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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见

创建新课堂模式
□ 王顺安

高效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为主体的课
堂模式，在这个理念指引下，学校应该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打造符合学校特点的课堂模
式。 湖北省沙洋县长林中学的“356”课堂模
式就是在高效课堂的基础上， 自我挖掘、自
我创新的一种课堂模式。 何谓“356”？ 即“三
模块、五环节、六要素”。

三模块是“定向导学”、“互动展示”、“当
堂反馈”。

“定向导学”通过教研组集体备课，明确
学习目标，预设课堂的重点难点，编制成导
学案下发给学生，并明确每个学习小组的预
习任务；“互动展示” 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交
流预习模块的学习成果，进行知识的迁移运
用， 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质疑、 感悟和提升；
“当堂反馈”包括反思和总结，要对预设的学
习目标进行回归性检测， 关注弱势群体，给
他们更多的时间进行听、说、读、演、写的练
习，达到“兵教兵、兵练兵、兵强兵”的目标。

三模块贯穿于整个教学始终，既包含课
前的备课预习， 也包含课内的展示提升，还
包含课后的小结反思和检测评价。

五环节是“自研自探”、“合作探究”、“展
示提升”、“质疑评价”、“总结归纳”。

“自研自探”要求学生明确课堂学习目
标，独自完成导学案上的任务。 “合作探究”
环节， 教师要将任务合理地分配到各小组，
一般情况下，每组完成一项任务即可，各小
组在这个环节还要推荐本组的中心发言人。
“展示提升”时，各小组要根据组内讨论的情
况，面对全班，讲解、分析本组分配到的学习
任务。 “质疑评价”要求各小组结合其他小组
的展示情况，对有疑问的知识点进行对抗质
疑， 还要对其他小组的展示做出中肯的评
价。 “总结归纳”环节，教师会依托电子白板，
检查学生对学习任务的掌握情况。

五环节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教师
在课堂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学生则是课堂的
主角。 教师一定要走近学生，及时了解他们
的学习情况，给予适当的点拨和指导。

六要素包括 “目标的准确度”、“自学的
明晰度 ”、 “合作的参与度 ”、 “展示的精彩
度”、“拓展的合适度”、“反馈的有效度”。

“目标的准确度”体现新课标的三维立
体式目标；“自学的明晰度”让学习任务以导
学案的形式落实到每个学生和小组；“合作
的参与度” 让学生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集体智慧得到充分展示，一般情况下，每个
小组发言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80%；“展示的
精彩度” 检测课堂教学能否在单位时间内，
紧扣目标任务， 通过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
达到预期效果；“拓展的合适度”要求教师在
适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拓
展；“反馈的有效度”是对预设的学习目标进
行的检测体现。

六要素是对一堂课进行评价的标准，学
校每周会以教研组为单位，让每名教师按照
六要素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进行反思与交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沙洋县长林中学）

翻转了的教与学

■校长巡课笔记

引导深度思考
□ 林慧娟

班级：初二（２）班 学科：数学
课型：习题课 教师：田景群

学习目标
1. 进行几何建模，深入了解几何

基本型。
2. 利用几何基本型解决具体的

实际问题。

课堂流程
1. 教师通过具体的习题导入新

课， 通过问题设置引领学生进行几何
建模，构建几何基本型。

2. 学生通过学案，完善对几何基
本型的认识和理解， 归纳几何基本型
中的数学结论和几何基本型的成立条
件， 并对自己不能理解的内容进行标
记。 之后，组内相互纠错，进行查缺补
漏， 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上述目标和任务。

3. 学生之间相互交流，最后进行
课堂展示和达标抽测。

校长点评
1. 课堂流程整体设计比较合理，

思路清晰。 教师能够引导学生通过具
体的几何问题，建构几何基本型，渗透
了数学学科思想。

2. 教师的目光更多跟随课堂中
活跃的学生，关注个人评价，导致学生
的合作效果不佳。

3. 在课堂展示中，教师只是创造
了优秀学生个人展示的机会， 没能培
养和创设相互质疑、交流、碰撞的学习
氛围， 教师也没有对学生进行深层次
的有效追问。

4. 课堂基本知识的抽测达标率
较高，但问题的挑战性不大。

班级：初二（6）班 学科：语文
课型：自读课 教师：刘凤霞

学习目标
1. 速读课文，概括北极旅鼠的三

大奥秘。
2. 体会文章的写作方法，增强探

究科学奥秘的好奇心。

课堂流程
1. 教师用旅鼠的图片导入，让学

生看图片描述旅鼠，猜测它的特点。
2. 教师检测学生预习情况。
3. 学生归纳北极旅鼠的几大奥

秘， 交流旅鼠的奇特行为给自己带来
的启示。

4. 学生讨论探究文章的写作特
点，分享自己喜爱的句子及理由。

校长点评
1. 课堂容量大，教师利用多媒体

给学生以更直观的感受， 激发了学生
的兴趣，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

2. 课堂充分发挥了小组合作的
优势， 小展示效果明显， 教师指导到
位，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较深入。

3. 进行大展示的均是小组中口
才很好的学生， 教师没能给更多人展
示的机会。

4. 课堂最好能加入 “小练笔”环
节，使“读—悟—品—写”成为一个系
列流程。

巡课总评
教师在课堂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上，能体现启发性原则，促进了有意义
的学习，与学习目标基本一致。自主合
作探究模式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巩
固， 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
学习惯；“引导—发现”的“问题式”模
式注重学生的独立活动， 着眼于学生
思维力和意志力的培养。

但是， 模式只是外在的基本框架。
如何以学定教，如何提出能引发学生主
动学习、深度思考的问题，如何处理课
堂随机生成的有价值信息？ 在这些方
面，教师做得还不到位，课堂中经常出
现肤浅热闹的“假启发式”低效环节。

教师及时有效的评价能调动学生
学习的兴趣， 使学生获得积极的情感
体验，帮助学生增强学习的自信心。但
是，在这两节课上，教师的评价语言有
些空洞、单一，小组评价的标准和机制
也没能有效建立。

（作者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实验
中学校长）

■我在干吗

出境学校：河北省保定市美术中学

新校长：贺宇良
问： 最近对教

育有什么新感悟？
答： 教育应使

学生人格得到完整
塑造，生命潜能得到
充分挖掘，学习兴趣
得到最大激发。

问： 教育的核
心是什么？

答：在平等、和
谐的师生对话与生
生对话中，完成心灵的沟通。

问：校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答：以教师与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一手抓

课堂，一手抓课程。

新教师：田少静
问： 最近课堂

有什么改变？
答： 学生开始

主宰课堂， 各尽其
能、各取所需。

问： 如何调动
课堂气氛？

答： 让学生参
与教学设计， 在这
个 过 程 中 体 验 快
乐、收获幸福。

问：如何挖掘学生潜能？
答：尊重差异、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发

挥学生的自主性。

新学生：杨士雄
问： 最近有什

么进步？
答： 在与同学

的合作探究中，增强
了团队协作能力。

问： 最近读过
哪些课外读物？

答：《汉尼拔》、
《沉默的羔羊》、《饥
饿游戏》等。

问： 希望自己
成为什么样的人？

答：成为一名拥有完整人格、懂得团队协
作、迸发美好情感的现代中学生。

（采访/金锐）

■传统课堂“十八怪”17

第十七怪 教案时兴名师代

不看学情不变通，

教案时兴名师代。

课堂生成难把握，

手拿教案念起来。

□ 于春祥

■课堂现场

教师提供给学生必要的学习资料，学生在家通过电脑等工具事先学习课堂内容。在课堂上，配合多种电子设备的运用，学生
通过分组讨论、班级展示、教师点拨等环节，解答疑难，完成知识的拓展与迁移，这就是———

指教教师：张玉影
教师单位：北京市顺义区杨镇中心小学
课堂内容：分数的初步认识

课堂目标

1. 结合具体情境， 初步认识分数，
理解几分之一的具体含义， 体会整体与
部分之间的关系。

2. 在操作、探究中学会运用数学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3. 通过观察、操作等方法，培养思
考问题和主动探索问题的能力。

预习展示

师：课前，我们自学了“预习包”中的
内容，那么，下面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
思考的？

（教师出示习题：“现在有三个苹果
要分给两个小朋友，可以怎样分呢？ ”）

生 1：可以先每人一个，然后最后一
个苹果一人一半。

生 2：把三个苹果都一人分一半。
生 3：每个人先分一个，剩下的每个

人分二分之一。
师：大家的方法都很好，有人都能用

分数来表示了，证明他预习得很充分。
师：刚才他们的方法差不多，都是把

这些苹果平均分了。 一个苹果、 两个苹
果、三个苹果，我们都可以用学过的数字
1、2、3 来表示。那么半个苹果呢？就是刚
才说的，可以用“二分之一”来表示，这就
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分数。

师 ：下面 ，谁再来说说 ，通过自学 ，
你们知道分数每一部分的名称都是什
么吗？

生 4：我在“预习包”中学到了，中间
的横线是分数线，下面的数叫分母，上面
的数叫分子。

自学检测

师：大家预习得非常认真，知识点说
得很准确。下面，我们通过检测的形式来
进行一下自学展示。 请同学们完成 pad
中的检测题。

（教师利用 pad 智动课堂系统，将检
测题目下发到学生的 pad 中）

（学生完成检测后， 小组内相互交

流、互帮互学）
生 1：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五份，其

中的一份是这条线段的几分之几？
生 2：应该是五分之一。 “预习包”里

有一道类似的题目： 把一块蛋糕平均分
成三份，每一份是三分之一。一共分成几
份，分母就是几，取其中的几份，分子就
是几。

导学提升

（教师利用智动课堂系统里的评估
检测软件，统计学生的检测情况，针对学
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师：把一个圆分成三份，每份一定是
它的三分之一。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生：错误。 题目没说平均分，不能用
分数表示。 因为如果不是平均分，那么，
其中的一份可能多些，另一份可能少些。

（教师出示两个圆， 第一个平均分，
第二个随意分）

师：大家看看这两个圆，哪个能用分
数三分之一表示？

生： 第一个， 因为这个圆是平均分
的。

师：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五份，其中
的一份是这条线段的几分之几？

生：五分之一。因为把一条线段平均
分为了五份，其中的一份就是五分之一。

师：我们来看看，这条线段中除了这
段是五分之一，你还能找到其他的吗？

生：这条线段的每一份都可以用五
分之一来表示。 因为这条线段被平均分
成了五份， 每一段都是其中的一份，所
以都能用五分之一来表示。

师：一共有几个五分之一呀？
生：五个。
师： 那你能不能说说这个分母指的

是什么呢？
生：分母 5 是一共分的份数，分子 1

表示其中的一份。
师：下面这些图形的涂色部分，哪部

分可以表示四分之一？ （图略）
生：我选择 A 和 D，因为 B 和 C 都

不是平均分。
师： 同学们看一看，A 和 D 是什么

形状？
生：圆形和正方形。
师：这两个图形的形状并不相同，为

什么都可以用四分之一来表示呢？

生： 它们都是把整个图形平均分成
四份，取其中的一份，所以都可以用四分
之一来表示。

达标测评

师： 大家说得都很好， 写得怎么样
呢？ 下面，让我们小试身手，用分数表示
图形的涂色部分。

（教师出示检测题目，学生在 pad 上
完成检测后，根据提示，自我订正）

师：刚才我们写分数完成得都很好，
下面试试根据分数给图形涂色。

（学生在 pad 上完成相应的检测
题目 ）

师：先来看五分之一。有的涂在第一
个方框，有的涂在最后一个方框，还有的
涂在中间部分。涂色的方法各式各样，但
都表示的是五分之一，真不错。

师：看下面的二分之一，就涂得各不
相同了，有全部涂的，有涂两个方框的，
还有只涂一个的。 到底应该涂几个呢？

生：应该涂两个。 因为一共有四份，
涂两份，就表示把这个圆平均分成两份，
其中的一份就是二分之一。

生： 我们把这个圆平均分成的四份
合并后， 又重新分成两份。 因为分母是
2，就表示把这个圆平均分成两份，所以
我们涂四份中的两份， 就是把它平均分
成两份，涂其中的一份。

师：说得很好。你们知道这个圆除了
用二分之一表示外， 还能用什么分数表
示吗？

生： 我觉得还可以用四分之二来表
示。二分之一是把这个圆分成两份，四分
之二是把这个圆平均分成四份取两份，
所以还可以用四分之二来表示。

拓展提升

师：不光在图形中有分数，在生活中
还藏着许多分数呢。下面，我们就开动脑
筋，找找生活中藏着的分数。

（教师通过 pad，出示活动方案和温
馨提示）

（学生在 pad 上默读活动方案，然后
小组讨论选择哪一个活动。 各小组的活
动各不相同，有画的、有折的……）

（学生开展活动， 寻找生活中的分
数，利用拍照功能记录下来）

生 1：我找到的第一个是正方形，我
把它平均分成了四份， 一份就是它的四
分之一。第二个找到的是三角形，我把它
平均分成了两份， 其中的一份就是它的
二分之一。第三个是圆形，我把它平均分
成了两份， 其中的一份就是它的二分之
一。最后一个找到的是长方形，我把它平
均分成了四份， 其中的两份就是它的四
分之二。

生 2：这是我画的一个蘑菇，我把它
平均分为了两份， 其中的一份是它的二
分之一。

生 3：我拍了三把椅子，其中的一把
就是全部椅子的三分之一。

生 4：我拍的是六个磁铁扣，其中的
一个是六分之一， 其中的两个是三分之
一，其中的三个是二分之一。

（其余课堂过程略）

课堂反思

依托移动终端的 “课前学习—自学
效果检测—互帮互助合作学习—教师导
学提升—运用平台分享成果”等步骤，学
生初步认识了分数， 理解几分之一的具
体含义。 这节课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课上检测，精准把握。 学生课前进
行充分预习 ，上课开始 ，教师便对学生
进行自学检测 ， 利用 pad 智动课堂系
统 ，对检测进行结果分析 ，全方位掌握
学生学习质量。 经过这样的流程，学生
的课堂学习会更有目的性 、 针对性和
实效性。

互帮互助，个性学习。这种先学后教
的“翻转式教学”，把知识传授的过程放
在课前， 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空间
和时间， 使他们能够自主地选择学习的
内容和方式， 把知识内化的过程放在课
堂上，以便生生之间、师生之间，拥有更
多的沟通与交流机会， 既提升了学生的
自学能力， 又为学生之间的互教互学提
供了平台。

运用平台，分享成果。 pad 智动课堂
系统得天独厚的信息传递优势， 使得它
不仅仅是一种学习工具， 也成为一种交
流中介。 在“寻找生活中的分数”这个活
动中，学生通过拍照的形式，上传自己找
到的分数，不仅分享自己的成果，还拓展
了思维宽度，丰富了认知结构。

王柱华/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