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干吗

出镜学校：河北省威县人才学校

新校长：耿贺敢
问：应该怎样

帮助教师成长？
答：对教师多

关心、 多鼓励，建
立长效激励机制，
形成良好的学习
和教研氛围。

问：需要怎样
的校园文化？

答 ： 阳光向
上、 健康积极、团
结友爱、勤奋明志
应成为校园文化
的主色调、主旋律。

问：对教育有什么新认识？
答：教育不仅仅是教书，更在于育人。

新教师：耿翠翠
问：教师应该

关注学生的哪些
方面？

答：关注他们
能否养成良好的
生活与学习习惯。

问：如何调动
课堂气氛？

答：可以利用
趣味 、 新奇的故
事 ， 可以借用多
媒体 、 简笔画等
形式。

问：最近和学生有哪些互动？
答：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山坡上、小河

边、田野间，仔细寻觅春天的踪影，详细地记
录在笔记本里。

新学生：耿赐蒙
问：在新课堂

中自己有什么表
现？

答 ： 在课堂
上，我时而认真地
自主学习，时而热
烈地小组讨论，动
静结合 ， 快乐高
效。

问：最近有什
么高兴的事？

答：我们小组
的合作越来越默契了，成绩也越来越好了。

问：最想对老师说什么？
答：老师，您辛苦了，我会加倍努力，绝

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采访/金锐）

时间：2014 年 2 月 24 日，上午第二节课
班级：七（1）班
教师：王艳
学科：数学
内容：平行线及其判定
课型：新授课

学习目标：
1. 理解平行线的概念。
2. 知道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

置关系。
3. 掌握两条直线的平行公理及其推论。
4. 利用三角尺和直尺， 过直线外一

点，做已知直线的平行线。

课堂流程：
1. 教师向学生发放“预学案”（学生自

学和预习的方案）， 要求学生用 7 分钟时
间，结合教材，独立完成学习要求。 学生迅
速查找教材，标注要点。

2. 学生探究、讨论，将问题暴露出来。
教师根据学生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指导与
点拨，用时 8 分钟。

3. 教师将课堂任务分配给学生，学生
完成展示。

4. 课堂检测，教师将事先准备好的过
关升级检测题发给学生，针对课堂内容进
行测试。

校长点评：
1. 这节课，教师从下达指令，到重

点讲解，再到布置检测任务，说话时间总
计不超过 10 分钟。学生自学、展示、检测
等活动的时间超过 30 分钟。

2. 在课堂上，学生很忙碌 ，没有分
心走神的现象 。 如果每个教师都能让
学生 “忙 ”起来 ，一定能消灭学生的厌
学情绪。

3. 一节好课，绝不应是教师一个人
的表演， 而是应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他们全神贯注。 教师想让学生“忙”，
就要减少自己的行动。 如果教师依旧迷
恋讲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就成了
一句空话。

4. 作业以课堂检测的形式出现非
常好，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还可以培
养学生严谨、高效的学习态度。

5. 美中不足的是，教师对潜能生没
有重点关注。 明知道潜能生的自学能力
和动手能力较差， 教师应该在上课前提
醒他们自觉学习，帮助他们提前学习。当
学生都在忙着学习时， 教师一定要在课
堂上多关注这些潜能生。有时候，教师的
一个眼神鼓励、一句提醒点拨，都可能让
他们更有信心。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梅森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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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见

在互助中体验成功
□ 曹 勇

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 要树
立“以学促教、以学定教”的教学评价观，通
过“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评价课堂教学，树
立 “有尊严 、有追求 、有潜能 、可造就 ”的学
生发展观 ，凸现 “发掘学生潜能 、发展学生
个性、发现学生价值”的办学理念。 在课堂
上 ，教师要建立以小组为单位 ，经历自学 、
对学、群学的过程，共同探索、合作交流，完
成课堂目标的“互助、互动、互学”式师生关
系。 课堂要以学生为原点，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让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魅力、扎实的
基础学力、深厚的发展潜力、良好的创造能
力 。 这种模式有助于师生在和谐的学习团
队中获得归属感， 有助于培养民主的课堂
氛围 ， 有助于师生共同成长。 一个充满友
谊 、尊重 、信赖的团队 ，会让学生拥有大局
意识 、协作精神 ，也会让学生主动学习 、快
乐学习。

互助式教育理念，一定要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能够主动获取知识、深刻理解知识，促
进他们身心和智力的全面发展。

在互助式课堂上，兴趣是获取知识的强
大动力，教师的引导和调节、学生的帮助和参
与，会使课堂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在小组之
间，每个组员都充当检查者和被检查者、教人
者与被教者的多重身份，有效合作、成功合作
是课堂的主旋律。 其实，互助不仅表现在师
生、生生之间，还应该延展至教师和家长、学
生和家长之间，这样的立体交叉关系，能够
构成覆盖课堂的互助网络。

互助式课堂应该规范教师的课堂教学
行为，努力克服教学的随意性和无效性，激
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学习责任感，落实“学
为主体、教为主导、练为主线、当堂达标”的
教学原则 ，做到因材施教、因学施教。 教师
在课堂上要积极倡导自主、 探究和合作学
习 ，让学生 “动 ”起来 ，让课堂 “活 ”起来 ，让
学习 “乐 ”起来 ，让效果 “好 ”起来 。 只有这
样，才能让学习过程成为学生主体性、能动
性和创造性不断生成、张扬、发展和提升的
过程。

实施互助式教学模式后，学生可以在团
结协作中求发展，增强了班级和小组的向心
力、凝聚力。 小组活跃了、班级活跃了，学校
就能展现出无限的激情和活力。 课堂以“互
助”为核心，让每个学生都有施展能力的舞
台、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这将为他们提升
素质、拥有幸福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辽中县辽中镇第三
小学）

■课堂现场

“中国好课堂”精品展示

找到学习的“钥匙”
执教内容：小学五年级语文《秋天的怀念》 执教教师：姜楠 教师单位：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第一小学

在课堂上，教师通过“知识问题化”，引导学生从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等描写中，走进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 学生在阅读中深入文
本、体悟升华、拓展延伸，找准课内外的结合点，进行了学法、主题的迁移。 找到了自主学习的方法，也就找到了开启学习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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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导入

师：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课
文的内容。那么，课文中有哪些语句给你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与大家分享一下吧。

生 ： 令我印象深刻的语句是———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 ， 忍住哭声
说 ，咱娘儿俩在一块儿 ，好好儿活 ，好
好儿活……”

师：这是对母亲的什么描写呢？
生：这是对母亲的语言描写。后面还

有对母亲的神态描写和动作描写。
师：说得真好。 今天，就让我们再次

走进这篇课文———《秋天的怀念》。

合作品读

师 ： 谁来介绍一下作者史铁生的
命运？

生：他命运坎坷。 21 岁时，他双腿瘫
痪，他的人生坍塌了；23 岁时，他母亲去
世，他的世界坍塌了。 但即便如此，他仍
然坚强地活了下去， 这离不开母亲对他
的细心照料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师：很好。 老师今天带来几个问题，
与同学们共同品读。

（教师课件出示学习目标 ：1. 用心
品读作者对母亲的描写，说说母亲是怎
样关心照顾 “我 ”的 。 2. 透过文字 ，你
能感受到母亲怎样的心理活动？ 3. 作
者怀念母亲 ， 为什么要写赏菊花这部
分内容？ ）

师：老师给同学们一些学习建议。先
自主学习，认真阅读，在感受深的地方进
行简单批注；再合作学习，把自己的感受
和组内的同学交流； 最后进行小组展示
汇报， 可以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板
演。 现在开始学习吧。

（学生自主学习，围绕问题展开小组
讨论。 教师参与其中，与学生一起交流、
品读）

师： 老师看到各小组已经把要展示
的内容呈现在黑板上了。 刚才小组讨论
的过程中，老师深入到各个小组中，发现
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各组的小组
长能够起到组织、引领、分配的作用。 组
员呢，也能够积极配合，大胆地把自己的
看法说出来。老师给每个组都打满分，大

家继续努力。

展示汇报

第一组展示
生 1： 我 们 组 抓 住 了 3 个 关 键

词———“挡”、“躲”、“注意”。 请我们组的
组员为大家读一下，关于“挡”这个词的
相关语句。

生 2：“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
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 母亲
进来了，挡在窗前。 ”

生 3：联系上下文，我们知道当时已
经是深秋了，外面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所以母亲挡住的， 就是外面的一片凄凉
和伤感。

师：看到树叶唰唰飘落，大家都会有
一份伤感。 老师想说，一声呜咽一声秋、
一点芭蕉一点愁。 史铁生几次想到过自
杀，母亲为他挡住的，仅仅是秋风后的萧
瑟吗？ 她还可能挡住了什么？

生 4： 她想挡住儿子心中的那份
阴影 。

生 5： 我想母亲可能还想挡住儿子
心中的那份痛苦。

生 6：还有儿子心中的那份绝望。
师：同学们说得都很好。母亲不仅想

挡住秋风后的萧瑟， 更希望能挡住儿子
心中的那份绝望， 希望儿子对生活充满
自信，对生活充满希望。

生 1： 看这两个关键词———“躲 ”、
“注意”。

生 2：我为大家读一下。 “这时，母亲
就悄悄地躲出去，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
偷地注意我的动静。 ”

生 3：作者在自己最好的年华，不能
像正常人一样，在阳光下奔跑，肯定是很
痛苦的。所以，他心里那份痛苦得发泄出
来。 母亲体谅他内心的痛苦， 没有阻止
他，悄悄地躲了出去。

生 4：母亲悄悄地躲出去，可是她又
怕儿子在发泄的时候伤到自己。所以，母
亲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 偷偷注意着他
的动静。

师：“理解是爱的别名” 是泰戈尔的
名言。 没有理解，就没有真正的爱。 母亲
给予作者的是真爱。“理解”这个词，老师
摘录到黑板上。

第二组展示
生 1：我们组展示的也是这个问题。

其中“挡”、“躲”等词语已经品读完了。我
们重点补充一下“翻来覆去”这个词。

生 2：“我却一直不知道……整宿整
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

生 3：从这里，可以看出母亲这时已
经是病入膏肓了。 可是， 她心里没有自
己，只有自己的儿子。她只希望儿子对生
活充满希望，却没有顾及到自己的病情。

生 4：母亲不想让儿子担心，所以才
隐瞒着自己这么重的病。 这份疼痛一直
没有被儿子看出来，可见，母亲对儿子的
爱有多么深啊。

第三组展示
生 1：我们组抓住“憔悴”、“央求”这

两个词，重点体会母亲对儿子的照顾。
生 2：“她憔悴的脸现出央求的神

色。”母亲的憔悴，不仅因为自己的病痛，
还因为她担忧儿子。

生 3：在刚才提到的“翻来覆去”一
词中，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情感。母亲自
己宁可翻来覆去忍着病痛， 也不想让儿
子知道。

生 4： 母亲在自己病重的情况下，
还苦苦央求儿子 ，可以看出 ，母亲是真
的希望儿子可以走出阴霾 ， 找回对生
活的希望。

（其他展示内容略）

主题拓展

师：《秋天的怀念》 让我们感受到了
母子情深。但对史铁生来说，一篇文章还
不足以表达这份怀念，“母爱” 一直都是
他写作的主旋律。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
他写的另一篇文章———《合欢树》， 进一
步体会这份母子情。

（学生阅读课文，边读边批注）
师：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生 1：10 岁那年， 作者的作文获奖

了，母亲没有表扬他，而是激励他。 母亲
不希望作者因为获奖而骄傲， 希望他能
更加努力。

生 2：“母亲惊惶了几个月， 昼夜守
着我……”从这里，可以体会到母亲对儿
子深深的爱， 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
儿子身上了。

师：文中有个情节提到，母亲亲手为
儿子栽下一棵合欢树。 你们觉得母亲有
什么想法呢？

生 3：我觉得，母亲栽下合欢树，是
想告诉儿子，希望他能像合欢树一样，坚
强、勇敢地活下去。

师：《合欢树》和《秋天的怀念》，仅仅
是史铁生散文随笔中的两篇。 老师推荐
大家阅读史铁生 《我与地坛》、《我 21 岁
那年》等作品。 读过之后，相信我们对人
生也会有更多的领悟和思考。 下课！

（教师课件出示 ：“读懂母爱 、读懂
人生”）

■校长巡课笔记

让学生“忙”起来
□ 葛徽

■传统课堂“十八怪”9

王柱华/绘

第九怪 学生都被书山埋

学生都被书山埋， 层层叠叠眼前摆。
教辅书， 考试卷， 可怜生命渐渐蔫。

□ 于春祥

教师用几个问题贯穿课堂，
并告诉学生必要的学习方法。这
正是给了学生一把“钥匙”，让他
们打开了自主学习之门。整节
课，教师在引导学生，从人物的
语言、神态、动作等描写中，走进
母与子的情感世界。之后，课堂
又开展了拓展学习，找准了课内
外的结合点，进行了学法、主题
的迁移，巧妙地处理好了“走进
文本”和“走出文本”的关系。

评委点评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教师进修学校
副校长 辛 红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 观课、议
课、说课、巡课等概念已经取代了听课，
成为指导课堂教学的系列形式。

一般而言，观课、议课、说课是教师
之间常见的教研活动，当然，在“名师孵
化室”中进行课堂打磨的时候，也会看到
校长的身影。

对于校长来说，巡课是常规工作，传
统教学时期存在，课改时代仍然保留，但
是巡课的内涵不再是侧重行政管理，而
是升级为对课堂教学的覆盖性指导；文
本也由原来的记录表改为笔记本。

在本报的课改实验区和实验校，校
长们每学期以巡课的形式听课不少于
200 节， 一个学年汇总的笔记本上记录
着的点滴变化，不仅是课堂的“变形记”，
也是新校长的成长备忘书。

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表格里 ，
究竟记录着哪些密码呢？ 本年度起，我
们开始把校长们的巡课笔记复制到周
刊栏目上，与读者共享。 分享的目的有
三点。

第一是帮助学校建立新的巡课机
制。课改首先要改机制与组织，学校应该

成立三大中心，即教学指导中心、教师发
展中心、教师生活中心，新的巡课机制则
应当在教学指导中心的组织下推行实
施，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第二是培养校长的笔记意识。 校长
把心里想的事情记录下来， 有利于建立
秩序感；把课堂的亮点与不足记录下来，
有利于课后总结与反馈；从长远看，巡课
笔记本身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第三是指导校长学会记笔记。 巡课
方式可以分为跟踪巡课和年级巡课。 跟
踪巡课是根据以往的巡课情况， 有针对

性地听几个班的课， 检查课堂改进与提
升的效果；年级巡课则是以年级为单位，
有利于掌握整体教学情况， 做出全局性
指导。

在笔记上 ，至少应涉及三项内容 ：
课堂教学情况说明 、校长点评 、巡课总
评。 评价内容要注意点面结合，在表扬
亮点的同时 ， 对不足之处也要提出建
设性意见。

本期编后，是为栏目推广，也是为召
唤同样有记巡课笔记习惯的你。 欢迎来
稿，把智慧的种子播撒出去。

写一本成长备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