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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穿新鞋，走新路，利用新教

材，上出新教法？“创课”打响了第

一枪。

开学第一周，我们推门听课。

上课的是今年刚毕业的李老师，

她执教的是统编语文教材第一课《天

地人》。

“天、地、人，你、我、他”，教材上

的生字在屏幕刚一投出，孩子们便熟

络得像见到了老朋友，个个都能直呼

“其名”。

“看来你们早已认识了这些‘朋

友’，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呢？”

“ 去 操 场 玩 ！”一 个 男 孩 高 兴

地说。

男孩的建议引“爆”了全班，孩子

们群情激昂。李老师满足大家的要

求，与全班孩子一起来到了操场。

“我看到了‘天’，它是蓝色的！”

李老师仰面而望，高声而呼。接着，

她又低下头，欣喜道，“我看见了地，

它是……？”

“它是黄色的。”李老师话音未

落，学生便接过话茬。

“我看见了你们每一个人，他

是……？”未等李老师说完，一个女孩

摇动羊角辫，马上接语“他是无色的”。

听完，李老师来到女孩身边，躬

身探问：“我没有颜色吗？”

“是的。”羊角辫女孩抬头望了望

李老师，童声童气地说，“你第一次给

我们上课，我是不认识你的。所以，

你在我的心里是没有颜色的”。

“现在呢？”

“现在你有一点儿‘灵魂’的颜

色。”

“为什么呢？”说着，李老师蹲下

来，与她目光平视。

“因为我看到你的眼睛里有我，

你的眼睛很漂亮，就像我的眼睛，里

面有自己的灵魂。”羊角辫女孩见蹲

在面前的李老师含情脉脉地看着自

己，顺势追问：“李老师，我是什么颜

色的呢？”

“你是我未来女儿的颜色！”说

完，李老师揽她入怀。

……

“李老师，李老师！”一个男孩见

状，兴奋地说：“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好

吗？”

“好啊！”

“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站成一

个‘人’。”男孩说：“我们对着天地喊，

我是‘人’！”

于是，操场上一个个“人”，一个

个顶天立地的人，仰望天空，俯视大

地，自由呼喊：“我是人！”

“请继续我们的游戏吧。”李老师

把游戏引向纵深，“我把自己躺成

‘人’”。

操场上，孩子们也躺成一个个

“人”。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李老师

说，“怎样摆个造型呢？大家想办

法。”

孩子们议论之后，在“人”与“人”

之间，两个同学横躺成“等于号”。于

是，操场上出现了“人”=“人”=“人”=

“人”……的造型。

李老师又说：“我们是一个人。”

于是，“一撇”“一捺”，师生一起

躺成一个“人”。

接着，李老师和孩子们躺在操场

上，用身体“写字”，“字形”不断变换：

一会儿是“你、我、他”，一会儿是“你

=我=他”，一会儿又是“人=你+我+

他”。

……

下课了，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操场。这时，李老师请孩子们回头

望，“你发现什么不见了，什么还在？”

“‘你我他’不见了……‘人’不见

了……‘笑声’不见了……”孩子们

说，“‘天’还在，‘地’还在”。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地间匆匆的

过客啊。”李老师微笑着对孩子们说。

……

这节课很有创意，有这样几个新

突破：

第一，学习场域新突破。传统意

义上的教室，不再是学习发生的唯一

场域。课上，李老师解构了“教室”，

建构了学习场域。这种变化，本质上

是一种人文空间的构建。只有心里

装着学生的教师，才能创造新的学习

场域，缔造新的学习境遇，焕发教学

新思维与新创举。例如，孩子惊人地

发现“人是无色的”，又如师生以地为

纸，用身体“写字”，共同创造“你=我

=他”“人=你+我+他”。再如，面向

未来已来的 AI 教育，即便是人工智

能教育的长项也只是长在“知、记、

读、背、算”等初级认知，而“想象、情

感、沟通、合作、审美、思辨、创造”等

高级认知却是其短板，李老师很好地

弥补了AI教育“短板”的不足。学习

场域新突破的本意不是让我们模仿

这节创课，而是提醒我们：为了实现

一种新的教学可能，必须不断尝试不

可能。

第二，师生连接新突破。无疑，

李老师的课最大的亮点是“创造与学

生的联结”。

首先，李老师从情感上“创造与

学生的联结”。显然，羊角辫女孩

最初说的没有颜色就是心里没有

感情的隐喻，师生感情是零基础。

那么，教师怎样与学生建立情感连

接？那就是教师与学生以心交心

的 言 语 对 话 ，以 心 印 心 的 肢 体 对

话，水到渠成地创立了与孩子的连

接，发出了“你是受欢迎的，你是值

得我爱的，你是我心目中要生养的

孩子”的美好信息。当然，对话是

一个意外的相遇，更是一场探险。

教师与学生因对话而连接、生情、

开放、融通，进而在未来成为一个

感情丰富有素养的人。

其次，李老师从情趣上“创造与

学生的联结”。课堂上，李老师不是

跟着自己的教案走，而是始终跟着学

生的情趣走。正因为孩子们的情趣

被激发，所以在每个教学环节都能看

到学生的潜能在迸发。

再次，李老师从无畏上“创造与

学生的联结”。由于李老师没有任何

以前经验的束缚，因此她灵动地让自

己成为面对教学情境不确定时的勇

敢者，寻求备课范围之外的经历与体

验。她主动走出课前精心准备的“教

材、教案、教法、教具”等诸多舒适区

域，不断访问新地方，倾听学生的不

同想法，分享学生各自的观点。

最后，李老师从创造上“创造与

学生的联结”。这里的创造指课上开

展的游戏。课堂上生成的“创造与学

生的联结”的游戏，使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第三，认识自己新突破。我们怎

样才能在认识自己上有新突破？那

就要相信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天生都

是哲学家，他们朴素的童真距离自己

最近。李老师在与孩子一起玩“我=

你=他”“你+我+他=人”的游戏中，

我们认识了自己——人，是靠自己站

立于天地间；人，就是每一个“你我

他”，“你=我=他”，人人平等。其实，

我们若能像这节课一样以朴素的情

怀看待自己、对待他人，就是在“认识

自己”方面有了新突破。“我”不想改

变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我”想拯救

的只有我自己，“我”只追求一份灵魂

的安详。事实上，每个人能做到的也

只有拯救自己。但是每个人的救己，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世。

下课了，孩子们发现操场上的

“‘你我他’不见了，‘人’不见了”，但

是“天”还在，“地”还在。“我们每个人

都是天地间匆匆的过客”。在发现、

思考、清醒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启

蒙的种子不知不觉播撒在每个人

心中。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随着季节轮转，孩子们又向着新

的学习目标启程。

一次，学习了《怎样做自然笔记》

后，二年级的孩子们 Get 到了新技

能，不禁跃跃欲试。一场关于研究对

象的讨论开始了——

“老师，我建议研究大蒜，我家的

大蒜都发芽了，放在水里就能长。”

“研究大蒜没难度，太简单了。”

“我们研究郁金香吧，网上就有

卖的，它开的花很美。”

“你们女生更喜欢一些，我们男

生觉得没意思。”

“研究蚕怎么样？我们后面还会

学习一篇课文——《蚕姑娘》。”

“同意！不过我没见过真的蚕，

它真的能吐丝吗？”

“它会不会咬人？”“我们可以好

好观察它怎样长大。”

……

经过一番讨论，孩子们最终决定

让蚕成为他们自然笔记的“主角”。他

们打算共同养蚕、观察蚕，并细心记录

蚕的点点滴滴。在等待幼蚕和蚕卵到

来的日子里，孩子们一板一眼地忙碌

着。小组分工，查资料了解养蚕的注

意事项，上网找图片认识蚕的样子，读

课文《蚕姑娘》了解蚕的变化过程……

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孩子们了

解到：蚕的食物是桑叶，不喝水；蚕不

能晒太阳，不能吃带水的桑叶；它的粪

便叫蚕沙，是一味中药，可以用来祛风

湿，止痛；蚕的一生要蜕皮4次，这是一

个循环的过程，从蚕卵——蚕虫——

蚕蛾，大约需要40天左右。

终于，孩子们在激动兴奋中迎来

了期盼一周的蚕宝宝。为了照顾好

这些“小不点”，孩子们在小组内明确

分工，有的负责保存桑叶，有的负责

清理卫生，有的负责喂食，把每项任

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孩子们的悉心照料下，蚕宝宝

一天天在变化，两周大的蚕已经长到

4厘米左右了，孩子们每天都会围着

它们认真观察、悉心照料，同时不断

完善自己的自然笔记——

青悠观察得特别认真：“我们小

组的蚕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在

它们又黄又瘦，完全看不出刚来时的

小黑样。它们的嘴巴小小的，如果你

细心点就能在头的最前面看到。3龄

蚕之前，我们都是细心地把桑叶撕成

大约2厘米的碎片喂给蚕宝宝。3龄

蚕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整张桑

叶给蚕宝宝了，它们的力气在变大，

吃桑叶的速度也在加快。它们爬的

时候，身体一拱一拱的，总愿意挤作

一团，不知是在取暖，还是在争桑

叶？”

负责保管蚕卵的意文在焦急的

等待中收获了惊喜：“两个半周了，我

们组的蚕卵终于孵出蚕宝宝了。刚

开始我很担心那些小芝麻粒大的蚕

卵会不会孵出新宝宝，但随着蚕卵由

黑变灰，再变成灰白，我的心里就充

满了期盼。终于小小蚕宝宝出壳了，

它们又黑又小，不仔细看，很难发

现。我太激动了！”

……

一份份用心书写、精心绘画的自

然笔记在眼前翻过，温暖也渐渐溢上

心头。当我看到班里的调皮大王小

溪，因为怕太阳晒到蚕宝宝，会把盒

子塞到衣服里，小心翼翼地时不时掀

开看看时，我为他的善良体贴而感

动；当我看到孩子们在小组里相互提

醒、合作喂养，为了蚕宝宝的健康长

大一起努力时，我为他们的团结友爱

而感动；当我看到平日里文静内向的

承熹激动地把随身携带了两个半周

才出壳的小蚕宝宝隆重介绍给大家

时，我为他的耐心、细心而感动。

蚕宝宝的身体日益强壮起来，孩

子们也在一天天成长，他们内心的小

美好在学习中萌生，这点点滴滴谱写

出了一曲动人的成长之歌！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市立新小学）

“三改”
改出学习新动力

□ 张桂琪

教学改革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关

键所在，围绕教学改革这个核心，学校通

过改善师生关系、改革课堂教学、改变作

业形式的“三改”行动，不断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升学校的育人效果。

改善师生关系。平等和谐的师生

关系是教学开启的前提。学校曾做过

一个问卷调查：仅有 25%的学生表示喜

欢老师。究其原因，部分教师忽视了教

学的情感因素，教学态度过于严肃，教

学语言过于严厉，教学要求过于严格，

导致学生害怕老师，害怕在课堂上发

言，始终处于紧张、压抑的学习状态中。

为此，学校构建以“尊重”为主题，

以“乐学”为特色的课堂文化，要求教师

尊重每一个学生，构建平等民主的师生

关系，用真挚的教学情感去感染学生，

用幽默的教学语言去感化学生，用和蔼

的教学态度去感动学生，让学生在课堂

上有“心理的安全”“心情的愉悦”“心灵

的自由”。

改革教学结构。合理高效的课堂

结构是教学深入的支撑。为了避免课

堂上教师的灌输式教学，学校提出“为

学而教”的乐学课堂教学要求，变“以教

为主”为“以学为主”，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变“教教材”为“用教材

教”，构建“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课

堂，“问题导向、启迪思维”的课堂，“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课堂，“能学不教、

以学定教”的课堂。

根据学科特点，学校教师反复实

践，语、数、英学科分别提出课堂教学新

模式：语文提出“四读四问”课堂教学结

构，坚持以读书为主线，以语言训练为

重点，读思结合、读练结合、读写结合。

即初读，感知语言，问写什么；细读，理

解语言，问怎样写；精读，内化语言，问

为什么写；熟读，积累语言，问怎样学

写。数学提出“三学三疑”课堂教学结

构，坚持以学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以

思维训练为重点，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即自学、生疑——

互学、质疑——导学、释疑。英语提出

“五学五练”课堂教学结构，让学生在

“听、读、说、写、用”的学习中，进行言语

交际的综合训练。

“为学而教”的乐学课堂，把学习时

间还给学生，把学习权利交给学生，把

学习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学习、

学会学习、快乐学习。这样的课堂，才

是适合的课堂，才是乐学的课堂，才是

高效的课堂。

为了把课堂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学校坚持校级公开课活动制度，每学

期校级公开课不少于 40 节。校长和教

师一起，聚焦课堂、研究课堂、改革课

堂、发展课堂，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学校还开展江苏省省级规划课题

“尊重文化关照下乐学课堂构建实践

研究”，结题后出版研究成果《乐学课

堂微创新》一书。

改变作业形式。轻量高质的作业是

教学成效的巩固。如何让学生从机械重

复的“作业堆”里解放出来，提高社会经

验，强化生活能力，增加阅读储备，2014

年以来，学校改变作业形式，将周四确立

为“无书面作业日”，摒弃传统的语、数、

英作业，改为德育践行、名著阅读、科技

制作、艺术活动、社会实践等5大类主题

实践体验作业，让课堂学习延伸到课外，

让学生回归到社会大课堂。

为了更好地延伸“无书面作业日”

的效果，学校又增加了“快乐星期五”和

“周二阅读日”活动，在周五下午专门开

设主题实践活动课，供学生交流、分享

周四主题实践作业成果，再次将课外学

习拓展到课堂学习，让每个学生都能在

学习—实践—交流的循环过程中体验

成功和学习的乐趣。每周二，科任教师

不能布置作业，课后时间用于学生阅

读，学校通过《读书手册》里的读书故

事、读书方法、读书欣赏、读书摘录、读

书心得等加以引导，有效提高学生阅读

效果，并让阅读收获再“反馈”到课堂学

习中，推动学生更好地学习。

其实，学生一旦爱上老师、爱上课

堂、爱上学习，就会有强大的学习动力，

有无穷的学习潜能，我们的课堂教学就

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而学校教

师的“三改”实践，正在证明着这一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季节里的成长之歌

□ 孙建锋

□ 李凌之

观课笔记

课堂策

课 事

感受向上生长的力量【点评】

在立新园里，各个年级的孩子

们都会围绕不同季节展开持续数

周、一系列的跨学科主题式学习。

在学习中，孩子们围绕学写“自

然笔记”这个目标任务，在充分商讨

的基础上，确定了“养蚕”的专题学

习。在接下来自主、合作、探究的过

程中，孩子们从明确分工到查阅资

料，从观察记录到体验分享，在蚕宝

宝一天天长大的时光里，他们也学会

了合作、观察、写作，还有问题的解

决，在貌似热热闹闹的“玩耍”之中，

学科目标也在悄无声息间达成。

把学习放置于一个大的生活

背景之下，让每个主题都与孩子们

的生活紧密相连，引导他们从兴趣

出发，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为他

们提供自由的学习时间和开放的

学习空间，充分给他们打造学习、

体验、交流的平台，这正是教师们

在课程变革中努力追求的。

在孩子们饲养蚕宝宝的过程

中，他们专注的眼神、小心翼翼的呵

护、充满童真的表达已经让我们感

受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这股力量

带来的是无限向上的发展样态，必

然推动着我们的教师、我们的课堂

迈向一个更加充满生机的春天。

（作者系山东省青岛市立新小

学副校长）

□ 王春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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