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宜宾一中经过近几年的探索
和实践，提出了“环节教学”模式。环节教
学设计了不同的教学环节， 以导学案为
载体，引导学生落实每一个环节。在这个
过程中， 既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又注重他们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环节具有重要
的地位，一个成功的导入环节，能够活跃
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的
思维活动呈现出积极的状态， 让他们迅
速投入到寻求探索的课堂活动之中。 在
这个环节， 除了要灵活地选择不同的导
入方法，还应该注重体现学科特点，紧密
联系生活，用学生熟悉的物品、事物进行
导入，以便于启迪学生思维、顺利完成从
生活到学科、从实际到理论的过渡。教师
可以通过与学科相关的实物、故事、话题
等进行导入， 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能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心态。

学生自学。 在自学之前，教师要先通
过导学案，让学生明确学习的内容、方法、
时间、要求、范围等。 这样做能够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的效率。 长期坚持在自学时给学

生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导， 会有利于学生掌
握自学的方法，增强他们的自学能力。在自
学时，学生会按照教师的要求，进行积极的
阅读与思考，在独立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会
用笔勾画出重点知识，标记出自己的疑问，
并提出相关问题。这样一来，既能充分发挥
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真正体
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同时也能让教师发现
学生在学习中暴露出的问题， 在之后的点
拨中做到有的放失。 教师在学生自学的过
程中，要进行一定的督查，及时表扬和鼓励
那些自学速度快、效果好的学生，同时还要
给潜能生提供指导和帮助。

提问解答。学生完成自学后，课堂会
进行“学生提问、教师解答”的环节。这个
环节可以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暴露自学中
遇到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判
断、归类整理。 在提问时，教师要尽量照
顾潜能生。 提问潜能生既能解决基本问
题，又能找出那些需要教师引导、点拨的
问题。如果学生的提问不够深入，教师还
可以追加补充， 让后面的小组合作探究
环节更有意义和价值。

展示点拨。 学生会在小组组长的组
织带领下，开展合作学习。合作学习结束
后，各小组一一上台展示。展示的形式应
该多样化，根据内容选择合适的形式。展
示的过程中， 其他小组要及时进行纠错
与补充，教师最后还要进行点拨。

总结归纳。通过以上的环节，学生对
知识会拥有一些感性认识， 但这些认识
仍缺乏系统性、结论性的表述。教师应该
引导学生将课堂学习内容总结在导学案
上，并和其他人交流分享。通过总结归纳
的方式， 学生可以真正建构起对知识的
系统认识，也能提高归纳总结的能力。

针对训练。 针对训练一般为 3-5 个
典型习题，学生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
针对训练的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练习，
把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也是检测学生对这一知识的掌握情
况。在学生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走动巡
视，对个别学生加以指导，弥补前几环节
中的漏洞。而对于学生普遍出现的错误，
教师要高度重视，并及时点评。

回扣目标。 通过以上的方式逐一完成

各知识点的学习后，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时回扣教学目标有
更实际的意义， 学生的目标意识也会更
强。 学生可以自我反思，然后在导学案上
归纳总结，目的是建立本节课所有知识点
之间的联系，建构本节课的知识体系。 归
纳总结的方式主要为知识树或思维导图
等形式，不宜太烦琐，因为具体知识点在
前面的学习中，已经详细地呈现过了。

节后训练。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
设置一到两个训练案。 训练案既要重视
基础知识的考查，也要注重能力的考查，
特别是对学生理解知识、 应用知识能力
的考查。 一般一个训练案在一节课内完
成，大约 30 分钟时间，之后再用 8 分钟
左右的时间进行小组讨论， 最后用 2 分
钟时间公布参考答案。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
期过程，教师要转变观念，真正做到以学
生为中心，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设置各
种切实可行的环节， 为学生搭建自主学
习的舞台，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宜宾一中）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 见

辽宁省铁岭市第三中学

新校长：郭蕾
问： 最近学校有

什么改革？
答： 以传统文化

为核心， 行为规范为
抓手， 进行德育管理
改革。

问： 优秀的校园
文化应该是怎样的？

答： 学校是教育
的主阵地， 要和谐温
馨，要有“家”的味道。

问：希望自己有什么改变？
答：加强学习、开阔眼界、与时俱进，不断

地提升自己，用心、用情、用智做教育。

新教师：郑君
问： 现在的学生

有什么特点？
答： 现在的学生

大多很聪明， 接受新
事物快、知识面广，但
相对的， 生活体验不
多， 有时也会缺乏耐
心和吃苦的精神。

问： 最近在读什
么书？

答：《班主任工作
漫谈》、《幸福了吗》、《路西法效应》等。

问：最近在教学中有什么感触？
答：学生对我的信任 ，让我感受到亲情

与友情，也让我收获了一份被相信 、被需要
的情感。

新学生：付久宁
问： 喜欢什么样

的课堂？
答： 喜欢多样性

的课堂， 比如教学互
换、分组竞赛等。

问： 希望自己成
为什么样的人？

答 ：希望自己努
力学习 、 强身健体 ，
成为一 个 阳 光 快 乐
的人。

问：自己的学习心得是什么？
答：保持健康快乐的心态，全方位提高自

己的各方面能力。
（采访/金锐）

■我在干吗

语文教学别“过分”
□ 刘红梅

新课改实施以来，语文教学呈现出了一
种新气象。 然而，若缺乏深入的学习，有时也
会产生一些失误。 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几点
“过分”，值得我们再思考。

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应为学生创设
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 帮助他们树立主体
意识。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 ”尊重和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这已
经成为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的主要方
向， 也是我们对传统教学进行痛苦反思之
后的必然选择。 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一般
体现为以小组为单位的课堂自主学习。 然
而，有的时候，学生讨论的问题不是自我生
成的，讨论也没有明确的分工。 这就造成了
发言者的有效信息较少， 不够明晰化与深
刻化。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热闹有余、思考
不足 ，难以得到很大的收获 ，久而久之 ，还
会产生倦怠心理。

其实，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与教师的
主导地位并不矛盾。 在课前，教师应该反复
推敲预设问题， 保证能激活学生的探讨兴
趣，让他们产生竞争需求。 在讨论的过程中，
教师也要 “察言观色”， 关注学生的学习状
态，而并非简单地“学生围成圈圈，自己绕着
边边”。 此外，教师的启发引导、点拨指导、解
疑辅导也是不可缺少的。

拿捏好分寸是落实新课改的关键。 教师
应深刻理解新课改背景下的课堂学习方式
和课堂教学特点，充分放权，但不放任自流。

新课标提出 ：“在继续提高学生观察 、
感受 、分析 、判断能力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
探究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我
们应该正确理解 “语文素养 ”的含义 ，一方
面要把学生的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的出发点
和着重点，另一方面也要克服浮躁心态，不
能把语文课堂变为表演课。 教师应该引导
学生踏踏实实地积累语文基础知识、 背诵
传统经典、咀嚼文字内涵，从而为语文素养
的全面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把课程目标
落在实处。

新课标还提出了“综合性学习”的崭新
理念，强调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联系。 这
是基于语文学科本身的综合性特点而提出
的。 但是，语文毕竟是一门关于语言的学科，
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学生正确地
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没有阅读和
写作技能的提高，科学教育、审美教育也就
没有了依附。 所以说，把握好学科功能定位，
是实现新课标的重要前提。 教师要准确把握
语文学科的目标指向，使语文课堂真正成为
学生成长的园地。

新课程是否能够长期有效地实施，其关
键因素是教师的综合理论素养。 教师要乐于
接受新理念，更要善于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宝鸡中学）

“中国好课堂”精品展示④

展示的智慧

■课堂现场

授课内容：小学语文六年级《最后一头战象》 执教教师：武慧 教师单位：山西省襄垣县城内二小学

课前准备
根据课堂设计， 将学生分成 4 个学

习共同体， 组长组织组员商定组名和口
号。 上课前，每组派出代表，合理布置本
组版面，包括组名、展示区、拓展区、评价
区，等等。

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1943 年，日寇侵略我国

云南边陲，抗日战士奋起反击。有一群特
殊的士兵，它们勇猛无敌，被称之为“战
象”，战斗结束后，我方 80 头战象倒在了
血泊之中，人们在清理战象尸体时，发现
一头公象还活着，它就是———“最后一头
战象”（板书课题）。 我们已经初读了课
文，了解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这节课让我
们跟随作者，走进战象嘎羧，走进这位英
雄的内心世界。 有请我们的小导生！

导生：相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
对嘎羧会有更多的了解。 下面进入自研
自探环节，时间 5 分钟。

自研自探
（独学：阅读课文—旁批体会—印象

嘎羧）
（对学：检查自研成果—解决对子间

自学时遇到的问题）
（群学： 互助组有秩序地进行交流、

讨论、组内预演）

展示评价
导生：同学们都发挥了集体的优势，

进行了充分的预演，下面进入展示环节。
展示单元一有请“炫彩腾飞”组，展示单
元二有请“超越自我”组。现在开始展示。

展示单元一

生： 请大家把目光投向课文第 7 自
然段。 （学生齐读课文）

生： 这是嘎羧再次见到象鞍时的情
形。 嘎羧见到自己的象鞍， 仿佛看到了
26 年前激烈杀敌的场景，表现了它对辉
煌过去的深深留恋与回味。

师：这一处是对嘎羧动作、神情的描
写，作者通过细节描写，表达了一头英勇
的战象积淀在心中的深深的感情。 应该
抓住：“一下子安静下来”、“呼呼吹去”、
“久久”、“摩挲”、“泪光闪闪”、“久别重逢”
等地方，充满感情地朗读，从而体会嘎羧
对象鞍的深情。 （教师范读，学生跟读）

生：请大家把目光投向课文第 14 自
然段———嘎羧“久久凝望着”江面，它一
定在想些什么，请大家发挥想象，说说它
当时在想些什么？ 哪位同学愿意和大家
分享一下？

生 1： 嘎羧可能会想到昔日的战友
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侵略者， 也可能会
想到日寇鬼哭狼嚎、丢盔弃甲的情景。

生 2：大家都知道，打洛江畔是嘎羧
和它的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地方。它“亲了
又亲”的这块龟形礁石，可能是它奋力杀
敌的一处战场。 “震耳欲聋的吼叫”也许
是嘎羧在呼唤着战友们的灵魂， 诉说着
它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

生： 请大家继续看课文第 20 自然
段。这一段中的动词有很多，大家一块来
作批注———“来 ”、“选 ”、“挖 ”、“喘息 ”、
“滑”、“卷”、“抛”、“沉”，等等。 这些描写
说明嘎羧已经衰老了，体力不济，也反映
了嘎羧对同伴的深切缅怀。

生： 我来总结一下———当嘎羧再次
见到它的象鞍时，心情无比激动，仿佛又
回到了 26 年前， 看到了激烈杀敌的场
景；当它站在江滩的卵石上时，心里不禁
想起与它并肩作战的同伴们； 当它为自
己挖掘坟墓时，它深情无限。嘎羧有着善
良、忠诚、重情义的高尚情怀。

生： 大家请看我们组的 “知识小天
地”，这是我们组搜集到的有关战象的资
料———印度人早在 4000 多年前就开始
驯化大象，利用大象来冲锋杀敌。

导生：下面，请给“炫彩腾飞”组点评。
生 1： 你们组的板书很好， 字迹清

晰、颜色鲜艳。同时，你们组分工合理，能
够以流利的语言为大家讲解。对了，你们
组还有“知识小天地”，这个栏目很好，可
以开拓大家的课外知识。

生 2：我补充，从课文第 22 自然段
中可以看出嘎羧对死非常坦然。

生 3：我有质疑。 文章中说，嘎羧“一
只眼睛睁得老大”，我觉得它不是死得坦
然，而是人们常说的“死不瞑目”。

生 4：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它如果不
坦然，就不会在预测到自己的死期时，平
静地为自己挖一个坑，然后埋葬自己。它
“凝望着天空”， 或许是在告诉人们不能
忘记历史，世界需要和平。

导生： 有人及时补充、 有人大胆质
疑、 有人合理解答， 这些都值得我们学
习。 下面，有请“超越自我”组闪亮登场。

展示单元二

生：我们组要以情景剧的形式，走进
嘎羧的内心世界， 请大家一起听听嘎羧
的内心独白吧！

生：也许，我的同伴和死神一起在召
唤我了/回想我自己，只是一头平凡的战
象，除了在疆场上浴血奋战的辉煌，其他
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友谊，因为和我一路
杀敌的战友都倒在了敌人的枪下/突然
很安静，这是一种血腥的寂寞/战友们都
已倒下，我仍然在冲锋杀敌/固然，我是
侥幸的/可是我依然逃不出死神的手掌/
再见了，村民们！再见了，波农丁（战象的

饲养者）/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霞，只留
下了一丝遗憾。

生： 我们组展示完毕， 请给我们评
价、补充。

生 1：你们组分工合理、全员参与，
想象力很丰富， 能够带领全班同学走进
嘎羧的内心世界。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有
些同学展示时语言不太流利， 希望下次
预演的时候多多练习。

生 2：我来补充，这是我们组搜集的
有关作者的资料， 供大家参考学习———
沈石溪， 原名沈一鸣，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其动物小说别
具一格，在海内外拥有广泛声誉，被誉为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导生： 大家的评价很到位， 也很完
整，说出了展示组的优点和亮点，并进行
了补充。

课堂反馈
导生：同学们，我们发挥了小组合作

的力量，进行了充分的展示，知识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 下面就是检测我们的
时候了，现在进入当堂反馈环节。此时此
刻， 你想用怎样的语言来赞颂嘎羧这位

可歌可泣的英雄呢？ 我们把机会让给小
组内的 5 号、6 号同学。

（学生畅所欲言，表达对嘎羧的赞美）
导生：看来大家对嘎羧这位英雄的形

象又有了更深的了解，真正走进了嘎羧的
内心世界。 那么，我们今天的优胜小组是
谁呢？ 请大家稍等片刻，答案马上揭晓。

（各组记分员迅速统计本节课的得
分数，记录在评价区）

导生：我们今天的优胜小组是“超越
自我”组，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
示祝贺。 其实，在这节课中，我们每个人
都表现得很棒， 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自
己吧。最后，有请我们的老师对这节课进
行总结。

师：本节课，同学们表现得非常优秀，
大家积极发言、大胆质疑、精彩展示，让老
师非常佩服。 《最后一头战象》这篇小说写
的是动物，折射的却是人类的情感，想引
发人类更多的思考。 这节课我们品味了课
文中的细节描写，感受到嘎羧像人一样丰
富的情感。 课后，请同学们阅读沈石溪的
其他动物小说，比如《斑羚飞渡》、《再被狐
狸骗一次》、《红奶羊》等。 我想，通过阅读，
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震撼。

学习能力在环节教学中的培养
□ 田贵荣 吴 敏

我先点评一下教师。这节课上，任课教师
让学生指出了许多细节描写，也点出了基础知
识的读音、书写等内容，到最后，她还能让学生
拓展延伸课堂上的知识，这就是教师的导演作
用、课堂智慧。
再来点评一下我们的学生。1个导生、6个

小组长，我觉得他们都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领
导才能，其他的学生也非常优秀，充分展示了
自己的能力。这就是高效课堂的魅力。

最后提一点建议。课堂目标定得非常好，
具体细致，但是我觉得应该加一条———这篇文
章揭示了人与动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应该让学
生注意战象与饲养员之间的交流。

山西省太原市督学 吉瑞兰评委点评

展示是高效课堂流程中最精彩的环节之一， 可以充分展现学生的各种才华和天赋， 也能为课堂学习内容提供很多拓展与延
伸。 本期，“中国好课堂”的精品展示栏目，将与读者一同分享———展示的智慧。

学生上台展示，教师倾听点拨

■课堂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