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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4月2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一年级统编教材新增设了“和大人一起

读”栏目。该栏目的设立，将课外阅读真正纳

入了教材体系。语文教师如果巧妙利用好这

个栏目，会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

人文素养，达到最佳的阅读境界。

调配合适的大人一起阅读

“和大人一起读”栏目的开设，其中很重

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营造家庭阅读氛围，倡导

家庭成员共同阅读。家庭阅读中放松、愉快

的阅读氛围会大大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今的父母带动孩子有效阅读已经不成问

题，不同年龄的父母都具备陪孩子读书的基

本素质，他们有能力和孩子共同开展阅读，

甚至还能和孩子聊聊与阅读内容相关的经

验话题。

比如，当读到与季节相关的内容时，大人

可以帮助孩子回忆一年四季曾经参与过的活

动，调动他们存储的记忆资源。回顾过去的画

面，孩子有了进一步的感知，对季节的区分就

不会那么陌生，然后再回归文字，读起来就会

有滋有味。

我们对“大人”的定位也要根据孩子的

特殊需要调配。有些孩子和父母共读的时

间不确定，父母外出打工、经常出差等因素

阻碍了他们和孩子的共同阅读。因此，大人

的选择可以是哥哥、姐姐、邻居，或是同学的

父母。

与大人一起读书，对于孩子来说是阅读

的起步，课本是基础阅读的最佳选择，但是

其内容远远满足不了孩子的阅读需求。除

此之外，课外阅读的延伸是重中之重，读儿

歌、读故事需要拓展相似内容和结构的儿童

歌谣，让孩子和大人一起继续共读、共唱，安

排时间让大人和孩子互相交流。这样互动

的结果是拓宽儿童阅读视野，共同提升阅读

境界。

另外，绘本成为当下优质的阅读资源，完

全可以作为家庭共读资源的有效补充。一年

级学生对绘本的兴趣浓厚，从入学开始，教师

这个“大人”就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引领孩子

阅读一些绘本，然后再提供合适的绘本书目，

带动孩子和家里的大人共同阅读。

与大人共读有策略

首先，体验提问、思考、交流的共读过程。

在共读过程中，大人设置开放性的问题

提问，是鼓励孩子思考的良性策略，鼓励孩

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发展孩子思维、锻炼

语言的好方法。阅读的故事如果以图片为

主，大人就要鼓励孩子看图说话，引导孩子

大胆想象，说清重要的句子，适当给予帮助

和鼓励。孩子和大人交流的过程，会让他们

初步形成建构故事主题的能力，达到阅读的

最佳效果。

其次，激发识字兴趣的共读过程。

和大人共同阅读，对孩子来说是为他们提

供了便捷识字的机会。通常，为了让孩子专注

参与共读活动，大人会带领孩子逐字指读，偶

尔也会根据孩子的识字能力，让孩子自己指

读。手指的动作，会引导孩子注意到每个字的

字形，在读出字音的同时，孩子会将听觉反应

的字音和视觉反应的字形慢慢对应起来，感官

通用。多次重复后，孩子自己主动识字的意识

增强，识字能力得到提升。共读，会激发孩子

识字的热情，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为阅读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故事复现的共读过程。

故事的复述是复现故事的过程，孩子还具

备如下特点：一个故事反复阅读，讲述许多遍

也不会觉得厌烦。通常第一遍，大人主讲，孩

子回答问题；第二遍，孩子给大人讲；第三遍，

大人和孩子一起阅读文字，轮流补白部分内

容；第四遍，大人和孩子共同合作复述，分角色

表演。复述故事的过程，是孩子建构合作意

识、提高阅读速度的过程，故事的复现共读，让

阅读的效果更有效。

探索共读新课型

在学校，根据条件和方式不同，还可以设

计不同的共读新课型：

第一，利用微课引领共读。微课导读可以

有效引领家长和孩子共同阅读具有鲜明特点

的文本。教师微课制作的目标可以集中一些，

形式多样一些，将有价值的文本信息通过整

合、调配呈现出来，供家长和孩子共同掌握阅

读技巧，有效参与阅读活动。

第二，实践体验展示共读。微课引领之

后，教师可以安排实践体验课，大人和孩子共

同进入课堂一起参与阅读活动。教师的身份

是组织者，在互动过程中创设阅读情境，师生

和家长一起完成共读。

活动中，独特的共读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有打擂台比赛读书的，有重新组遍文本内容

的，有说唱表演文本的……家长、孩子、教师共

同总结阅读经验，让亲子阅读更有趣。慢慢

地，孩子的阅读方式就会和大人同步，为自主

阅读做好铺垫。

第三，构建平台分享阅读。“和大人一起

读”这样的读书活动，互动群体是多样的，层次

是不均的，阅读后需要有跟进、评价、指导、修

正。因此，在家庭中大人和孩子共读的过程可

以制作成微课，在微信群里与大家分享，然后

大家共同提出意见再次修正。这样，既丰富了

学生的阅读经验，又开拓了学生的阅读视野，

增强了大人和孩子共读的热情，同时也提升了

他们的阅读素养。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洮南市教师进修学校）

与图书结伴 和大人共读
□田 蕾

课 事

不久前，我观摩了本校教师李昌龙的一堂

语文公开课《失街亭》。这堂课包含了诸多现

代课堂的要素，并折射出现代课堂的鲜明特

征。其中，提问策略的运用更是行云流水。

提问让课堂亮点突出

现代课堂不能没有高潮和亮点。由于文

本内容的精彩和李昌龙老师在提问策略上的

巧妙运用，课堂时常迸发出笑声和掌声，学生

别开生面的见解和李昌龙老师恰到好处的点

拨，掀起了阵阵高潮。其中一个高潮是有学生

针对李昌龙老师“失街亭，谁之过”的提问，亮

出了诸葛亮没有脱俗的新观点：诸葛亮因为当

时与马谡关系亲密，所以想让马谡建这个头功

是“事先沟通”好的，从马谡自告奋勇到诸葛亮

很快批准，并马上部署好辅佐马谡的人，以及

应对失败的种种方案，都说明马谡在私下就主

动请缨，诸葛亮对此也进行了充分考虑。从当

下“任人唯亲”“走后门”的一些现象来看，古时

候营帐前和营帐后的关联也符合中国式的人

际关系学，可见诸葛亮也没能免俗。

课堂的最大亮点是关于“三”的趣味探

讨。李昌龙老师在上课伊始和后来的课堂进

程中，都用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关注到这个巧妙

的数字，使大家领悟到，《三国演义》的书名就

含有“三”，里面还有许多关于“三”的故事，如

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三气周瑜等。更为重

要的是，大家还发现文本中暗含着能生动体现

人物个性的“三嘱”“三答”“三笑”“三哭”。这

些探讨引发了学生的普遍共鸣，创造出若干个

课堂兴奋点。

提问使课堂聚焦准确

为了凸显事件背后的原因，李昌龙老师

将焦点对准了“失街亭”的责任分析上，没有

套用“失街亭，谁之过”这种方式，而是科学提

出主线问题“失街亭，谁过大”，明确了马谡和

诸葛亮都有过错，有利于引导学生的全面思

考。为了让学生享受思维碰撞的过程，课堂

上还组成正反两方进行辩论，最后在小结时

大家达成共识：虽然街亭是在马谡手中直接

丢掉的，但主要还是诸葛亮感情用事、用人不

当造成。“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孔明的过失

更严重。

然而，李昌龙老师并未就此停步，他又提

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孔明审讯马谡时说

道：“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不

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了马谡身上吗？经过

热烈讨论，大家终于理解了，孔明之所以这样

说，是为了杀马谡而营造气场，奠定理由充足、

杀之有据的心理基础，并非为自己的责任开

脱。后来，他流下了自责、懊悔和痛苦的眼泪，

又在给后主的上表中“请自贬三等”，都充分说

明他承认了自己的重大过错。可见，课堂上科

学的提问能够显著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提问促课堂高效互动

课堂上，由于高效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形成了你争我辩、各抒己见的场面。学生的许

多发现、见解甚至疑惑都是李昌龙老师预先没

有料到的。比如，有学生提出：“天下人都知道

马谡傻，为什么偏偏诸葛亮就没发现？”其实，

这个问题很偏激。首先马谡不是傻，他的毛病

是言过其实加自负；其次，真正了解马谡这个

缺点的人也不多，文中提到了一个是刘备，一

个是司马懿。马谡在弱点暴露之前，也认识不

到自己“才疏力浅”的本质。但学生能提出这

样的疑问，暗含着“诸葛亮用人不当是由识人

不准造成”的判断，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有学生还现场挖掘了一个细节：马谡为

什么轻轻松松就立下“乞斩全家”的军令状？

李昌龙老师马上机智地运用“嫁接式提问策

略”，抓住这个现场生成的问题，让大家深入

探究，果然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这个举动既

表现了马谡的自负和轻率，更体现了他的精

明：首先可以堵住众人之口，毕竟自己是一个

从未有亲身带兵打仗经历的人；其次在关键

时刻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获取上司对自己的信

任；最后也许马谡认为，冲着两人的情谊，诸

葛亮不会真的就兑现军令状的内容，因为诸

葛亮曾经就没有兑现军令状——杀掉在华容

道放走曹操的关羽。殊不知，马谡的这点精

明害了自己，害了蜀军。

整堂课，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内心的

能量似乎都被一连串逻辑缜密的问题激活

了。在李昌龙老师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

是 主 角 ，都 在 表 达 着 自 己 对 问 题 的 思 索、

对答案的追寻和对文本解读的热情。现代

课 堂 的 价 值、意 义 和 生 命 力 ，就 这 样 荡 漾

在汩汩流淌的活水之中。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课

堂资源多，用心随采撷。

翻看那年的教案，当时随笔记

下的小事，如今看来颇有意思。

“元帅”名叫袁帅，是我几年前

所教毕业班级中的一名学生，担任

三年级（4）班政治科代表，学习成绩

优秀，为人忠厚老实，经常帮助同

学，人缘很好，大家都叫他“元帅”。

那年12月的一个下午，他们班

的政治课上，我打算上习题课，讲

讲“基础训练”。

由于前一天学校检查了作业，

发作业时，“元帅”发现有5本“基础

训练”找不到了，我也误认为是有

人专门不写作业，不交作业。课间

在办公室闲聊时不经意间说了出

来，谁知班主任随即到班里说了

“元帅”一顿。要知道，作业交不齐

是要扣班级量化分的，并要接受

批评。

当天，我到学校后突然想到，

一般情况下，学生们不会不交政治

作业，会不会是检查作业时抽出来

后没来及放回原处？于是，我到教

导处转了一圈，果然在桌子上看到

了三年级（4）班的5本“基础训练”。

一到班里，我就告诉大家 5 本

“基础训练”已经找到。学生们七

嘴八舌地说，班主任批评“元帅”

了，“元帅”还哭了等，纷纷为“元

帅”鸣不平。

科代表被冤枉了，如果处理不

好，就会让他丧失学习的积极性。

如何安慰？这不就是活生生的课

堂资源吗？

我连忙说：“同学们，我们在第

一单元学过的课文里有个重要的

观点——承担责任往往要付出什

么？”

学生们齐答：“代价。”

我又接着问：“承担责任，要付

出的代价有哪些？”

学生们齐答：“时间、精力、金

钱、惩罚，甚至责备等。”

我接着说：“同学们，我不经意

间与班主任聊起大家的交作业表

现是不恰当的，我们没有做好细致

的调查研究，使‘元帅’同学受到无

辜的批评，这就是‘元帅’作为科代

表承担的代价——时间、精力，还

有责备。我向大家表示歉意……”

当时，学生们听得都很认真，

教室里很安静。我相信，那一刻，

学生们对承担责任的代价，有了真

实的理解和感悟。

“‘元帅’蒙冤换取了全班同学

对责任代价的理解，同学们以后写

作业更要认真完成，及时上交。”我

趁机又讲道：“你们长大后，工作和

生活中也有被他人误解的时候。

这时要冷静对待，找机会解释，学

会沟通。或者，做好自己让时间来

证明……”

“元帅”蒙冤是生活的经验，是

青春的历练，是一种课堂资源，更

是给我的提醒和工作反思的契机。

我一贯奉行“我的课堂我做

主”，不轻易在班主任面前反映学

生的课堂表现和学习情况。这件

平凡的小事提醒我，作为科任教师

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会得到他们

的深深爱戴。试想，如果我不趁机

引导学生，就可能会使“元帅”在班

级失去威信，丧失工作信心，甚至

会对学习这门课没有兴趣。

“师者也，教之以事喻之诸德

也。”不怕丢面子，教师要用爱心尊

重爱护每一个学生。教师犯错了

也要勇于承认，课堂才会更加和谐

温馨。

教室是允许出错的地方，教师

和学生皆如是。课堂上，教师应超

越规章制度和分数，以生命在场的

姿态，点化、润泽、唤醒学生；上真

实的课，不作秀、不跟风，让每一个

生 命 在 教 室 里 都 开 出 一 朵 自 由

之花！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唐河县基

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元帅”蒙冤
□剧爱玲

观课笔记

好课堂要“善问”
□刘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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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才是法宝，不是给
孩子们“规定”，而是引领他们
发现“规则”。

课堂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