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课堂观：
课堂是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主阵地，

学校应该通过小组围坐、 自由展示等形
式，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

在课堂上，学生口动、手动、身动、心
动，所有感官都被调动起来，只有这样才
能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 也只有这样的
课堂，才是“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才
是尊重生命、张扬个性的课堂。

课堂不应该被教师激情的讲解、琐碎
的提问所占据， 而是应该充满了自主学
习、小组研讨、展示点评、检测反馈。 教师
应该成为“学生发言时的倾听者、学生困
惑时的指引者、学生展示时的欣赏者”。

河北省邢台市达活泉小学校长

人物志
韩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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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的“微对话”
□丁 洁

一天，我正在上语文课，窗外忽然刮
起了大风，一阵紧过一阵，一个劲地直往
教室里钻，玻璃也跟着窸窸窣窣作响。 学
生良好的学习状态被破坏， 每一阵风吹
过，总有几个学生抬头望望窗外。 忽然，
一阵狂风呼啸而来，“啪” 的一声吹开了
教室的门。 学生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所有
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教室的门上。

我知道 ，如果继续讲课 ，学生也没
兴趣听了，不妨换个方式吧。

“同学们，你们刚才听见了什么？ ”
我轻声地发问。

“风声，鬼哭狼嚎似的。 ”他们用厌
恶的口气抱怨道。

“谁能描绘得更形象一点？ ”我微笑
着追问。

“风婆婆生气了，在发脾气呢！ ”学
生率性地说。

“任性的风孩子在耍小性子！ ”可爱
的小女生说道。

“风不想被忽略 ，用呐喊引起我们
的关注。 ”

……
学生们纷纷说着 ， 想象力非常丰

富，语言也极富个性，我用期盼的眼神
鼓励他们继续思考。 这时，一个女学生
站起来，小声地说道：“老师，我听到了
风在歌唱、在诉说。 ”

我肯定了她的回答，继续引导：“是
啊，风也会歌唱，也有自己的情绪 。 春
天， 它在姹紫嫣红中唱着希望之歌；夏
天， 它在炎炎烈日下唱着奋斗之歌；秋
天， 它在硕果累累中唱着奉献之歌；冬
天，它在漫天雪花中唱着生命之歌。 那
么，从风的歌声中，你们听到了什么？ ”

“聆听风声 ，我仿佛听到了贝多芬
的《命运交响曲》，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抗
争，有一种决不妥协的坚定。 ”

“细听风声 ，我仿佛听见了阿炳的
《二泉映月》，那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人在
诉说。 ”

“透过风声 ，我仿佛听到了一种勇
往直前的力量， 那是风在告诉我们：面
对困境绝不能退缩！ ”

……
学生的思维渐入佳境， 很诗意，也

很开阔。 尽管窗外仍然狂风大作，教室
里却暖意盎然，心与心之间 ，因对话与
碰撞渐渐产生了共鸣。 原来，生活才是
语文的“源头活水”，一阵风竟然带给学
生这么多的奇思妙想。

接下来，我让学生自己总结刚才描述
风运用了哪些手法， 有什么优点或不足。
学生们经过小组讨论后，踊跃发言。 我顺
势将他们引回课堂学习， 让他们对照课
文，重新思考自己刚才总结的内容。 我发
现，虽然窗外仍然狂风大作，但走神的学
生几乎没有了，他们专注地阅读、思考着。

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 ，吹醒了沉
闷的语文课堂，也吹动着我对语文教学
的思考。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也算语文
课？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一个自然
生成的、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课堂，
渗透了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特
征。 这种不设“围场”的课堂追求一种不
确定性，其中思想与生命的气息使课堂
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魅力，使课堂成了一
个思维激荡与灵感勃发的“场”。

当然，这节课与精雕细琢的公开课
相比，还是显得很粗糙。 比如，学生的发
言比较稚嫩，思辨能力有待提高 ，阅读
视野也还不够广泛；我的引导、点拨、升
华也显得有些生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
准备。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这种真
实，造就了课堂的另一种精彩。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汉江中学）

什么样的课堂是最好的？ 不同的人
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无论哪一种答案，
都应该以学生的成长为核心。 只有真正
帮助学生获得实实在在的能力生长的课
堂，才是高效的，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
也要注意，一些课堂看起来非常“美”，似
乎也在促进学生的成长，但却并非我们期
待的课堂。 不妨先看一下执教苏教版第
十册《望月》一课时，两位执教者在导入阶
段的不同做法。

片段一：
1. 教师出示月夜图， 让学生边听音

乐，边静静欣赏图画。
2. 学生表达自己欣赏月夜图画的

感觉。
3. 教师诗意地描述着：“古往今来，月

亮一直是人们心中向往的女神，她在遥远
的夜空，讲述着无尽的故事，带给我们无
限的灵感与遐思。 ”接着，教师出示一组与
月亮有关的诗句，让学生大声地诵读。

4. 学生完成诵读后， 教师要求学生
用一个词语描绘月夜。 学生纷纷发言，说
出了“轻柔”、“和谐”、“安详”、“静谧”、“清
幽”等词语。

5. 教师将学生引入正题： 今天这节
课，我们将随同作家赵丽宏一起，登上江
轮，体会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望月》。

片段二：
1. 教师板书课文题目———《望月 》，

让一个学生读题后， 要求所有学生打开
书，朗读课文的第一句话。

2. 教师：“这个开头看上去很普通，
但仔细一品，却耐人寻味，你们能品出哪
些特别之处？ ”学生：“安静的环境。 ”、“深
夜时分，江轮之上，充满意境的描写。 ”、
“作者独自一人，内心平静。 ”……

3. 教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
我们品出了这么多意思。 现在，带着你们
对这句话的理解，再读一遍吧。 ”

4. 教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课文，

与作家一起来品月，看看你们还能品出些
什么呢？ ”

两则片段， 两种不同的导入方法，体
现的也是两种不同的教学理念。 仔细比
较，至少有 3 点不同：

第一，课堂导入的目标指向。 片段一
在导入时， 教师让学生伴随音乐欣赏图
画 ，走进情境之后，再拓展诗句 、引导感
受、揭示题目。导入似乎是以学生为中心，
但如果细细琢磨，我们会发现，虽然导入
的形式多样， 却并没有明确的教学指向。
片段二则是开门见山， 直接揭示阅读方
法，先让学生充分感受课文开头营造的意
境， 然后再让学生带着感情自读课文，开
展学习。 虽然导入没有多少形式上的创
新，却让人感觉有浓浓的语文味，也体现
了为语文能力发展而教的思想。

第二，课堂时间的合理安排。 片段一
在与文本学习关联并不是大的导入上花
费了许多时间，却没有把学生的情感与思

维集中到文本的学习主题上，甚至消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片段二则非常紧凑，
体现出课堂的高效性。

第三，教学手段的整合运用。 课堂究
竟怎样导入？ 我认为，课堂导入的核心一
定是回归朴实，服务文本学习，如果一味
地追求形式上的华丽，却与课堂学习内容
相偏离，就会让课堂成为教学手段的简单
叠加，徒具美丽的外表，难以让学生形成
内在的情感思路以及有意义的主体价值。
如果少一些形式上的美好，多一些内容上
的追求，课堂就可以变得更充实、更有效。

片段一充分展示了教师的教学技巧，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同时， 教师也应该反
思，真正决定一堂课成功与否，绝不仅是简
单的形式与技巧， 而是对课堂内容的内化
与吸收，以及对教学行为切实可行的取舍。
只有坚定为学生成长而教、 为文本学习服
务的意识，课堂才能回归平静、回归本真。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让课堂少一些“形式美”
□张晓华

师：写文章时，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
语言？ 请同学们分组讨论一下。

（学生分组讨论， 将自己心中好语言
的特点记录下来）

生 1：语言应该简明，不能啰啰唆唆。
生 2：语言要力求生动、形象，枯燥的

文字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生 3：下笔之前，心里要有完整的思

路，不能想到哪写到哪，那样的文字是支
离破碎的。

……
师：同学们说得都很好，老师总结了

一下，好语言的几个特点———
（教师板书：简明、连贯、得体，准确、

鲜明、生动）
师：那么，怎样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

呢？这节课，我们创新一下形式，既不学习
课文，也不讲评你们的作文。猜猜看，我们
这节课学什么？

（学生兴趣被调动起来， 兴致勃勃地
看着教师）

师：这节课的“课本”就在我们的教室
里，大家和老师一起，评一评、改一改我们
教室里的励志标语吧。

（教师让学生看前面黑板上方的横
幅：“青春无悔，拼搏最美”）

师：作为教室里的主标语，应该达到
什么要求？

生 1：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倡导健康
成长、全面发展。

师：那么，这个标语有什么特点？
生 2：这个标语提倡青春的奋斗与拼

搏，这点很好，但我觉得意思有点窄。
生 3：我同意他的说法。 “青春无悔”4

个字已经含有“奋斗、拼搏”的意思，后面

再写“拼搏”，这就是意思上的重复。
师：那么，请同学们修改一下吧。
（学生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 小组之

间相互交流，最后学生投票选出了最好的
修改作品：“青春无悔，成长最美”）

（教师让学生看后面黑板上方的横
幅：“天道酬勤，厚积薄发”）

生 4： 我觉得作为班级励志副标语，
它很恰当。 教室是学习的地方，学习需要
“勤劳”与“积累”，这条标语不需要修改。

师：说得很好。下面，我们看看教室里
的这些竖幅，记得不错的话，这些都是我
们自己的作品，是谁的作品就请谁站起来
念一下吧。

生 5： 不要让疼爱你的人失望太久，
不要让嘲笑你的人得意太久。

生 6：前一句好像在说“我们正在使
人失望”； 后一句好像在表达，“这个世界
没温暖，这个世界太冷酷”。我觉得这个标
语太灰暗了，还有点偏执、狭隘，好像追求
成功就是在与别人较劲似的。

师：那么你们有什么修改意见吗？
（学生投票选出的修改作品有：“为自

己加油， 为别人喝彩”、“你的疼爱是我力
量的源泉， 你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为自己加油，回报亲人的关爱，回报老师
的鼓励”，等等）

生 7：这是我写的竖幅，“社会就像一
座金字塔， 可悲的不是你生活在最底层，
而是甘愿待在最底层。 ”

生 8：这个标语传达的正面信息是不
甘现状、努力奋斗。 但我觉得负面的信息
也比较明显，过于强调残酷竞争的“丛林
法则”了。

生 9：我建议改成“要有做平凡人的

勇气，要有做伟大者的追求”，或者“在平
凡中践行伟大，在伟大中享受平凡”，请你
参考。

生 10：我的竖幅是“没有人能让我们
输，除非我们不想赢”。

生 11： 非赢即输的绝对化思维方式
不好，它会让我们输不起，还会让我们变
得极端甚至残酷。 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可
以双赢、多赢的———自己成长了、进步了，
就是赢；或者说，战胜了自己，就是赢。 大
家都赢了， 这个世界才能充满光明与快
乐。 我建议改成“立己达人，合作共赢”。

生 12：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我觉
得原来的横幅并不是“非输即赢”的意思，
而是表达一种自信与坚韧。而且从语言上
看， 你修改的文字没有原来的充满哲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竖幅不用改。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学生各抒己见，
最后多数学生认为原来的竖幅更有感染
力，不需要修改）

生 13：“没有岩石的阻挡， 就不能激
起美丽的浪花。”这是我的竖幅，请大家提
意见。

生 14：这个标语非常好，既形象又生
动。 但我觉得，励志标语最好给人最阳光
的鼓励、最积极的暗示。 这个标语中，“岩
石的阻挡”给人的感觉就是不顺利，可能
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我
给你改成“奔腾向前，才能激起美丽的浪
花；永不止步，就会成就美丽的人生”，你
看怎么样？

生 15：你改得很好，铿锵有力，富有
节奏感。 但是我觉得原作更简洁，作为标
语来讲，可能更合适一些。

（教师结合板书上写出的几个好语言
特点，继续引导学生修改标语，让他们在
实践中分析什么样的语言是好语言）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利辛县利辛高级中学）

□解士敏

好课实录

好语言应该什么样

教师反思
标语修改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熟悉的事物提高学习兴趣。这个过

程不能任由学生“天马行空”，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围绕学习目标，即刚开
始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的几个词———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
让学生“学有所向，学有所获”。

除了训练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这节课还培养了学生的价值观，引导
他们认识到怎样的心态是健康、阳光的。有许多所谓励志标语，比如“考过
高富帅，战胜富二代”、“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学习，如何养活你的
众多女人”等，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极大的副作用，作为一个教育者，一定
要认清并杜绝这种现象。

课事

观课笔记

在好课中转身
□王 钢

一堂好课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一个被讨论了许多年的话题 。

就我的教学经历而言，最难以忘怀的就是
曾听一位获得过全国优质课大赛一等奖
的前辈上课。什么感觉？震撼！整整 40 钟，
教师的话字字珠玑，孩子们则个个挺胸抬
头、应对自如，课堂节奏很快，非常流畅。
自那以后， 贾志敏老师的 16 字主张也引
发了我的思考：“环环相扣、丝丝入扣、行
云流水、滴水不漏。 ”

我想的是，这真的是一堂好课吗？
严谨固然没错，但是严谨到课堂的每

个细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教师的每个
问题几乎是在把答案送到孩子的嘴边令
其脱口而出则一点差错都不会有……这
又让我不敢苟同。 什么是学习？ 不犯错
误， 怎么会学习？ 不允许孩子犯错误，是
站在生命的高度来审视教学的态度吗？

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向是以

“大写意”的方式来上课的。 也就是说，哪
怕是上公开课，我也绝不会把要讲的每一
句话都写下来、背下来，而是拿出一个大
的框架，尽量以最简约的问题入手，引发
学生的思考。

最成功的一个课例，是三年前的一堂
《我和祖父的园子》。

这是萧红的一篇童趣盎然的散文，通
篇没有一个成语， 完全是自然洒脱的行
文，满纸阳光，一片天真，在我看来应该是
小学课文中不多的文学佳作之一。我的预
设， 就是从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入
手，带领孩子们从文章中找寻，通过朗读
来感悟，结合生活来表达。

作为一个平常上课会时常忍不住坐
到桌子上再打两个响指的教师，这篇课文
很对我的脾气，自然上得得心应手。 40 分
钟的课堂，前 30 分钟，满屋子的学生和听
课教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统统眉飞色

舞、手舞足蹈。
而最后的 10 分钟呢？ 我引用了萧红

写在祖父去世时的一篇散文，配以黑色背
景和《天鹅之死》的音乐，用深沉的嗓音来
朗读……

教室里顿时陷入沉默，我看到，不少
孩子和教师都在悄然地擦拭眼角的泪花。
之后，孩子们纷纷举手发言，郑重其事地
抒发感受，赢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这是不是一堂好课？
我曾经以为是，而且引以为荣。
在前不久学校举行的一次家长会上，

我再次上了这一课。 不同的是，我所面对
的是家长，而不是孩子，更重要的是，我所
运用的方式完全有别于之前的教学方式。
在教师 Smile 的建议下，我决定指导“学
生”分组，用高效课堂的模式建构课堂。也
就是说，我这个教师要退到一旁来，让“学
生” 成为学习的主人———自己阅读课文，

自己研究问题，自己积极讨论，自己上台
展示，互相点评。 我的口才，不秀了；我的
朗读，不秀了；我的学问，不秀了……

本来，教师就不该让讲台成为自己的
舞台， 而应该拱手让给学生去赢得掌声、
享受成就感。

你的个人素养诚然需要更高， 但是，
教师的根本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学习啊。在
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拿主持人打比方———
你不是在播新闻，不是要让人家相信你的
每一句话 。 也许 ， 优秀的教师更像孟
非———主持“非诚勿扰”是让每一位嘉宾
充分展示从而收获好姻缘，而不是为了晒
自己的才貌双全！

因而，我认为，我的这堂课，虽然看上
去不是那么“华丽”，但是远比我之前的那
堂课更精彩，更有内涵，更趋近于教学的
本质。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加斯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