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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笔记

单元目标是单元教学的目的和

归宿，它回答了学科某一领域“我们

要将学生带到哪里去”的问题。单元

学习“到哪去”这个问题需要明确，这

首先说明单元目标不是现成的，学科

课程标准、教材内容等仅是单元目标

的可靠来源，但它们不是单元目标，

单元目标应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情

所制定的指向学生真正理解的“应

知”与“应做”的预期结果，是对课程

标准与教材内容的整合和提炼，也是

对“我教的这一班学生”学情的核查

与厘定，表明教师对单元教学的审慎

态度与理性认知，是教师作为课程创

造者的第一证据；也说明单元目标涉

及教育的价值性追问，即“为什么要

学习”“学习对于学生有何意义”，课

堂时间毕竟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如

何将学习价值最大化，主要取决于我

们对学生“学什么”及“学到什么程

度”的目标决策。

价值性可谓单元目标的第一属

性。那么“学什么最有价值”就是学

习在复杂情境中解决真实问题的能

力。这是各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内

涵，其中既包含学科某领域事实性

信息、基础知识和技能等浅层目标，

也包括建立在一般知识和技能基础

之上的规律性认识、策略、规则和模

型等深层目标。要学生解决问题，

前提是需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思

维方式，回答“如何解决”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单元目标的价值

性也可以说是实用性，学的东西有

用，用得上，且用得有效果，这在很

大程度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数学家怀特海所说的“惰性知

识”其实就是没用的知识，学生不知

道这种知识何时用、怎么用以及为

何用，知识就成了人身上多余的脂

肪。解决实际问题，学生需要“活的

知识”，拒绝“惰性知识”，而这两种

知识产生于教师对单元目标的价值

定位，教师有什么样的目标价值观，

学生就有什么样的学习结果。

结构性应是单元目标的第二属

性。目标是有层级的：宏观上讲，教

育目的、课程目标、教学目标三者是

一种自上而下逐层细化的关联结

构，这种结构强调教学目标与课程

标准的一致性，内含教师制定教学

目标的常规思路；中观上讲，学段目

标、学期目标、单元目标是学校层面

学科教师对学科教学的整体规划与

统筹，体现一种由长远观照近期、由

近期回应长远的目标网络，它需要

学校学科教师通力合作，结合校情

集体研讨、绘制；微观上讲，单元目

标、课时目标是学科教师为落实学

科核心素养所做的最终谋划，呈现

一种为便于学生学习“由一化多”的

目标体系。不难看出，从教育目的

到课时目标是一揽子系统工程，其

中单元目标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

用。而要回答“我们要带学生到哪

儿去”的单元目标问题，必须一步步

厘清教学目标的来处，找到学生认

知发展的各个节点，从而进一步回

答“到了那里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而这正是学科育人的“育化”过程。

具体性则是单元目标的第三属

性。研究表明，教师将学习目标表

述得越清楚，学生越能投入到实现

目标所必需的努力中；学生越明白

成功的标准，越能看清和悦纳达到

标准所需要的特定行为。这强调的

正是目标的具体性，目标越具体，包

含的要素越多，所传达的信息越清

晰。按照美国课程专家安德森的观

点，目标的核心要素有两个，一个是

表明核心知识的名词，一个是陈述

认知过程的动词。认知过程动词要

求以认知心理学明确可操作的表现

性动词代替模糊的心理动词，如用

解释、概括、说明、分类、推理、阐述

等行为动词代替“理解”，这样“带学

生 到 哪 儿 去 ”的 问 题 才 会 真 正 清

晰。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则将目

标中的动词分为两类，一类是上述

行为动词，即学生“具体做什么”；一

类是表明习得性能的动词，即学生

“最终会做什么”，如演示、执行、完

成、创作等，将目标指向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这与我们新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的精神是一致的。此外，

目标要素还包括完成目标的情境、

条件、程度等，以进一步明确达成目

标的具体标准。也就是说，陈述良

好的目标本身就是评价成功的标

准，这就是目标的可测性。单元目

标做到可操作、可测评，才能真正回

答“带学生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外，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对

教学目标的阐述，单元目标还要具

有综合性，即每条目标需要整体考

虑课程核心素养，既要有所侧重，又

要有机融合，避免生硬、简单罗列核

心素养。无论怎么说，单元目标的

这些属性都强调的是单元目标在单

元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只有准确、明

确回答“到哪里去”的目标问题，才

有考虑“怎么到哪里去”的可能，这

正是美国课程专家威金斯提出“逆

向设计”的原因所在，以终为始，以

终求策，既简化教学路径，确保预期

结果的实现，又变教为学，满足学生

思维发展的真正需求。

（作者系特级教师、河南省郑州

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特级教师谈教学·卢臻③

单元教学的核心：单元目标

本报讯（记者 康丽）“传统文化

教育虽然在各地蓬勃发展，但依然存

在教育目的狭隘化、教学内容碎片化、

教学方法迷失化等问题。因此，需要

一线教师探索出能推广、可复制的传

统文化教育模式。”3 月 21 日至 3 月 23

日，由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外语教育

学院、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国教

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主办，由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学校联办

的第三届“子曰”传统文化教育讲坛举

行，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

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勇在讲

坛上表示。

“本次讲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主线，贯通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高

中教育，做到学科渗透与融合，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工

作。”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汤丰林在开

幕式致辞中介绍了讲坛的主旨。

3 天的研讨，与会教师围绕“绿水

青山”主题，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

线，上出了一堂堂精彩的展示课。来

自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研修

学院、北京市平谷区教育研修中心、北

京市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的专家

针对 15 个课例进行了剖析和点评，共

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

有效路径。

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

学校承办的子讲坛创新了表现形式，

以“庙会的奇幻之旅”为主题，以沉浸

式戏剧故事作为主线，串联了 22 个社

团，现场嘉宾按照从主会场拿到的线

索分为4个组，进行不同线路的“猜谜+

探秘+戏剧情境体验”。

这种创新也体现在讲坛内容的

设置上，据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外语

学院院长邸磊介绍，本次讲坛在原有

基础上特地增加了学前讲坛，使幼儿

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得以全线

贯通。

3 月 21 日的中学讲坛设置了红色

教育、整本书阅读、文言文、戏曲、家风

教育等分讲坛，通过不同文体的课堂

教学，立足乡土文化，盘活区域特色，

重视整本书阅读。

北京市门头沟区京师实验中学教

师高梦伟、北京市朝阳区北京中学教

师白慧洁、北京市大峪中学教师王琢

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赏现代诗歌 抒家

乡情怀》红色教育课堂、《故乡》整本书

阅读课堂、《品三峡山水 探古人情怀》

文言文课堂。

针对高梦伟的《赏现代诗歌 抒家

乡情怀》，门头沟教师进修学院研修员

李玉兰认为这节课有三点突破：一是

突破单篇教学，一堂课梳理了四篇文

章；二是突破课堂，不仅在课堂中学习

诗歌，而且从课堂走向生活，是生活中

的语文；三是突破了教师的讲解，由学

生来主导课堂，分享体验与创作。

“教师能够从学生真实的学习问

题和情境出发，引导学生思考地域文

化的传承，他们还分为两个小组，一组

赞成、一组不赞成，有理有据，带领观

课者一步一步向文化传承的长河迈

进。”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初中教

研室主任杨彩云表示。

3月22日的小学讲坛设置了神话、

文言文、语文实践活动课、古典诗词等

分讲坛，旨在基于小学生的特点，打通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北京市门头沟区京师实验小学教

师张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

小学教师马敬、丰台区西罗园第五小

学教师陈雷分别执教神话教学课《赏

神 话 魅 力 传 民 族 精 神 —— 精 卫 填

海》、文言文课《司马光》、语文实践活

动课《古人谈读书》，让学生感受到精

卫填海的精神，更学会了读书的方法。

“如何在课堂上落实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各个学段、各个学科承载的使

命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学生

的认知特点，把本学段学生的特点融

入进去，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由形象

思维到抽象思维，让学生的思维随着

不同学段不断攀升，最后达到真正的

教育目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研修

学院副院长宋淑英点评说。

第三届“子曰”传统文化教育讲坛在
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形成共识——

好课要上出文化味
和家国情

与学生一起“找春天”
近日在朋友圈刷到了一位同事

分享的语文课堂实录，无意间打开一

看，瞬间被吸引：内容是语文特级教

师孙双金在一次教研活动中上的一

节观摩示范课，教学内容是统编语文

二年级下册《找春天》。我一口气将

一个半小时的完整视频看完，不由感

叹：观此一节课，胜教三年书！感受

颇多，收获颇丰。再回顾这一节课，

可能主要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三个

问题：一是怎样让二年级学生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二是怎样引导学生展

开想象，进行正确思考？三是怎样让

二年级学生动笔写作？现在单以朗

读教学一个侧面，品悟孙老师的教学

艺术。

孙老师自称“孙大圣”，他对学生

说读书有三种水平：念、读、诵。最基

本的水平叫“念”，什么叫念书呢？孙

老师示范：“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

们几个孩子……”就像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一点感情都没有。第二种

水平叫“朗读”，读得正确、流利还有

感情。最高的水平是什么呢？就是

朗诵。怎样才叫朗诵呢？孙老师开

始范读《找春天》，孙老师的范读确实

感情充沛、抑扬顿挫，让学生真正见

识了最高的读书水平。然后孙老师

让学生评价他朗读是什么水平？

生：“诵的水平。”

师：“你来评价一下诵和读有什

么不同？”

生：“有感情”“有停顿”“有的声

音强，有的声音弱”……

师：“哪个小朋友和老师一样来

读一读？”

生：“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老师引导：“春天来了，春天来

了，第一个春天来了，是告诉你身边

的小朋友，春天来了。第二个春天来

了，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对不对啊？

那就可以大声读！”

师生齐读：“春天来了，春天来

了。”（老师读第二句声音更高，把手

放在嘴边，要告诉所有人的样子，学

生也把声音提高了许多）

孙老师又让全体学生起立分两组

转向两边，继续引导“第一个春天来

了，是大声告诉你的同桌。”学生读得

很大声。“第二个春天来了，是要告诉

所有的人好不好？”学生又用最高的声

音告诉所有的人。随后还让同桌之间

你对我、我对你，互相练一遍朗诵。

孙老师这样的引导不仅让学生

能够清楚地区分两个“春天来了”在

朗读中的变化，还让所有学生很快融

入课堂，在老师引导下进入高水平的

朗读训练。同时，孙老师也抓住这个

良好的开端，顺便总结、过渡到第二自

然段的学习：“朗诵和读的最大区别是

什么？要有变化。还可以加上你表

演的动作，是不是啊？那第二段谁来

读一读？”

学生朗读第二段：“我们几个孩

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

去寻找春天。”学生将“脱掉、冲出、奔

向”读得比较快，老师问为什么？学

生的回答直接折射出孙老师前面指

导朗读的成果——“这是因为他们是

跑出去的！”孙老师对第一自然段的

朗读指导就是一个“领”的过程，他巧

妙地将课文与实际情境联系起来，让

学生在真实语境中感悟情感，进而将

感情融于课文，通过朗读抒发出来。

第二自然段则是一个“靠”的过程，学

生学以致用，联系情境感悟阅读方

法。“领”得到位，“靠”得适时！

课文第三段“春天像个害羞的小

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找

啊，找啊！”孙老师又是怎样指导学生

朗读的呢？

孙老师让一名学生到前面做害

羞的动作，指点做到动作要抿着嘴、

用手捂住脸。然后教师开始读，让学

生集体表演害羞的动作，读到“躲躲

藏藏”时，教师一启发，学生都藏到桌

子底下了。有了动作的配合，学生的

朗读更加入情入境，就连最后“找啊，

找啊”都逐渐慢下来了。

此时全班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

了起来，他们为了达到最高的读书水

平，结合动作和语调变化，读得特别

用心、特别卖力。当然，通过朗读，课

文的意思也不需要讲解，全都心领神

会了。

在孙老师的循循善诱中，二年级

学生读出了我教过的学生从未有过

的水平；在孙老师独特的朗读教学方

法下，二年级学生轻轻松松学到了正

确又便捷的朗诵方法。

怎样学语文呢？很多人在思考

这个问题，也在探索着各种高效的途

径。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用哪种方

法，都要让学生借助课文学自己的语

文。朗读何以成功？那是因为在朗

读的那一刹那，朗读者就在表达自己

的情感。语文课怎样上呢？当语文

课本中的课文成为孩子自己的生活

经历，一切是否就感同身受了呢？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靖边县第十小学）

□ 黄新凯

学生“错着错着就对了”
□ 姜德俊

教学反思

资讯

在以往的教学中，往往存在一种

偏颇的认识：数学知识就是告知方

法、做法，会做了就学会了。于是，教

师在教学中舍不得花时间放手让学

生大胆尝试、经历知识形成的过程，

比如去画一画、摆一摆、做一做。“纸

上得来终觉浅”，告知了，学会了，但

没过多久就忘了，因为没有体验的学

习不是真正的学习，未经体验的数学

知识，在学生心中也很难留下什么痕

迹。在数学教学中，我们关注教学结

果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知识的形成过

程：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数学活

动，在体验中理解，如何让数学课堂

的魅力展现出来，让学生喜欢上数

学？这是数学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下面以我执教的《圆的认识》一

课中“画圆”的教学片段展开分析。

片段一：

1. 圆规“画”圆初尝试

师：孩子们，生活中的“圆”我们

并不陌生。今天同学们可以借助圆

规在纸上大胆尝试画一个“圆”，看谁

画得有模有样。

学生很认真，开始借助圆规“画”

圆。

在巡视中，我发现有几种不规则

的圆：有凹进去一块的圆，有凸出来

一块的圆，有大缺口不能封闭的圆。

2. 谈“画”圆体验

师：同学们，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大家的作品，这是“鼓肚子圆”，这是

“瘪肚子圆”，这是“大豁牙的圆”（学

生大笑），看来用圆规要画出一个完

美的“圆”还有难度。不过不要紧，第

一次用圆规“画”圆，难免不尽如人

意。请大家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

生1：我觉得刚才画圆时，圆规两

条腿张开大小没固定好，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生2：画的时候，圆规的针尖没扎

稳，移动位置了。（学生边说边比画）

师：同学们分析得很好，你们在

“画”圆时，最难的是哪一个动作？

生 3：旋转的时候最难，一旋转，

不是点动了，就是圆规两条腿不听

使唤。

师：旋转时动作不协调，旋转时

你手持在哪里？

生4：抓在了圆规的腿部。

师：难怪，手扶着圆规两条腿，张

开大小就会发生变化，现在觉得旋转

时手应该持在哪里？

生5：手应该不碰圆规两条腿，抓

着圆规的头帽旋转。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教师小结：学生反思中抓住了几

个关键——首先把圆规的针尖扎稳

不动，定一个点；然后把圆规两腿距

离定一个长度不变，抓住圆规的头帽

旋转，旋转时要自然流畅。画圆看似

简单，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课件动画出示画圆的方法，边画

边总结画法：定点、定长、旋转一周。

师：同学们按照这种“规矩”再次

画圆，边画边说画法，看看这次画得

怎样。

学生画出了一个个很“规矩”的

圆。

片段二：

1. 捕捉课堂生成，妙笔生花

师：我发现一位同学没有按我们

总结的方法画圆，画得也很完美，了

不起！一起来欣赏他是怎么画的？

（学生露出惊叹神色）

学生展示画法：圆规针尖扎稳，

固定圆规针脚长度，圆规不动，旋转

纸张。

学生惊叹，赞美！

师：这位同学真有创意，巧妙避

开了旋转一周的难度，改为旋转纸张

一周，很完美。

2. 引发认知冲突，悟出智慧

师：如果我们用这位同学的方法

在黑板上画圆，能行吗？

学生恍然大悟：不行，要旋转黑

板，要几个人抬着黑板旋转。

师：如果要你们用这种方法在

地面上画一个圆，岂不是要旋转地

球。我们为这位同学的创意点赞，

不过生活中还要看我们的创意是不

是都合适。

3. 激活思维，引发创造

师：如果让你在操场上画一个大

大的圆该怎么办？

生1：砍两棵大树，制作两腿长长

的大圆规来画。

师：厉害了！古代发明圆规就是

用两根树棒捆在一起，但这个土制圆

规发明好了，怎么运到操场，要多少

人来旋转？

生2：一个小朋友站着不动，根据

画圆的大小决定手拉手的学生人数

多少，绕着这个同学旋转一周。

生3：在操场上钉下木楔子，用线

绳量好需要画圆大小，一端系在木楔

上，一端旋转就画出圆来。

在片段一中，由于许多学生都

是第一次使用圆规，难免画出来的

圆各式各样。教师让学生自主分

析、同学帮着分析原因，正是学习过

程中的自我审视，让学生真正经历

知识习得从不会到会的过程。在学

习过程中不怕学生出错，正所谓“错

着错着就对了”，画着画着就会了。

“鼓肚子圆”“瘪肚子圆”“大豁牙子

的圆”都是基于学生已有认知基础

的“杰作”，让学生从“失败”中审视

自己的思考过程，体验从失败到成

功的快乐。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让

学生用大脑思考、用眼看、用耳听、

用手做、用嘴说、用身体去经历、用

心去感悟，才能发现数学学习的魅

力，才能“画”出“规矩”的圆来。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动作

是智慧的根源。教师如果没有放手

让学生大胆“画”圆、大胆谈自己体会

的过程，就没有片段二中学生为规避

转动圆规容易出错而改为转动纸张

“画”圆的创意，就没有教师及时捕捉

到的课堂生成，没有“砍大树造圆

规”、手拉手画圆、“木楔子拉绳”创造

圆的奇思妙想，更不会有为圆各部分

名称圆心、半径、直径的认识奠定学

习基础。

数学特级教师吴正宪说：“任何

高明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的操作，

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中发生的，并随

着活动深入而得到发展。”只有“做”

才能获得真知，才能让假想、猜想转

化为学生的思维火花。

（作者单位系新疆拜城县第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