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郎口小学‘无师课堂’大讨论”征稿启事
近期，杜郎口小学尝试的“无师课堂”模式，被推到人们议论的“风口

浪尖”。 有人感到震撼，认为“无师课堂”打破了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对课
堂、对教育的重新思考；有人强烈支持，认为“无师课堂”放大了学生的自
学，将课堂与学习更充分、更完整地交还给了学生；也有人持保留态度，
认为“无师课堂”太激进，忽视了教师的作用。 各种意见都有其出发点与
思考方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教育正是在不断讨论、不断思索、不断实
践之中不断前进的。为此，周刊将开展“杜郎口小学‘无师课堂’大讨论”，
请大家发表对“无师课堂”的感想、思考与建议，周刊将择优刊登。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 见

“三支点”撬动课改
□ 李润和

新课改实施以来， 课堂教学改革如火
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 各种教学流派按
照自己对课堂教学的理解， 创造出了各种
各样的教学模式， 这些教学模式虽然也有
一些相同的步骤、环节和做法，但它们又各
成体系，各有千秋。

新课改的学习方式要求学生不但要
接触和理解将要学习的知识，还要进行相
关文字资料的查阅、收集、整理等活动，这
是课堂学习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通过课堂
撬动课改，教师应该重视“三支点”。

课堂问题的生成与解决。 学生在前置
性学习的基础上 ， 通过小组内的合作讨
论 、辩论 、讲解 ，获得第一轮的问题解决 ；
小组内实在无法解决的 ， 提交到班级解
决 ；班级学生都无法解决的 ，再由教师帮
助解决。

学习小组的组建与操作。 小组学习可
以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交流和
展示的舞台，它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
式 、教师组织教学的形式 ，也改变了人才
的培养模式。 组建学习小组需要考虑的因
素很多，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知识结构、
智力水平 、性格爱好 、行为习惯 、家庭情
况，等等。 综合以上因素组建的每一个小
组都应该是全班的缩影或截面，都是一个
“微班级”。 在课堂教学改革实践当中，如
何操控学习小组，是教师普遍感到棘手的
问题。 特别是低年级，课堂问题的生成由
教师提出的比较多。 解决这一问题最好办
法就是采取 “兵教兵 、兵练兵 ”的方式 ，充
分发挥学生的作用，让小组内的好学生充
当小老师。 在小组汇报展示时，教师要有
意让那些学习较差的学生代表小组汇报
展示 ，好学生主要是纠错 、点评 、补充 、完
善。 这样，不会的学生因为要代表小组汇
报展示， 就必须向已经学会的学生请教 ，
优等生也会主动帮扶潜能生 ，做到 “小组
内人人时时有事干”。

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实现。 课堂教学目
标能否实现是检验课堂教学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准。 确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 ，才
能体现教师的 “导 ”的作用 。 知识技能既
是学生发展的基础性目标，又是落实三维
目标的载体 。教师要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
在让学生自主 、合作 、探究解决问题的过
程上， 而不应放在强化、 巩固和记忆上 。
教师要深刻领悟课堂教学中学生解决问
题过程的重要性 ， 不要过分强调重复训
练，也不要急于得出问题的答案。 只有抓
住了 “过程 ”这个 “授人以渔 ”的关键环
节 ， 才能让学生在问题的解决中有所感
悟 、有所收获 ，才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四子王旗教育局）

课堂如何人尽其职

■课堂现场

■我在干吗

出镜学校：广西桂林市胜利小学

新校长：赵洁玲
问：最近对教

育有什么新领悟？
答 ： 教育要

让师生成为有思
想 、 能创造的独
立个体。

问：教育的核
心是什么？

答：学校应该
成为师生健康发
展、焕发生命活力
的“沃土”。

问：校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答 ：抓住机遇 ，为师生健康发展搭建

平台。

新教师：张兰花
问 ：最近课堂

有什么改变？
答：尊重学生，

以学生为主体，重视
学生的自主探究。

问 ：如何调动
课堂气氛？

答 ：提让学生
感兴趣的问题 ，并
且力争让学生 自
己解决。

问：如何挖掘学生潜能？
答：鼓励学生，赏识学生，给学生提供

展示自己的舞台。

新学生：梁轩霆
问 ：最近有什

么进步？
答 ：做事情更

有计划性 ，学会了
合理安排时间。

问 ：最近在阅
读哪些课外读物？

答：《小王子》、
《为自己鼓掌》、《秘
密花园 》、《哈佛凌
晨四点半》。

问：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答：善良、正直、博学、幽默、快乐、有责

任感的人。
（采访/孙和保）

创设情境，导入一双手

学术助理：大家好，我是语文学科的
学术助理，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完成
本节课的学习任务。 希望同学们认真读
书、大胆展示，为小组赢得分数，争当优
秀小组。 同学们，请伸出自己的一双手，
摸一摸、看一看，你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
的一双手吗？

（学生观察自己的手，双手相互揉搓）
生 1：我有一双温暖的手。
生 2：我有一双光滑的手。
生 3：我有一双干净的手。
学术助理：大家说得非常好，这节课

我们的学习内容就和手有关， 请看大屏
幕（PPT 出示张迎善手的图片）。 看到这
幅图，你有什么想说的？

生 1：这是谁的手？ 为什么会这样？
生 2：手的主人都做了什么？
生 3：手成了这样，他的主人疼吗？
学术助理：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今

天学习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
学术助理：请大家齐读课文题目———

《一双手》。这是姜孟之的一篇散文，让我们
赶快带着自己提出的问题来读读课文，看
看文中是怎样介绍这双手的吧。

初读感知，认识一双手

学术助理： 请大家按照初读的要求
提示，开始自学吧！

（PPT 出示初读要求：请同学们小声
读课文， 读不准的字词可问同学、 问老
师，也可查字典。 读完后，根据课文提供
的信息， 在活动单上为这双奇特的手创
建一份档案，用关键词句完成即可。 完成
后学习对子互相交流评价）

（PPT 出示“手的档案 ”：手的主人 、
主人身份、手感、纹络、手指、手的肤色、
手的大小）

（学生根据要求自读课文，小组内交
流自己创建的“手的档案”，互相补充、互
相评价。 教师巡视指导，了解各组的交流
情况，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出指导）

学术助理：刚才的学习中，每个小组
都能按要求完成任务，组内交流有序，每
组各得 2 分。

师：同学们，通过刚才读文交流、创
建档案的过程， 你们觉得张迎善的手是
一双怎样的手？

生 1：张迎善的手是天下第一大手。
生 2：张迎善的手是一双如同半截老

松木的手。
师： 老松木和张迎善的手有什么共

同特点？
生 2：粗糙。
生 3：张迎善的手是一双纹路又深又

粗、染着黑土色的手。
生 4：张迎善的手是一双掌面像鼓皮

样硬、老茧布满每个角落、一只手指像三
节老干蘑的手。

生 5：他的手掌像鼓皮样硬，看来他
的手做过很多粗活，应该是种了很多树，
在手与泥土反复的摩擦中， 掌面才能变
得坚硬如鼓皮。

生 6：我手的中指上有老茧，那是写
字磨的。 我们做某件事做多了，手上就会
留下痕迹。 看来张迎善的手也做事做得
太多了，这是一双吃尽千辛万苦的手。

生 7：张迎善的手是一双左手大拇指
没有指甲、手指各个关节都缠着线、线染
成了泥色的手。

师：同学们很会读书，下面，我们来
一起读读具体描写手的这几个自然段。

理清思路，走进一双手

学术助理：通过刚才的学习，大家对
这双手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你认
为张迎善的手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呢？ 请仔
细快速默读课文，找出原因。 读完后以思
路图的形式表现出你对文章的理解。

（PPT 出示学习要求：1. 快速默读文
章， 根据自己的理解画出文章思路图；2.
由学科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交流， 评选
优秀思路图，准备班级展示）

（学生根据要求进行学习，教师巡视
指导，了解各组思路图的完成情况，掌握
学情。 学生小组交流后，进行班级展示）

学术助理： 接下来我们就汇报学习
成果，请小组汇报员展示思路图。

汇报员 1：我展示。请大家看大屏幕，
这是我画的文章思路图。 我用一只手的
形状来体现文章思路， 文章题目写在最
上面，这双手的样子非常奇特，大、粗糙、
硬等都是手的特点， 我把这些特点写在
手指处。 另外，我读了课文，文章除了写
手的样子以外，还重点写了手的价值，这
是一双为我们创建绿色宝库的手， 所以
我将这几个字写在掌心处。 读完文章，我
被张迎善这位普通的林业工人所感动，
我在手的下方写了 “默默无闻、 无私奉
献”两个词语。 我的展示完毕，哪位同学
来点评我的思路图。

点评员 1：我点评。 你通过思路图的
形式，展示了自己的学习收获，我觉得你
用一只手的形状来表现文章内容的想法
非常好，不但写出了手的特点，还体现了
手的价值，我要向你学习！ 建议给你们组
加 3 分。

汇报员 1：谢谢你的认可，我会继续
努力。

点评员 2：我补充。 我同意刚才这位
同学的点评，我还想再强调一点，我们要
把字写工整，无论是在横线上，还是在图
形上，字都要写得大小一致，要朝一个方
向写规范。

汇报员 1：谢谢你的提醒，我一定会
改正的。 我的展示完毕，请下一组的代表
展示。

汇报员 2：我展示。请大家看大屏幕，
我是用大括号的形式来画思路图的。 文
章写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
迎善的一双手， 通过写手的特点和手的
价值， 赞颂了张迎善质朴的心愿和高尚
的情怀。 我的展示完毕，哪位同学来点评
我的思路图。

点评员 3：我点评。 你的思路非常清
晰，思路图形式简洁，体现了文章的主要
内容，我觉得画得很不错，建议给你们组
加 2 分。 请问谁还有补充？

点评员 4：我补充。 我觉得你读懂了
文章的内容，展示得很清楚，建议你在思
路图的形式上可以有所创新， 画得有创
意一些，同意给你们组加 2 分。

汇报员 2：我接受建议，谢谢！

品读感悟，解读一双手

师： 刚才我们欣赏并评价了两个组
代表的思路图， 其他组的优秀思路图我
们也很快地浏览了一遍。 在思路图中，很
多同学都提到了这双手是创建绿色宝库
的手，同学们很会读书，已经从手的外形
谈到了手创造的价值。 那我们不禁要问，
他的手为什么会成为这样？

生 1：课文中说，张迎善栽一棵苗，手
得往土里插三四次 ， 一天栽 1000 多棵
树！ 那么，他的手一天得往土里插三四千
次！ 长时间这样劳动，他的手就成了现在
这个样子。

师：这是什么说明方法？
生 2：数字说明。
生 3： 我们一起来为张迎善算一算，

栽一棵树手往土里插以 3 次计算， 一天
栽 1000 棵，这双手往土里插 3000 次。 张
迎善一共栽了 26 万多棵树，这双手往土
里至少插了 78 万次啊。 而这 78 万次中，
有时他需要冒着初春的严寒， 把手插进
冰冷的雪水中， 有时则是冒雨把手插进
烂泥中。 而有一些情况可能更为恶劣，我
们根本想象不到。 旧伤未好，又增新伤，
怪不得这双手会布满老茧， 怪不得这双
手会坚硬、粗糙得像鼓皮、像干蘑。

（教师适时出示张迎善手的图片）
师： 文中还有哪些地方用了数字说

明的方法来写这双手呢？ 请同学们画出
相关的部分，学科长组织小组成员交流。

汇报员 3：我汇报。在写手的大小时，
课文这样写———我丈量土地似的量起他
的手来：长 24 厘米，宽 10 厘米，厚 2.5 厘
米，这是我今生见到的天下第一号大手。
请同学们利用自己的直尺， 量出自己手
的长、宽和厚度。

（学生开始测量，叽叽喳喳，教室里
气氛活跃）

男生 1：长 16.5 厘米，宽 9 厘米，厚 2
厘米。

男生 2：长 17 厘米，宽 9．5 厘米，厚 2
厘米。

女生 1：长 15 厘米，宽 7 厘米，厚 1．5
厘米。

女生 2：长 16 厘米，宽 8 厘米 ，厚 2
厘米。

师：展示很精彩，做到了边读书边思
考，给你们组加 2 分。 老师也量了自己的
手，我的手长 18 厘米，张迎善的手长 24
厘米，从我的手指间算起，张迎善的手应
该长到了老师的手腕这里。

生 1：张迎善的手的确是天下第一号
大手，比我们的手大了很多。

生 2：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就更直观
地知道了张迎善的手到底有多大了。

生 3：课文在倒数第二自然段写张迎
善造林面积的时候， 也用了数字说明的
方法。 这双手已经栽树 26 万多棵，仅在
1981 年至 1985 年间就造林 33 垧， 改造
迹地林和次生林 44.5 垧。

生 4：我查过资料。 森林采伐之后重
新种树形成的林地叫迹地林， 原有森林
经采伐或破坏后又自然恢复起来的森林
叫次生林。

师 ：对 ！ 咱们学校占地 40 亩 ，张迎
善造的这 33 垧林约有 13 个学校那么
大 ， 改造迹地林和次生林 44.5 垧就相
当于 17 个学校这么大 。 把张迎善生产
的 1300 立方米的木材 ， 放在咱们的教
学楼里 ，要盖 400 层 。 看呀 ，就是这双
手和土壤的几十万次接触 ， 创造了如
此这般的财富 。 静下心来再想想 ，难道
这双手所付出的 、所创造的 ，就仅仅是
这些吗 ？

生 5： 我发现这 26 万棵树是张迎善
在姜孟之采访他的 1988 年以前栽下的，
这些木材、 枝丫只是 1981 年到 1985 年
之间完成的。 也就是说，如果张迎善今天
仍然在工作的话，他付出的劳动、创造的
价值不仅仅是这些。

师：你是个会读书、会思考的孩子 。
同学们， 现在你认为张迎善的手是怎样
的一双手？

生 1： 这是一双创建绿色宝库的手，
为社会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生 2：这是一双无私奉献的手。
生 3：这是一双了不起的手，是天下

最美的手。
师：孩子们，看着这双手你想到了什

么？ 请学科长组织同学们说一说。
汇报员 3：我们看到了从小兴安岭中

运出了一车车的木材， 工人们的喜悦洋
溢在脸上。

汇报员 4：我们看到了一弯弯的清泉
在山林中穿过。

汇报员 5：我们看到了一群群小鹿在
林间溪水边喝水。

汇报员 6：我们看到了张迎善和林业

工人们朴实的笑脸。
汇报员 7：我们看到了张迎善美好的

心灵。
师：张迎善，一个平凡的林业工人 ，

用这双普通却又不普通的手， 创造了不
平凡的事迹。 此时你知道作者为什么要
写张迎善的手吗？

生 1： 作者想通过写张迎善的手，赞
美他美好的心灵。

生 2：作者想赞美他勤劳朴实、无私
奉献的品质。

（教师板书：勤劳朴实、无私奉献）

课堂练笔，赞美一双手

师：记者在采访完张迎善后，想写一
段话来赞颂张迎善的手和他甘愿奉献的
精神，作为张迎善接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时的颁奖词。 请你试着帮这位记者写
一写。

（学生独立完成颁奖词，教师巡视指
导，完成后学科长组织组内交流，评选优
秀作品，参加班级展示）

生 1：作为一名林业工人，他很普通，
普通得就像林场一株生长了数十年的
树。 然而，他又是极不平凡的。 他的手每
天要栽 1000 多棵树 ，每栽一棵树 ，手就
得往土里插三四次。 他手的纹络又深又
粗， 掌面鼓皮一样硬， 老茧布满每个角
落，手指粗大肥圆，一只手指就像一根三
节老干蘑，就是这样一双奇丑无比的手，
却创造了小兴安岭绿色的宝库。

生 2：一双手，不足为奇，但是像半截
老松木样的手你见过吗？ 这双手长 24 厘
米，宽 10 厘米，厚 2.5 厘米 ,每天要往土
里插三四千次， 仅在 1981 年至 1985 年
就造林 33 垧，改造迹地林和次生林 44.5
垧。 这双饱经风霜的手为小兴安岭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这是一双美化祖国、造福
人类的手，这就是张迎善的手。

生 3：一个普通林业工人用一双手栽
树 26 万多棵，造林 33 垧，改造迹地林和
次生林 44.5 垧。 生产木材 1300 多立方
米，枝丫 3500 层积立方米 ，却只是用了
短短 5 年时间，这堪称奇迹。 这位奇迹创
造者是———张迎善。

生 4： 他是一名普通的育林工人，他
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小兴安岭， 他像一
棵青松， 屹立在苍山之上； 他像一棵小
草，隐没在山林之中。 他凭借一双丑陋的
手，为祖国，为了后人，留下了一片片油
油树荫……

师：从大家的颁奖词中不难发现，大
家已经被张迎善那勤劳朴实、 无私奉献
的精神所感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
只要我们热爱生活， 勤奋拼搏， 持之以
恒， 我们就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不平凡
的业绩，不平凡的人生。

课堂内容：小学语文《一双手》 执教教师：何娟 教师单位：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第一小学

高效课堂中，学生会充当多种角色，充分参与到教学与学习过程中。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职责与要求，学生逐渐适应
角色，自然会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也会让课堂更加精彩。 本期，周刊为读者展示一堂属于学生的课，看看课堂上学生如何
发挥各种角色的职责。

教师走进学习小组，回答学生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