高效课堂创新成
果”选题中展示。
3. 评审流程 ：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 ，根据学校申报的材
料、创新成果的价值、创新成果的科学性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 （10 月~12 月 ），同步进
行候选学校创新成果展示。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 （2013 年 1 月）
第三阶段 ：获奖学校创新成果发布 ，举行颁奖典
礼。 （2013 年 4 月）

你的课堂成果
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

寻找不一样的创新成果类型

■我 见

课改应从师范生开始
□ 王勇刚

新校长：张同祥
我的教育观：聆听生命成长，

为实现孩子的梦想而努力创新。
我在研究的问题： 研究体验

式学习方法， 研究生态共生的绿
色校园文化策略。

我在读的一本书：《教育生态
管理》。 该书从生态学角度，审视
日常教育管理中的种种活动和现
象 ，系统阐述了如何进行教育生态管理 ，并列举了
许多实践教育生态管理的案例和方法。

新教师：胡晓荣
我的教育观 ：让学生用 “教 ”

的方式学习 。 在新课堂中 ，教学
相长，其乐无穷。

我的课堂现状 ：开展 “学教
互助 、生态生本 ”的 “四步三查 ”
模式 ， 以小组合作为主要形式 ，
学教互助 ，集体汇报 、展示学习
成果。 学生充分发挥合作学习小
组的优势 ，让每个成员都参与其
中。 在高效课堂上，学生自信、积极、阳光，充满学习
的热情。

我的成长方式：在实践中学习，从方法中寻找方
法，从问题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力争达到 “每天
进步一点点”的目标。

新学生：张瑾炫
我的新课堂学习感受 ：通过

小组讨论 ，我可以在课堂中学到
很多知识 ，这种方式既轻松又有
效 ，我的各科成绩都有了大幅度
提升。

我的一次成功体验 ：在一节
英语课上 ，我发言积极 ，问题回
答正确 ， 同学和老师都惊叹不
已，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关心的事情： 我希望我的成绩可以更上一层
楼，同时，希望全班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更加开心 ，更
加快乐！
（以上人物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小学）

《中国教师报》第 446 期报道了江苏省盐城师范
学院的师范生培养模式。此文让我倍受启发，这种与
教育一线无缝对接的师范生培养办法在新课改的背
景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如今，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十余年，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 要改的基本都开
始改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剩下的都是一些未解决
的瓶颈问题。 当然，整体来看，很多改革还存在不少
问题。

很多学校的课改由 “穿新鞋走老路 ”变成了 “形
改神不改 ”：小组学习流于形式 ，并没有真正发挥合
作讨论的作用； 导学案大多是过去高考题或练习册
的翻版 ；小组展示成了没有效果的 “表演 ”；很多教
师还是按部就班、 人云亦云； 对学生的评价不够具
体 ，不够到位……

课改中出现的这些现象，不只是操作上的问题，
更是教师思维和认识层面上的问题。 很多教师并没
有真正理解课改的本质， 于是以往经验式的教学限
制了新课改下这种探究式教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下，
反思课程改革就应当成为每一个教师和师范生的必
修课。

反思课程改革，就要明白课程改革是在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课改是素质教育的
要求 ，没有固定模式 ，更不是简单盲目地 “拼桌子 、
组小组 ”。 课改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 “万
花筒 ”， 它涉及到教育 ， 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各个方
面。 课改要有所进展， 教学的各个方面都要有所作
为。

首先，课改不仅是对课程本身的改革，更是对课
堂教学的改革， 课堂教学的改革应该是课改的主要
方面。 它涉及学习方式、 教学评价、 课程内容的整
合 、开发、拓展等。 其次，学校和班级的文化建设，学
生和教师习惯的培养，校本课程的研发，师生社会实
践和参与能力的提高等，都要符合新课标的要求。

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借鉴各种先进的教育思想，
需要专家引领，需要教师用心去体验和感悟。 因此，
课堂生活化是必要的。教师应该让学生感悟社会、体
验生活， 不能将学习局限于课堂和课本本身的知识
与展示。 课堂需要展示，但课堂展示只是基础性的，
更应该让学生学会立足于社会舞台的大展示， 从而
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这才是课堂展示的最终目
的。

课改表面是对教育现状的改变， 其更深层的理
念是对人思想的改变。 课改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和课外文化生活，让学生学会学习，懂得体验与感
悟，培养人文修养和社会实践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 同时，课改也是对教师，尤其是对其思想
观念的改变。 课改要有进展，教师是关键，没有新课
改理念的教师不会有意识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
观念或理念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
过程，专业化除了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外，更要有先
进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实践。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课改的落脚点就是对教师
专业化水平的培养， 而教师专业化水平的培养需要
从师范生开始。新课改下倡导教育家办学，师范生是
未来的一线教师，他们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
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要做到这些，就需
要在学习理论的同时 ，不断深入课堂观摩 、交流 、学
习，并在平时总结经验，以便实现与一线基础教育的
无缝对接。 由此可见，课改也应从师范生开始。

总之，课改要使教育达到它最终的状态，而不是
回到最初的状态。怎样完成这个目标？积极探索是关
键。从目前高校师范教育的实践来看，教师开始更多
地注重对学生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培养， 多数课程都
划分学习小组，学生有大量的讨论时间和展示机会。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课改的思维和理念正在向师范
教育的课堂中渗透。

（作者单位系陕西师范大学）

学生的“自驾课”
□ 詹艳平

没有教师，一切都由学生自己主导，这就是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的“自驾课”。在这样的课堂上，最大化地利用好学生是重中之重。学
生怎么学？ 学习效果如何？ 课堂气氛怎样？ 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听一节景弘中学的“自驾课”。

■课堂现场

知道湖南省株州市景弘中学开始课改，还是在前年的课博会上。 当时，景弘中学的校长苏志宏向
本报编辑部主任李炳亭发出了到学校讲座的邀请函。 时隔两年，当李炳亭再次受邀出席景弘中学的课
改研讨会后，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景弘中学发展得很好！ ”

景弘中学有什么发展？ 当我看到学校汇编的材料 ，惊讶的同时 ，也敬佩他们坚韧 、沉静的研究态
度，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

学生“拼学”，教师“拼教”，没有教师的“自驾课”……景弘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已经具备了 “第三
代课改”的标志———最大限度地去教师主导。

从本期周刊对景弘中学高效课堂创新点的挖掘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景弘中学的课改文化， 即自
主、合作、探究的文化。 “拼”即合作，像“拼车”、“拼餐”一样，多人组合；“自驾”于去教师主导的意义在
于学生的充分自主，让“无师课堂”变为可能；而“自驾”于学生自主的意义又在于合作与探究基础之上
的自主，因为没有合作与探究的自主是虚假自主。 这就是景弘中学的课改文化元素。

剖析景弘中学的课改文化元素，实际是在回答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创新与回归的内在联系。
创新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复杂的装璜工程，而是更坚定地回归教育教学本质。 景弘中学无论如何

创新，它的课改文化揭示了它的课堂创新并没有脱离浓缩课程改革的“自主、合作、探究”6 字精髓。
万变不离其宗，创新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是更接近理性的探索。 本刊策划“高效课堂创新成果评

选”活动的本意便是要传达这样的理念。
两年的时间，一所学校的课堂能有多大变化？ 教师对教学的认识能有多少进步？ 景弘中学给出了

参考答案。
那些正在遭遇瓶颈和想到放弃的课改人啊 ，在你们想调头返回的时候 ，请再坚持一下 ，也许再往

前走一步，就能凿开堵在困难面前的巨石。

学生主持“自驾课”，向全班同学讲解课程重点。 欧阳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