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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防控疫情的需要，在家上

学成为学生成长的“刚需”。自教育

部门发出“停课不停学”通知以来，

各地迅速行动，整合各种资源架设

的“空中课堂”成为学生居家学习的

主阵地。

学生在哪里，课堂就在哪里。

但一种担心随之而来，在实施过程

中，一些网课有点变味了，线下的

课堂教学方式被完整复制到线上，

部分空中课堂有了“线上满堂灌”

的倾向。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现状？

空中课堂，育人功能不能空。

生活即教育。空中课堂需要的不

是一“智”独秀，其特有的育人功能

不能空。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

大公共危机，对于正在经历中的学生

而言，更是培养其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教育契机。疫情背景下“停课

不停学”的“学”，从学习方式上说是

沉浸其中，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学”。从学习内容上说，既是学科知

识的“学”，又是信念和媒介素养的

“学”、生命和心理健康的“学”、公共

安全和自我防护的“学”、责任担当和

感恩的“学”。

作为疫情重灾区武汉的一所中

学，我们引导学生用研究的眼光看待

正在发生的历史，除了学科知识，还

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形成自己的

观点。

学校用云端开学典礼、升旗及网

上开班会等形式，增强教育的仪式

感。冉冉升起的国旗、校旗，见证师

生内心涌动的爱国爱校之情；即兴诗

句“共在线上探新知，济胜相约把校

还”的勉励，体现共克时艰的豪情；

“读书声、家国情”主题班会的讨论，

让学生领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

道理……

同时，教师面对疫情也敞开课

堂：历史教师引导学生将新冠肺炎与

中外历史上重大疫病防治的背景、特

点、应对措施和影响进行对比；数学

教师和学生一起建模，分析预测数据

走向，预测发展趋势；化学教师用项

目学习的方式，与学生一起探讨气溶

胶如何传播病毒以及家庭常见消毒

剂的正确使用；心理教师开通心理援

助热线，开展学生心理应激调试，从

人文的角度去思考生命……

空中课堂，适当留空不能少。“停

课不停学”的初衷，就是在打好防疫

战的前提下，满足学生源源不断的学

习需求，但“停课不停学”也要防止在

落实和执行过程中的异化和走偏。

一些学生手机中塞满了各种在线教

育软件，整天紧盯屏幕赶网课、打卡、

传学习视频……一切被塞得满满当

当，“不停学”演变成了“不停地学”。

为了把更多的学习自主权和时

间交给学生，学校在鼓励学生开展自

主学习、探究学习、问题学习、项目学

习的同时，尝试在空中课堂以“留白”

的形式实施“五个一”工程：组织“防

疫小能手”知识竞赛，与家人一起比

一比；推介居家健身项目，与家人一

起动一动；围绕“疾疫无情，人间有

爱”主题征文，与家人一起写一写；组

织“艺起携手，共克疫情”书画网展，

与家人一起画一画；发起“同舟共济，

疫中同行”歌曲创作大比拼，与家人

一起唱一唱。

因为疫情，空中课堂承载了特殊

而厚重的教育使命。我们既不能“满

堂灌”，也不能“灌满堂”。如何发挥

好空中课堂的育人功能，是对教育工

作者一个新的挑战。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第四

十九中学）

架起有温度的“空中课堂”
□ 肖建锋

课堂策

语文教学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如何把

语文课上得有语文味。我结合多年听课

及教学感悟，认为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

有学生意识、取舍意识、语文意识。

首先，有学生意识，以学定教。教

育教学要以生为本，这样的观念似乎人

人都懂，但在具体教学中，落实得并不

好。有的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重点考虑

的是如何将教学内容上完，忽视了学生

的学习状态。

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应以学生

实际状态为制定教学目标的依据、实施

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同时，教师应对学

生有三次解读：教学设计是对学生的一

次解读，要了解学生已经会了什么，还

缺什么，学习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学生

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教学过程是对学生

的二次解读，要对学生生成的资源进行

捕捉，并巧妙地提炼和再造，引发深度

学习；教学反思与重建是对学生的三次

解读，下课铃声并不代表一节课的真正

结束，课后要及时对本节课进行反思，

重点梳理教学预设与学生实际状况之

间的差异，并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调整

原来的教学设计。

其次，有取舍意识，课文只是例

子。课文只是例子，依附于这个例子的

教育教学任务可能会有若干，但在一节

课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根据教材、

学生情况有所侧重和取舍。例如习作

课《锤炼思想，学习写得有文采》，湖南

省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师黎奕娜确定的

教学重难点是：能欣赏文质兼美的表

达，让表达具有真正的文采。

除此之外，本节课还渗透和训练多

种表达手法——生动的词语、灵活的句

式、巧妙的修辞、文句有意蕴等。但一

节课不能平均用力，黎老师重点要训练

学生的是“如何使文章有文采”，也就是

要训练学生怎样把文章写得漂亮，让读

者赏心悦目。同时，要引导学生避免将

“有文采”误解为词句华丽，让他们通过

学习体会语言和思想的密不可分。黎

老师这节课的教学做到了围绕重点大

胆取舍，正因为有了大胆的“舍”，本节

课的所“取”才会更深刻更有效。

最后，有语文意识，语文课堂里要

有“语文”。以《乡愁》为例，教师教《乡

愁》一文，一是要让学生能够理解乡

愁。什么是乡愁呢？许多人的理解就

是对家乡的思念，我们的学生基本也都

这样理解。这样固然不错，但是有些简

单。余光中的理解就具体化了：乡愁是

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

票，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乡愁是一

湾浅浅的海峡。在理解了诗人诗化的

乡愁后，教师要让每个学生说说自己对

乡愁的解读，让诗歌唤醒学生的乡愁意

识和乡愁情绪。接着再引入流沙河的

解读：乡愁是一种思而不得的情感。于

是，乡愁成了一种惆怅，一种遗憾，一种

刻骨铭心的思念。

二是要读出“诗歌”。余光中用诗

表达自己的乡愁。而诗的语言、诗的节

奏、诗的旋律、诗的空间、诗的艺术，这

就需要朗读、品味和推敲。为什么是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不是“母亲

在那头，我在这头”？这些必须用诗心

去悟读，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诗中有

“诗”的诗。短短的一首诗，一直连接到

3000 年前的《诗经》，赋比兴在里面，重

章叠唱在里面，“昔我往矣”在这里，“少

小离家老大回”也在这里。

三是要读出“语文”。语文课堂，尤

其是诗歌教学，绝不是讲语文知识，做

语文题目，而是要有语文的学习活动。

课堂上，教师要花许多时间进行语言的

揣摩：“小小的”还是“大大的”？“窄窄

的”还是“宽宽的”？“矮矮的”还是“高高

的”？“一枚”还是“一枚枚”？“一张”还是

“一张张”……在这个过程中，品味语

言，玩味语言，积累语言，是语文；把握

思路，解读结构，重建文本，更是语文。

语文教学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教给

学生某种语文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

是通过一篇篇凝聚着作者灵感、激情和

思想，代表人类精神财富的文学作品，潜

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情感，影响学生对

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并积淀成

为学生精神世界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最终造就学生的健康人格。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渭南市瑞泉中学）

语文课堂里的
“语文”

□ 马立峰

•教学背景

《有趣的实验》语文习作要求学

生能在真实的实验过程中观察、判

断、思考，借助实验记录表，有序、精

准、生动地描述实验情境，培养学生

“留心生活、观察生活”的写作习惯，

促进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

•教学实录

一、读提示，明要求

师：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

起学习习作 4。请同学们打开书本，

轻轻读习作提示。（课件出示习作 4

课文截图）想一想在写作内容、写作

方法上有哪些要求？用笔画下来。

生：我知道这次要我们把实验的

经过、结果写下来。

师：你真会读书，一下就抓住了

写此类文章的重点。

生1：我知道可以写科学课上的

实验，也可以写自己设计的实验。

师：当然，我们也可以写其他人

做的实验。

生2：我知道要边观察边记录。

师：这就是习作方法。

二、学例文，知方法

师：其实，五六年级时我们也学

过此类文章，《天火之谜》和《夜晚的

实验》。（课件出示《天火之谜》和《夜

晚的实验》的课文截图）

师：读这张记录表，你发现了什么？

《天火之谜》

实验经过

1. 做风筝

（拴、结、系）

2.放风筝

3.捉雷电

实验结果

风筝犹如

云海里的

小 舟 ，颠

簸、摇晃。

纤维“怒发

冲冠”地竖

了起来。

实验结论

雷电只是

普普通通

的放电现

象。

生：我发现了实验的经过很清

晰，很简单，主要写准动词。

生1：我发现了这里使用了拟人

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实验结果非常

生动。

（出示《夜晚的实验》记录表）

师：读这张记录表，你又发现了

什么？

生 2：《天火之谜》写了一次实

验，而《夜晚的实验》写了四次实验，

前三次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但表述

方法不一样，最后一次用了比喻的修

辞手法，读起来非常有趣。

（出示两张记录表）

师：请你跟同桌交流一下，看着

这两张记录单，你有没有找到把实验

写好的小技巧呢？

生3：实验经过有序，在写实验

经过时要用准动词，实验结果生动。

三、做实验，抓素材

师：今天我们也来做一个实验。

看，这就是实验的主角——一个生鸡

蛋，有人说利用一张纸，能让鸡蛋从

高处摔下不碎，你相信吗？（PPT出示

实验要求：利用白纸让鸡蛋从 1.5 米

左右高度落到地面）

（学生猜想）

生：怎么可能，肯定碎了。

生1：既然是老师说的，有可能

是真的。

师：大部分同学对这个实验表示

了质疑，但实践出真知，只有自己尝

试了才能知道实验是否为真。下面，

先独立思考你的做法，然后四人小组

讨论，一个人实验，一个人填写观察

记录表，其他同学调用五官仔细观

察。老师已经为每个小组准备了一

张白纸和一个鸡蛋。

师：哪个组愿意谈谈你们的做

法？可以边说边演示，并说说为什么

这样做。（此处可以用乒乓球代替鸡

蛋，引导学生有序地描述实验过程，

并且动词使用要准确）

生2：我先让白纸变得柔软，然

后用纸紧紧包裹住鸡蛋，就像给鸡蛋

穿了一件保护衣，最后猛地松手，鸡

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重重落地。

生3：我先拿好鸡蛋，然后把纸

的四个角都粘在鸡蛋上，给鸡蛋做一

个降落伞。

师：刚才老师发现你在做的时

候，一直迟迟不让鸡蛋落下，这是为

什么呢？

生3：因为害怕鸡蛋会摔碎。

师：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此处

学生的动作会有许多变化，教师要及

时关注、发现最典型的）

师：接下来，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

验证这个说法，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

观察。首先这张纸要叠一下，就像我

们在家折飞机一样，把相邻的长边和

短边对折，对折之后再把多余的纸折进

去，折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就折好了。

生4：这个纸很薄，能保护鸡蛋吗？

师：你表示了怀疑。当然，老师

需要把折好的纸固定一下。（教师用

胶带固定住三角形的纸）同学们觉得

这样就行了吗？这怎么跟鸡蛋联系

在一起呢？是把鸡蛋直接放上面吗？

生5：这样肯定不行，是不是要

把鸡蛋装进去？

师：是的，这里有一个口，把它打

开，就像一个小漏斗一样，然后把鸡

蛋放进去，就完成了。

师：谁能用精准的动词来描述老

师刚才的实验步骤？

生6：老师先把一张纸相邻的长

边和短边对折，再把剩下的纸折进

去，折成一个三角形，然后把鸡蛋竖

着放进去。

师：现在老师只要一松手，让鸡

蛋自然落到地面上就可以了。这个

鸡蛋落下去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呢？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验证一下！

师：“砰”的一声，鸡蛋碎了吗？

在揭示答案之前，老师想来采访一

下，老师准备扔鸡蛋的时候，你在想

什么？

生7：我非常紧张，心都揪在一

起了。

师：紧张得都摒住了呼吸。

师：这个鸡蛋有没有碎呢？老师

揭晓答案——呈现了一颗完好无损

的鸡蛋。（教师注意捕捉学生的语言、

动作、神态）

师：我看你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来说说看？

师：我听了你“哇”的一声尖叫，

你来说说看？

师（总评）：同学们通过语言、动

作、神态这些细节表明了你们的不可

思议。

师：实验做到这儿，你有什么疑问？

生8：我想知道为什么鸡蛋从高

处落下来不碎呢？

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播放视

频：鸡蛋放入三角形纸筒中后，鸡蛋

下方有一块空白，下落时三角形尖端

首先与地面接触，缓冲了地面对鸡蛋

的压力，这就是实验的原理）

四、列提纲，促表达

师：同 学 们 ，我 们 从《天 火 之

谜》和《夜晚的实验》学习到了如何

写清实验的经过、结果。请你再默

读学习单，又学到了什么描述实验

的方法？

生：我发现不仅写了实验的经

过、结果，还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师：看来我们不仅要写清实验的

经过，还要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心

理，这样会使文章更生动。

生1：我发现它的语言也比较有

趣，使用了修辞手法。

师：写作时，恰当地使用修辞手

法，会为你的作文锦上添花。

生2：我发现了《夜晚的实验》先

写失败的实验，最后写成功的实验。

师：你真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实

验也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

师：请同学们回忆两次实验，列

一个习作提纲。

师：下面，选择一个让你印象最

深的实验，根据你的提纲把实验情境

写生动、具体。

（学生写作，教师巡视指导）

•课后点评

点评人：常州大学附属小学副校

长庄培娟

这是一节有趣的课。这是一节

有意义又有意思的课。学生在课堂

观察、实验、判断、分析、概括、总结的

过程中，始终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

实验猜想不可思议，自主实验紧张不

安，实验失败反思质疑，示范实验专

注探究，实验成功欢呼雀跃，写作表

达津津乐道……学生全身心投入其

中，迸发出了学习的专注、实验的热

情与写作的智慧。

这是一节有根的课。这节课的

实验设计利用了生活中最常见的鸡

蛋和白纸，创设了生动有趣的实验情

境，引导学生体验一波三折的实验过

程。课堂从实验猜想开始，经历自主

实验验证过程，体验实验失败的内心

感受。接着教师传授实验的科学方

法，在示范实验中引发学生的实验兴

趣。学生进行第二次自主实验，再次

引发强烈的内心感受，最后通过视频

揭示实验原理，学生在恍然大悟中感

受科学知识的魅力。这样的教学过

程源于学生生活，引导学生经历和体

验活动的过程，引发了学生认知、情

感的激荡，丰富而生动的素材为作文

的表达赋予了扎实的基础。

这是一节有魂的课。这节课聚

焦学科本质，教学过程指向核心素养

的培养。这节课充分发挥了教材中

与“实验”有关的课文写作示例作

用。教师通过列表的方式，判断、概

括、总结出写实验过程的一般结构和

方法，明确有序、精准、详略得当、生

动具体是基本写作要求，培养了学生

的思维能力。基于写作中学生的实

际困难，教师将教学难点定位于观

察、体悟、描述实验过程中的动作、神

态与心理，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尤

为重要。因此，时时引导学生仔细观

察实验中的细微现象，处处提醒学生

体悟实验过程中转瞬即逝的心理体

验。通过这样的精准观察，不仅积淀

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更培养了学生用

眼察之、用心悟之的观察能力。

（作者单位系常州大学附属小学）

好课实录

便捷的学习在云端，
最好的成长在路上。

刘志永/绘

漫画课堂

有趣的实验
——我这样上一堂语文习作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实验经过

蒙眼睛

堵鼻子

翅膀涂油漆

堵耳朵

实验结果

轻盈敏捷地来回飞翔

飞得那么敏捷、轻松

没有影响蝙蝠的飞行

蝙蝠像无头苍蝇一样东

碰西撞，很快跌落到地上

实验结论

蝙蝠不是靠眼睛看方向的

蝙蝠不是靠鼻子辨别方向的

蝙蝠不是靠翅膀平衡方向的

蝙蝠靠耳朵辨别方向确认

目标

□ 曾 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