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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外！ 意 外？
□刘士银

如何进行小组合作学习②

合作学习有风险
□郑 杰

课堂策

只要一说课改， 就会提到学习
方式的转变， 因为学习方式转变是
新课改的显著特征和核心任务。

只要一说学习方式转变， 就会
说到自主、合作和探究，那是因为自
主、 合作和探究都是现代学习方式
的重要特征。

只要一说自主、合作和探究，就
会谈到教师角色转变和教学方式转
变， 那是因为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要
因素就是教师。 如果教师不能调整
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 不能改变自
己的教学方式， 那么新的学习方式
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的。

可在现实中， 教师角色定位和
教学方式很难改变。难在哪里？难在
教师不愿意改变。 于是我们经常会
批评教师，批评他们不思进取、观念
落后、不学习、不思考……

从我的长期观察来看，大部分
教师对目前的教学是不满意的。 他
们也希望能发生改变，他们不愿意
延续传统的教学方式，因为会让师
生身心俱疲。 可他们为什么不能勇
敢地跨出那一步？ 我认为，因为教
师是“理性的”，他们知道在引入一
种新模式 、新方法之前 ，应该做好
风险评估。 越是负责任的教师，在
改革面前可能会越慎重，他们非常
渴望看到证明改革安全性的充分
证据。

专家告诉他们，教师的角色要
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要改变。 可
是教师最大的疑问是———成绩滑
落怎么办？ 教师们都知道，无论搞
什么教育改革，到头来还是会向教
师、向学生要成绩。 可是，专家、局
长、校长们可以给他们承诺吗？ 我
想无论是谁，都不敢承诺。 坦白地
说，改革的风险实际上主要还是由
教师承担的。

教师所担忧的学习成绩，可能
确实存在风险 。 合作学习会不会
使学困生的学习成绩更差 ， 这就
是一个具体的风险 。 在组建小组
时 ， 我们主要以学习成绩为主进
行异质编组 ， 就是将学优生与学
困生捆绑在一起 ， 我们希望学优
生能帮扶学困生。 但是，由此可能
会导致学优生对学困生的“控制”，
使学困生在合作学习中处于附庸
的地位。 因为一般来说，学优生在
小组中处于主宰地位，而学困生由
于基础薄弱，他们无形中就失去了
思考、发言、表现的机会，这反而会
加剧两极分化。 这就是合作学习可
能存在的具体风险，如果这一风险
得不到有效控制，教师们怎么会热
心参与改革呢？

此外， 班级人数过多也是一个
风险。 班额过大始终是推动合作学
习的瓶颈之一。班级人数过多，学生
在课堂参与的机会就少一些， 教师
指导起来也相当困难。 而班级人数
较少的话， 教师更容易进行针对性
指导，学生合作也比较充分。

在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中，合
作学习的风险是最大的， 因为比起
另外两种学习方式， 合作学习对教
师的要求最高。 自主学习一般是以
个体形式进行的， 只有遇到一些独
自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才需要教师
的帮助；在探究性学习中，教师的角
色主要是研究者和指导者； 而合作
学习是以小组形式展开的， 教师要
集多种角色于一身， 即要成为学生
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
进者，还要担当学习活动的决策者、
参与者、 仲裁者。 要扮演好这些角
色，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感觉， 做教育研究和教育管
理的人，比如专家、局长和校长，就
如同在竭力向教师推销产品的厂
商，当我们越是把自主、合作、探究
说得神乎其神， 教师们可能越是冷
眼旁观，心里充满疑虑。

那么， 能不能做个诚实的 “商
人”， 在向教师描绘美好愿景的同
时，将风险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
然后一起面对、 一起研究、 一起实
践。 我相信，专家也好，教育管理者
也好， 一定会比现在更能赢得教师
的信任。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合作学习
研究专家）

数字化教学优化课堂体验
一、设置情境，激发兴趣

师：1774 年，拉瓦锡进行实验 ，研究
了氧化汞分解和合成反应中各物质质量
之间的变化关系，得到反应物的质量总和
与生成物的质量总和相等的结论。

去年，咱们学校的小化学家在实验室
做了一个燃烧纸的实验，发现反应物的质
量总和大于生成物的质量总和。

（播放相关视频，学生疑惑）
师：到底谁的结论正确呢？ 我们通过

实验验证一下。我们用铁钉和硫酸铜的反
应进行实验， 请大家认真阅读实验报告
单，了解实验操作步骤。 这个实验要求我
们熟练掌握托盘天平的使用方法，请大家
观看相关视频。

（播放视频，学生学习）
师：同学们了解操作步骤了吗？ 在接

下来的实验中要仔细观察，认真记录实验
现象和数据。

（学生开始分组探究， 每组有学生用
平板电脑录制实验过程， 记录员记录，小
组成员分工明确。 教师巡视，对学生进行
指导）

二、展示汇报，质疑分析

师：请完成实验的小组整理好实验器
材，清理桌面，把实验报告拍照上传。

（学生上传 ， 教师展示各小组实验
结论）

师：各小组的数据能说明什么？
生：在化学反应中，反应物总质量与

生成物总质量相等。
师： 有 8 个小组的结论是相等的，但

是第二小组和第七小组得出的结论却是
不相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
先来看看这两个小组的实验。

（视频展示第二小组的实验过程）
生：我认为第二小组的实验结果有问

题， 因为他们在称量前锥形瓶外壁沾了
水， 而反应后称量时外壁的水已经蒸发，
这会导致总质量减轻。

师：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
生：同意。
师：看来我们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许多

细节，用沾湿的手去拿锥形瓶会对实验造成
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七小组的实验。

（视频展示第七小组的实验过程）
生： 我认为第七小组的读数不正确，

他们第二次称量时砝码质量 25 克， 游码
质量应该是 2.2 克，总质量为 27.2 克。 而
他们读成 27.1 克。 我认为，他们把游码误
读为 2.1 克了。

师：嗯，观察得很仔细，那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读数错误呢？

生：该天平的游码刻度每一小格应为
0.2 克，不是 0.1 克。

师：很好，他注意到了天平游码的刻
度值是 0.2 克。不细心就会读成 0.1 克。其
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生： 我认为他们小组在第一次称量后
没必要把砝码放回、游码归零。 第二次称量
时，可以先观察天平是否保持平衡，若能平
衡，则读数不变；若不能平衡，再称量。

师：很不错的主意，这样做不仅提高了
效率，而且方便了我们的判断。 我注意到许
多小组就是这样做的。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 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
总和等于反应后生成的各物质的质量总
和。 这个规律就是质量守恒定律。

三、优化方案，拓展提升

（师生观看视频《天平倾斜了》）
师：利用盐酸和碳酸钠的反应验证质

量守恒定律时，教师的操作都正确，但发
现质量变轻了，这是为什么？

生 ：这个反应有气体产生 ，所以变
轻了。

师：大家的观察越来越仔细，反应也越
来越快。 我们观察到气体逸散到空气中，那
我们称量是不是生成物的质量总和呢？

生：不是，只称量了一部分生成物的
质量。

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改进才
能得到准确的结论呢。

生：让反应在密闭的容器中进行。
师：很好，现在老师给大家提供以下

仪器，你们能设计出一个科学的实验装置
吗？ 请各小组设计自己的方案，把设计好
的装置拍照，并附上设计意图和特点。

（教师巡视指导， 小组设计完装置拍
照上传）

师：大家的装置都设计好了（展示图
片），请你选出设计最科学的小组。我们请
这个小组来汇报。

（投票选出第四小组， 展示方案并作
出说明）

生：我们小组设计的装置用锥形瓶作
为容器并用气球进行密封，可以防止气压
过大导致安全问题。

师：感谢第四小组的精彩展示，老师
再随机采访一个小组。

（第九小组展示方案照片）
师： 你们小组拿可乐瓶作为反应容

器，这有什么说法吗？
生：我们小组考虑到塑料瓶具有一定

的弹性，能承受一定的压力，比较安全。用
盖子密封比橡胶塞效果更好，而且压力增
大时不会冲出。

师：第九小组考虑得非常周到，在这
一轮设计装置过程中，大家都注意到了实
验的密封性、安全性，具备了一定的科学
素养，希望下节课我们能用自己设计的方
案完成实验。请大家及时整理自己本节课
的收获，在实验报告单的最后写下自己的
感想。

□刘华杰

课堂实录

课事

教学内容：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质量守恒定律》 执教教师：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新城学校 伏一清

在本节课中，教师利用数字化教学让学生获得了良好的课堂体验。整堂课
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亮点：

第一，在导入环节，教师播放学生录制的微课，实验得出的结论与拉瓦锡的
实验结论相悖，让学生对新课甚至是化学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教师提前录制正确使用托盘天平的微课，让学生做实验前及时学习，
实现了学以致用、现学现用。

第三，本节课的探究活动，真正做到了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过了一次当
小科学家的瘾。小组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生分工明确，实验过程有序、高效。平
板电脑录制的视频能够快速上传，方便教师及时了解实验情况。

第四，在分享交流环节，学生回看实验过程视频时，不仅能纠正实验操作的
错误，还能对实验进行深层次思考。其中，把实验过程迅速变成教学素材，可见
数字化教学的优势。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新城学校 覃柳）

点 评

真是急死人了 ！ 还差二里多路呢 ，
摩托车喘息几声就不走了———临走时
没注意，摩托车没油了。 这上不着村、下
不着店，可咋办？ 推着走吧。 骑惯了车，
推着走总觉得慢，那就跑吧。 没跑多远，
就大汗淋漓 ，还得推着走 。 就这样跑跑
走走，走走跑跑，总算到了学校。

衣服湿透了 ，腿疼胳膊酸 ，一屁股
坐在椅子上 ， 我就向同事们讲起这次
发生的意外状况 。 哪知 ，祸不单行———
感冒了 。

上课铃响了 ，我走进教室 。 这节课
比较重要 ， 可是鼻子塞得几乎没法讲
话 ，但我要是不讲课 ，学生能学会吗 ？
我心里在犯嘀咕 。 刚尝试讲了两句 ，我

发现根本不行 。 于是 ，我只好直接出示
课题 ，板书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让学生
自学 。

没想到 ， 课堂流程进行的还算顺
利。小组活动时，组长也都非常负责。我
知道 ，他们可能在想 ：这是在替老师上
课呢。 小组交流时，学生们都各抒己见，
非常积极。 我知道，他们可能在想：今天
老师不会纠正我的任何观点和毛病 ，想
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啦。

师生交流过程中 ， 学生答对了 ，我
就竖起大拇指 ；学生答错了 ，我会在黑
板上打上一个问号 ； 学生讲到精彩处 ，
我会带头鼓掌 ； 学生讲得不准确时 ，我
会眨眼提示 。 学生讨论中的引导 ，教学

环节中的过渡 ，我都用最简单的词语或
句子在黑板上提示。

巩固练习时 ，我检查 、辅导小组长 ，
再让小组长检查 、辅导组员 。 一个目标
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目标。

自学 、交流 、巩固练习……整堂课
上 ， 我几乎没有说一句话 ， 除了写板
书 ，就是利用手势 。 孩子们仿佛都理解
我 ，学得很用心 、很投入 ，课堂气氛也
非常活跃 。

一节课总算就这样下来了 ，我心里
其实有些过意不去 ，要不是今天其他老
师请假而调不开课 ，我也不会这样硬撑
着“糊弄”学生。 坦白地说 ，过去的哪一
节课我不是尽心尽力？ 每节课我都唯恐

哪个孩子没学会 ，唯恐哪个环节有疏漏
或不到位 。 今天确实没办法 ，因为实在
是力不从心。

第二天的分析课前 ，我还是有些担
心。 可上课后，我却感到非常意外：孩子
们对上节课的内容掌握得空前好 ，比我
想象得简直好太多了。 孩子们都说那节
课学得很轻松也很开心 。 而此刻 ，我的
内心也不禁为这堂课鼓掌呢。

真没想到，一次意外的状况，竟演绎
出这意外的课堂和意外的收获， 也引起
我深深的思考：客观上说，这确实是一次
意外！ 但这真的是一次意外吗？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
黄旗湾小学）

不同的人 ，对待同一节课会有不同
的评价 。 可是 ，不管评价的标准如何大
相径庭 ， 抑或观察的视角如何千差万
别 ， 一节好的语文课总会有它的共同
点。 那么 ，怎样的语文课才能称得上好
课呢？ 我想，一堂优秀的语文课，除了在
完成基本教学环节 、 实现既定教学目
标 、传授基本语文知识之外 ，还应该具
备“四看”。

一堂好的语文课 ， 应该时刻做到
“四周”看。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 《师
说 》中曰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
试问教师们 ，大家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了
吗？ 教给学生的知识 ，对学生以后的生
活有帮助吗？

一名语文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
的传授，还应该时刻向四周看看，及时了
解时事政治，时刻关注社会动态。 四周看
看，把握学生真正需要什么；四周看看，关
心孩子未来会面对什么；四周看看，弄清
这个时代真正需要弘扬什么……四周看
全了、看清了，这样的语文课堂教学才具
有针对性，才富有实效性。

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时刻保持“抬
头”看。 在我们身边，经常会遇到这样一
类语文课。 课堂上， 教师苦口婆心地叮
嘱，煞费苦心地讲授 ，千方百计地引导 ，

可是学生们呢？要么奉行沉默是金，要么
跟风人云亦云……教师一会儿这儿讲一
下，一会儿那边提一下，自己教得晕头转
向，学生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教师们有没
有想过，学生们为什么不“配合”你？孩子
们为什么不“买”你的账？ 是不是你的教
学设计已经远远超越了学生的理解范
围？ 是不是你的教学目标连你自己都还
没有弄明白呢？

所以，一堂优秀的语文课，应该时刻
保持抬头看。 抬头看看，你的教学设计有
没有超标之嫌；抬头看看，你的教学目标
是否一目了然；抬头看看，你的教学过程
是否清晰明了……抬头看准了、 看明了，
脚下的路自然就好走多了。

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时时不忘“回
头”看。仔细观察，目前的语文课堂缺少必
要的反思和总结；深入反思，现在的语文
教师缺乏深刻的反省和升华。 一堂语文
课，基本上是讲完就完。 不管这节课上得
多么失败，值得你去深刻反思；不管这堂
课讲得多么精彩，值得你去好好总结。 其
实，讲完课文，不等于教会了语文。上完语
文课，也不等于教好了语文。

所以，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时时
不忘回头看。 回头看看，上过的哪些课存
在不足，尽量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回头

看看，过去的哪些做法比较好，值得你继
续好好坚持；回头看看，自己犯过的哪些
错误实在不应该，需要你立马改正……回
头看多了、看清了，自己才能少走弯路，甚
至不走弯路。

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时刻坚持“低
头”看。目前，在全国课堂教学改革的大形
势下，全新的教学理念层出不穷，新颖的
教学方式“粉墨登场”。有学校盲目跟风某
些教学理念， 今年推崇这种教学理念，明
年推行那种教学模式。教师就如同一匹匹
老黄牛，被“牵”着鼻子转来转去，身心俱
疲。 教师教得浮躁，学生学得肤浅。

所以，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时
刻坚持低头看。 低头看看，自己的从教之
路走得是否扎实；低头看看，自己是否静
下心来教学；低头看看，自己是否做到了
为孩子、为家长、为社会负责。 低头看实
了、看透了，自己的从教之路才会走得更
加扎实。

总之，一堂好的语文课，教师至少要
做到这“四看”。只有这样，语文课堂教学
才能与时俱进， 语文教学目标才能做到
有的放矢， 语文教学生涯才能做到问心
无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敬
仲镇第二小学）

一堂语文课的“四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