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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变革的关键点
在哪儿
□王国己

教师在课堂上是做一个言语
者，还是一个倾听者？

如果是做言语者，那意味着
教师把持了课堂，成了课堂的主
宰者和统治者。信息从教师到学
生单向发生，是一个容器向另一
个容器倾倒的行为现象。作为接
受者的学生，即使“容器满量”产
生溢出，也无法阻止倾倒的持续
发生。

这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无效
行为，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既
会造成信息的流失，也会因信息轰
炸引发后遗症。对于心理活动极
其复杂的学生，这种行为往往会给
他们带来情绪上的焦躁、不安、反
感和拒斥。

教师在课堂上如果作为一个
倾听者，则意味着教师放开了自
我，课堂成为师生生命共在的场
域，师生围绕知识这一事物共同
成长。

当教师不再完全把控课堂，不
再作为信息单向灌输的主导者存
在时，信息是发散流变、多向发生
的，这种课堂是主体到主体的互动
建构。

此时的课堂成为师生释放活
力、提升境界、自我建构的地方，具
有强大的交互性和启发性。

从言语者到倾听者，是课堂变
革的关键所在。

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并
非最终真理的掌握者，而是寻求真
理过程中的催化剂和助燃剂。教
师应该成为一个场域的创造者和
维护者，在课堂上构建平等的师生
关系。教师的作用不容小觑，这种
作用的最大化，则会带来课堂变革
的根本性成功。

从言语者到倾听者，这种转变
的意义在哪里？

在课堂的言语交往中，课堂实
践受到了教育目的及师生权威关
系的制约。通过对权威关系的解
构，可以重新确定并建立言语者和
倾听者这一对主体的新关系，并以
此展开新的交往活动。这也是新
课改之所以追求新型师生关系的
重要原因。

其中，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学
生自身的知识底蕴，以及教师对课
堂的理解都是影响课堂效果的重
要因素，这就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
专业素养和能力。

教师要掌握倾听的方法，学会
主动倾听。倾听是对课堂话语的
通晓、分解、支撑、提升，不是简单
记忆学生的话语，而是在倾听中真
正了解学生、发现学生。

当教师和学生都学会倾听时，
他们才能实现真正的成长，课堂变
革才有希望。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民勤县第
一中学）

《劝学》这篇课文怎么上呢？我思考了
很久，要教学生阅读之道，而非知识之学。

阅读之道，首先在精神气质的培养，其
次在阅读视角思辨的训练。为此，那堂课
上，我把《劝学》与《为学》放在一起学习。
两篇文章的题目一字之差，但行文走势完
全不同。能感受其区别者，自然能体会到
行文的精髓。如果不能清晰地分辨两文的
区别，而仅仅理解单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可
以说，这对他们阅读能力提升的意义不大。

那么，如何进行对比阅读？我先让学
生在阅读札记上抄写《为学》。我不疼惜抄
写花掉的时间，主要是想让学生具有平心
静气的学习心态。

我越来越反对一上课就像打仗一样我越来越反对一上课就像打仗一样
向前冲的状态向前冲的状态，，让人感觉那不是在学习让人感觉那不是在学习，，
而是在被导游逼着游园林而是在被导游逼着游园林。。也许当时看也许当时看
到的是满眼繁华到的是满眼繁华，，但离开后又感到两手空但离开后又感到两手空
空空。。特别是有些人提出的教育模式特别是有些人提出的教育模式，，把教把教
学等同于建设工程学等同于建设工程，，用单位用单位时间的知识量

衡量教学质量，似乎课堂容量越大效率就
越高。其实不然，教学不是建设工程，它
首先是学习素养和精神气质的培养。一
个急急忙忙连字都写不好的学生，会有深
刻的思想吗？为此，我让学生一笔一画抄
写《为学》全文。学生默默抄写，教室里极
为安静。

抄写之后，学生自己先查字典，翻阅资
料，解决疑惑。凡是字典上能查到的，一些
教参资料上有解释的，我一概不讲。学生
查了字典也不会、其他资料上没有的，正是
我在课堂上讲授的重点。

为何会想到要培养学生的沉静气质？
因为我从他们的观察笔记里，看到了肤浅
与匆忙。学生几乎已经不会与一棵小草对
视嬉戏了，他们来到大自然中往往是为了
完成作业，匆匆一视即过。

昨天的作业是观看纪录片《植物的私
生活》第二集《成长》，写湿地植物的观察笔
记。题目是这样的：以“________（聪明、笨

拙……）的________（所选植物）”为题，写
100字的观察语段。

不少学生填上了各种形容词，比如
“茂密”“一尘不染”等，但是语段中却把
这些形容词的限制性忘得一干二净，完
全是不需要观察就能想到的平常内容。
再者，即使观察过，也只是在植物的表面
形态上作轮廓性叙述，缺乏观察者的温
度与情感。

我能想象出学生观察时的心情与样
子，他们可能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观察，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东西。

那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心太浮了，他们
没有与一棵小草对话的体验，植物在他们
的心灵没有生命的真实感。虽然看了纪录
片，但他们只是看到了视频里植物的奇特
性，没有把这种观察思维迁移到现实的湿
地生活中来。他们不会从视频中含羞草自
我保护的智慧角度，观察湿地中睡莲的生
命智慧，因为他们把看视频当作是一种知

识学习，而不是智慧学习。长期的知识性
学习，让他们变得简单而忙乱。

在另一个班上课时，我发现第一排有
个孩子神情极不平静，在大家讨论质疑文
本时她埋下了头，好像在抹泪。我悄悄地
走到她身边，一问，原来是在为数学测试没
考好而伤心。我宽慰她说，刚刚开学，一次
测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要那么着急。
她渐渐恢复了平静。看着学生那焦急的样
子，真是感觉心疼。

让孩子们平心静气地学习吧，不要那么
忙乱，让他们能真正关照一下内心世界。教
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越是紧缩学生的学
习时间，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频繁考试，反
复做题，越难以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越难以
培育有底气、显大气的人格素养。

孩子，你慢慢来！龙应台的这句话，似
乎也可以这样说：老师，你慢慢来！学校，
你慢慢来！教育，你慢慢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中学）

课事

学习，可以慢慢来 □孙晋诺

带着自己在学习共同体实践中的困
惑与思考，怀着对学习共同体美好愿景的
憧憬与向往，我参加了在福建举行的一场
活动，对“学习共同体”课堂有了更加丰富
和生动的认识。

和谐的伙伴关系是基础

在学习共同体的课堂上，孩子们大部
分时间是以两两或四人一组的方式进行
学习，因此，良好的伙伴关系是学习共同
体的基础。和谐伙伴关系的建立，更多依
赖于班级文化的建设。班级文化，通俗点
说就是一个班级中有些“东西”孩子们都
知道，都认同，都能践行。如果我们要践
行学习共同体的理念，就应该让每个小组
的成员首先学会相互关心。

在我观察的一节四年级数学课上就
有这样的画面：

情景一：教师让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
讨论出示的问题时，有个男生说：我看不
到。于是同组的女生帮他读题，并且每读
一句都适当解释一下……如此耐心、细致
的帮助，如果没有和谐的伙伴关系肯定是
做不到的。

情景二：教师让做完题的学生讨论，
我观察的小组中，1 号和 2 号学生还没有
写完，4号女生最早写完，3号男生也写完

了，于是4号对3号说：我们先说吧。然后
他们互相交流了看法。这本是很平常的
一个交流过程。课后我才知道，3号是一
个轻度自闭症患者，刚来学校时几乎不说
话。如果不是教师私底下介绍，我完全没
有关注到他的“不同”。可以看出，教师在
平时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引导中，一定特别
关注孩子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情景三：一个组员发言完毕后，通常
会谦逊地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
不同意见会真诚地说：我想反驳。如果有
补充会友好地说：我想帮他说得更完整一
些……我想，如果只是一个互动交流的模
式，可能经过几天强化培训，孩子们就能
做到。但像这堂课上，孩子们发言提问时
的真诚语气绝不是几次强化培训就可以
达到的，一定是教师平时在教育教学中一
点一滴引导渗透的结果。

良好的倾听是保障

当学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
后，接下来需要更多关注倾听的问题。倾
听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次向别人学习的
过程。没有倾听，就没有课堂上完整的学
习过程。要想培养孩子的倾听习惯和能
力，教师首先要有倾听意识和行为。

在《对小数除法的新看法》这堂课上，
我们总听到授课教师说：“他刚才说的重

点是什么？”在教师刘丹的数学复习课上，
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话：“能不能把刚才
两个同学的发言结合起来说一说？”这就
是教师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倾听习
惯和能力。

相较于倾听别人，有些孩子总是更乐
于表达自己，也有一部分孩子不知如何倾
听，这就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在学习共同
体的课堂上，我们常听到教师说这样的话：

“听听他的发言与我的有什么不同”“他的
发言对我有什么启发”“注意倾听别人的观
点及他使用的语言”……长此以往关注学
生的倾听，他们才会慢慢养成倾听的习惯。

真诚的互学关系是本质

在这次所观摩的几节课上，我看不到
教师讲授的痕迹，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之
间互相学习。学生能够互学的前提，除了
建立互相倾听的关系，同时也与教师在课
堂上的定位有很大关系。

在学生主体的课堂上，教的作用体现
在哪里？当然更多的是倾听、串联和反
刍。教师在关键之处适时介入是非常有
必要的。有人说，教师的教学是放风筝而
不是放天灯；还有人说，教师的作用是引
向深入，并能拉回正轨。

所以，当学生的发言与教师的提问

不相符时，我们在耐心听完之后还要告
诉他注意倾听；当学生的发言表述不够
清楚时，我们可以请其他学生用自己的
话再讲讲；当学生的发言比较分散时，我
们可以请其他学生将其串连在一起再说
说；当学生的理解不够深刻时，我们可以
让他们回到文本或开展小组讨论；当学
生的交流停留在同一层面时，我们可以
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发他们深入思
考……总之，我们心里要时刻拉着风筝
的“线”。当良好的倾听关系建立起来，
教师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后，在学习共
同体的课堂里，孩子之间的互学关系也
就水到渠成了。

在教师林文生的课堂上，他给了学生
大量时间进行组内学习讨论。林文生说，
孩子间的互学互助是天性，如果课堂不给
足时间是无法做到的。而且，后进生的困
难点并不相同，所以要留较多时间进行组
内学习。课堂上更应该关注人的进度，而
不是知识的进度。

在学习共同体的课堂中，我们更多改
变的是教育教学的理念，而非统一的固定
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时刻铭记：我们不
是教数学、教语文，而是教孩子学数学，教
孩子学语文。我们在每节课上都不能把
学生当成一个模糊的集体，而是要当成一
个个鲜活的个体。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小学）

信息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和操作性较
强的学科，基础教育阶段的现实情况是，
信息技术课时少，学生因家庭环境、教育
经历等因素在能力方面有一定差异。为
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教
师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学会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适
当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
兴趣浓厚时，注意力特别集中，思维特
别敏捷，能够将潜在的学习能力发挥
出来。

那么，应该创设怎样的情境？一个小
技巧是，使用学生熟知的内容。

在教学中，如果只是单纯地按照教材
提供的资料创设情境，学生可能会因为不
了解而感到枯燥乏味，学习积极性不高。
选择大多数学生熟知的、感兴趣的内容创
设情境，能够很容易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乐于学”。

例如，在学习 Flash（动画创作软件）
动画制作时，我就是利用学生比较感兴
趣的神舟飞船发射来创设情境的。首先

向学生展示飞船发射过程的一个动画，
然后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导入新课，接着
讲解动画制作的过程和方法，给学生提
供多种素材，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进行选择，动手完成一个动画，最后对
优秀作业进行展示、讲解。整节课，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很高，兴趣也
很浓厚，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探究式学习与演练法相结合

探究式学习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
教学方式，体现了新课改的理念。

演练法是教师讲述并演示操作步骤，
学生跟着一步步操作，这种教学方法在以
往的计算机教学中经常使用。

信息技术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许
多专业术语、概念和程序是不需要学生
深入探究的。在操作类教学中，可以让
学生先掌握一种简单易懂的操作方法，
其他方法可以根据学生的差异因材施
教。必要时，教师可以直接给学生演示，
学生跟着练习。

在教学实践中，将探究式学习与演
练法相结合，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周折，

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动脑思考与动手实践相结合

在信息技术课上，常常出现学生盲目
操作、毫无目的练习，最后稀里糊涂小结
的情况。学生虽然动手实践了，但结果却
是浪费时间、效率低下。教师可以让学生
学会先动脑思考，找出具体的操作方法，
然后再动手实践，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所学
的知识。

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环节，缩短讲授
时间，给学生提供思考的空间，给出足够
的时间动手操作。操作过程就是知识应
用过程，也就是能力提升过程。如果说，
教学生怎样想是“明于心”，那么教学生怎
样做就是“致于行”。

例如，在“画图工具使用”一课中，让
学生自己先试着使用画图工具，了解每一
种工具的使用方法，遇到问题互相讨论，
使课堂变得轻松、高效。只有让学生有时
间、有条件思考并实践，才能锻炼他们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当然，课堂中既要提高操作的有效

性，也要重视操作结束后学生之间的交
流与反思。

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能力是一种能积极改变自己、
改变环境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在教
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多设计一些让学生运用知识展开想象解
决实际问题的环节，从而培养他们的创
新能力。

如在用画图软件教学生画各种基本的
圆形、方形时，内容简单，学生很快就能掌
握。如果让他们用圆形、方形组合其他图
形，比一比看谁的最多、最美，学生会展开
丰富的想象，通过动手、动脑组合成熊猫、
圆桌、人物头像等图形。这样的任务不仅
让学生巩固了所学知识，还培养了他们的
创新意识。

总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是教师始终追求的目标。只要我们
不断探索并运用各种适合学生的教学方
法，就一定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用“三种关系”构建好课

观课笔记

让学生爱上信息技术课
课堂策 □王广刚

□陈丽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