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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现
场
有
故
事

特别策划

课堂上，每天都会发

生一些师生之间

有价值、有意思的故事。在

有限的方寸之间，面对学生

各种新奇的想法以及天马行

空的思维方式，教师如何创

新自己的教学方法，培养学

生的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

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本期，我们走进几位

优秀教师的课堂，寻找课堂

育人故事的意义和价值。

学生教我当老师学生教我当老师
□ 李建锋

踏入 9 月，我的教学生涯进入了

第 12年。且行且思，教会我当好老师

的除了专家、同事以外，还有一群最重

要的人，那就是我的学生。

学生教我学会尊重

刚毕业那会儿，为了让学生知道

大气压的存在，我在课堂上演示了覆

杯实验。

于是，我把一张塑料片覆盖在空

杯的杯口上，然后翻转过来，询问学

生：“松开手，塑料片会怎么样？”

“会掉下来！”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

接着，我在纸杯中装满水，把塑料

片覆盖在杯口，将杯子翻转后，塑料片

却没有落下。随后，我追问学生：“塑

料片为什么没有掉下来？”

这时，小东迫不及待地喊道：“这

还用说吗，肯定是被水粘住了啊！”

这个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

好怯怯地解释：“当杯内没有水时，由于

塑料片的上下方都有空气，塑料片在重

力的作用下掉了下来；当杯子装满水

时，塑料片的上方没有空气，下方有空

气，是大气压把塑料片托了起来，水没

有这么大的黏性力。我们把大气对处

于其中的物体产生的压强叫作……”

还没等我说完，小东的质疑声打断

了我：“老师，塑料片肯定是被水粘住了，

如果水是被大气压托起来的，那为什么

没有塑料片时，杯中的水却要掉下来？”

…………

我忘了这节课是怎么上完的，只

记得回到办公室后，我忍不住向同事

吐槽小东的另类想法。

可等我冷静思考后，在笔记中写下

了“羞愧”两个字。课堂上，我总喜欢听

到学生正确的回答，每当学生的回答偏

离我想要的答案时，总会第一时间找另

一个学生来补充，直至出现正确答案。

所以，以前学生问我：“声速为什么

跟频率无关时”，我只是简单粗暴地告诉

他：“超声波和次声波都属于声，声在空

气中速度都是一样的，大概340米/秒。”

而从未思考过这可能是学生因为概念

之间的相互干扰产生的相异构想。

第二天，我给学生演示了真空罩

中的覆杯实验，随着空气被抽出，杯

口的塑料片掉了下来。包括小东在

内的不少学生释然了。

感谢学生教我学会尊重，尊重学生

真实的想法，才是对课堂最大的尊重。

学生教我学会质疑

汽化有沸腾和蒸发两种方式，通过

沸腾的实验和烧开水的生活经验，学生

很容易理解沸腾是一个吸热的过程，但

不容易理解蒸发的过程也要吸热。

为了说明蒸发需要吸热，教材设

计了两个活动：先让学生把酒精擦在

手背上，体验手背的感觉；然后把酒精

涂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观察温度计

示数的变化，再引导学生分析得到“液

体蒸发要吸热”的结论。

在一次公开课上，当我用这种方

法进行教学时，学生却提出了疑问：

“酒精擦在手背上，感觉到凉凉的也有

可能是因为酒精的温度比人的体温

低；温度计示数的下降也同样可能是

因为酒精的温度比玻璃泡的温度低。”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声，我只

好用温度计测量了酒精的温度，发现

酒精的温度果然要比人的体温低，也

略低于室温。

…………

在课后的研讨中，我们在分析各

版本教材的设计后，沿着学生的想法，

改进了液体蒸发要吸热这个知识点的

教学，将其设计成一个探究实验：第一

步，让学生读出温度计在空气中的示

数，让学生知道此时温度计测量的是

教室的温度；第二步，用温度计测量酒

精的温度，温度计示数稍微下降了一

些，证实酒精的温度略低于室温；第三

步，引导学生猜测，如果将温度计从酒

精中取出，温度计示数会如何变化；第

四步，将温度计从酒精中取出，学生观

察发现温度计示数急速下降，最后慢

慢上升回到室温；第五步，引导学生进

行科学论证，理解液体蒸发要吸热。

这样的设计让液体蒸发吸热这个难点

实现了真正的突破。

正是学生的这次质疑，才让我带

着批判的眼光分析教材。感谢学生教

我学会质疑，质疑平常“轻车熟路”的

教学，才能不断优化教学方法！

学生教我学会反思

在教学“测量平均速度”这节课时，

我和大多数老师一样，通过情境引入新

课，直接给出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

器材和实验步骤，最后要求学生按照步

骤进行实验并完成实验报告。

在批阅学生作业时，我发现学生

都能较好地写完实验报告。

然而，在反思一栏中，爱思考的小

雅写了这样一句话：“老师，用手推动

小车，给小车一个起始速度，也可以测

量出小车在水平面上运动的平均速

度。为什么要选择斜面来研究小车的

运动呢？小车在斜面上的运动速度越

来越快，明显是加速运动，为什么我们

还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呢？”

这是多么深刻的反思啊！它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我的教学问题。

在探究实验时，实验器材经常“空

降”，这既让学生感到突兀，又丧失了

蕴含其中的教育功能。其实，经历实

验器材的探究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

深度学习。可是，我为什么没能思考

这个问题呢？

我想，最关键的原因便是我的教

学本质上还是在“教教材”，导致学生

只是“按方抓药”，依葫芦画瓢地完成

实验，没有领悟科学研究方法，思维能

力也没能得到提升。

为了解答更多的“小雅”困惑，我

学会了俯下身来认真反思，重新设计

了这节课：通过创设区间测速的生活

情境，用小车替代汽车，长木板模拟区

间测速的公路，引导学生如何测量小

车的平均速度，明确实验原理；接着，

启发学生思考“如何让小车运动起

来”，通过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白用手

直接推动小车很难保证每次起始速度

相同，所以我们选择同一个倾斜面，从

同一起点静止释放小车，保证多次测

量平均速度的准确性；最后，变验证性

实验为探究性实验，重点让学生设计

实验方案探究小车下滑的运动特点。

至此，实验器材的引入顺应情境，斜面

模型的建构符合探究需求，实验方案

的设计突出育人价值。

感谢学生教我学会反思，反思学

生所思所想，才能创造性使用教材！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龙城天成学校）

这是五年级下册的科学课，是沉浮

单元的总结课。我在上课的过程中穿

插了阿基米德鉴定王冠的故事：

古希腊有一个国王，叫工匠替他打

造一顶金王冠。工匠的手艺非常高明，

制作的王冠精巧别致，而且重量跟当初

国王所给的黄金一样重。可是，有人向

国王报告说：“工匠制造王冠时，私下吞

没了一部分黄金，把同样重的银子掺了

进去。”国王听后，也怀疑起来，就把阿基

米德找来，要他测定王冠里掺没掺银

子。阿基米德想了好久也没有想出办

法，每天饭吃不下，也不洗澡。他妻子看

他太脏了，就逼他去洗澡。他在澡堂洗

澡的时候，脑子里还想着称量王冠的难

题。突然，他注意到，当他的身体在浴盆

里沉下去的时候，就有一部分水从浴盆

边溢出来。他兴奋地叫起来：“我想出来

了，解决王冠的办法找到了！”于是他进

王宫后，对国王说：“请允许我先做一个

实验，才能把结果报告给你。”国王同意

了。阿基米德将与王冠一样重的金子、一

块银子和王冠，分别一一放在水盆里，看

金块排出的水量比银块排出的水量少，而

王冠排出的水量比金块排出的水量多。

阿基米德对国王说：“王冠掺了银子！”

孩子们围绕阿基米德的鉴定过程

议论不休——

“金的密度大，而银的密度小，因此

同样重的金子和银子，必然是银子的体

积大于金子的体积，所以同样重的金块

和银块放入水中，金块排出的水量就比

银块的水量少。”大多数孩子理解了其

中的道理。

科学课代表提出了异议：“可是金

和银的密度相差并不是很多，更何况工

匠也不敢掺进去太多的银，所以相同重

量的金子和王冠排出的水的体积也相

差不多。阿基米德生活在公元前200多

年，那时的测量还没那么精确，况且在

实验中也会有误差存在。”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机灵的捣蛋

鬼说：“阿基米德真幸运，要是他不用澡

盆洗澡，而是淋浴，根本想不出来这样

的办法！”“对！”很多人表示赞同。

好问的小家伙也凑了上来：“老师，

王冠上面有没有空心的球？要是工匠

打造几个空心的金球装饰在王冠上面，

那么王冠排出的水的体积也会增加

的！”我真被问倒了！公元前200多年的

古希腊，工匠有没有打造空心球的技术

呢？那时的王冠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这样，单元总结课变成了故事研

讨课。

先解决简单的问题吧！阿基米德

想出检验的办法，是幸运而已吗？现场

百度这个故事的具体情节，孩子们有不

少新发现：阿基米德关于浮力的研究已

经有一定的基础并在继续研究中；接到

国王的任务后更是走火入魔一样的思

考；他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别人不曾注意

的问题……学习委员总结：“正像数学家

华罗庚说过的，科学的灵感，绝不是坐等

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领域的发现

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

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

再搜索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王

冠是什么样子，一看，全班学生都笑翻

了：就和我们现在用柳条编的花环差不

多！哪来什么空心球啊？我们多虑

了！哈哈哈！“如果真能打造空心球，那

真是把阿基米德也难倒了！”我这样一

说，大伙又笑了起来，“但是刚才这位同

学能想到空心，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说

明他沉浮单元的知识学得很扎实。”

“那么，之前课代表对能否鉴定得

出真假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呢？”大家纷

纷陷入了沉思。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智多星张同学灵光一闪：“比较王冠和

金块排出的水量，确实可能是很接近

的。但是我猜阿基米德可能会把两次

排出的水分别倒进细长的类似于量筒

的容器中，这样两个细长的容器放在一

起一比，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水位的高低

了吗？”顿时，掌声响起！“这和温度计的

发明是一个道理！”班长补充道。

下课铃声即将响起，我总结道：“虽

然老师不能完全还原当年阿基米德鉴

定王冠的过程，但是大家在这个故事中

学到了什么呢？”

“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

“见微知著的态度与方法！”

“用学到的知识可以解决一些生活

中的问题。”

学生的这些质疑，这些感悟，不正

是科学教育的追求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龙游县西门小学）

一堂地理课上诞生的明信片一堂地理课上诞生的明信片
□ 沈爱花

作为一名初中地理教师，与其他

学科教师一样，践行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使命。如何提升学生的元认知

能力，认识到地理对其个人生活乃至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激发他们对

地理保持长期的学习兴趣是我在教学

中不断探索的方向。

记得那是在多年前的“开学第一

课”上，当我绘声绘色地向一群刚升入

初中的学生描绘学好地理的图景时，突

然一位男生充满疑惑地问我：“老师，我

能一下子说出很多文学家、数学家，或

者画家、音乐家，可我实在想不出古今

中外有哪些地理学家，是不是学好地理

后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啊？”彼时的我有

点懵，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地理学家不

计其数，眼下这孩子竟一无所知，我心

有不甘地向其他学生提问，期望于这只

是个别现象。然而所有的孩子都面面

相觑，课堂陷入一片沉寂。我无奈地报

出了几位地理学家的名字：“洪堡、魏格

纳、李四光、竺可桢……”这时候，有几

个孩子神色豁然开朗，“我之前在科普

书上读到过魏格纳的故事，他提出了大

陆漂移学说”“我知道李四光是著名的

地质学家，原来他还是地理学家”。只

是这种共鸣限于少数的几个孩子，大部

分孩子仍然游离在外。

初中地理课程的育人目标是引导

学生学习对生活和终身发展有用的地

理，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时代新

人。这与培养地理学家的目标是有所

区别的，所以不必人人都急于成“家”，

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都属于基础性教

育和普适性教育。

当然，我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自己

所教的学生中不可能诞生地理学家。

同理，学生也有必要知晓几位地理学

家的事迹。于是我打算设计课堂上列

举的几位地理学家的系列书签。为了

扩大这套书签的传播范围，我选用电

脑设计，继而批量印刷成纸质版后送

给孩子们。可惜当时的我只会使用

WORD 软件的常规功能进行简单的

图文处理。历经几番尝试，我设计的4

枚书签还是效果平平。于是，我请教

学校信息技术老师。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同事的帮助下，我终于能使用AI

软件制作出一套颇具设计感的书签

了。孩子们通过这套书签，不仅记住

了许多地理学家的名字，还了解了他

们的丰功伟绩。即便常规的考试不涉

及这些，但我认为这些内容在课程育

人目标的落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了

更多的设计题材，例如“七大洲与四大

洋”“世界气候类型”“我国主要少数民

族”“我国主要地形区”“我国传统民

居”“二十四节气”等。有些仍然适合

用书签的形式呈现，而有些则需要用

图幅更大的明信片作为载体。于是，

我继续钻研 AI软件，不断解锁新的技

能，设计并印制出数量可观的地理明

信片。

明信片是有宽度的，它包罗万象，

尽现天地之大美；明信片是有厚度的，

它引人入胜，传递文明的磅礴与厚重；

明信片是有温度的，它春风化雨，连接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张张别具风格

的明信片拓展了地理课堂的外延，升

华了地理教学的内涵。除了书签所具

备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以外，明信

片还有更多的互动功能，学生可以在

其背面写上各种感想、思考、困惑等内

容投递至我专属的邮箱，也可以贴上

邮票，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甚至陌生

人，以“片”会友。明信片给了孩子更

广阔的学科视野，也给了他们更丰富

的学习体验。

每每教师节来临，我的办公桌上总

是叠满了一叠明信片，有表达对老师感

念的，也有表达对地理热爱的。其中一

位孩子提议能否由她来设计明信片的

内容，我深受启发。恰逢闵行区第六届

“文来杯”创意地图大赛，我在比赛的宣

讲中强调，优秀作品会制作成明信片作

为纪念品。孩子们听罢，顿时欢呼雀

跃。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他们经历了方

案设计、搜集资料、实地考察等，最终呈

现了一幅幅颜值与内涵并存的创意地

图作品。

我校朱越校长曾说：“每个学生都

是灿烂的烟火，每个孩子都有创新的

潜能。”在有限的方寸之间，通过一丝

不苟、一以贯之的创新，为我们的地理

课堂带来了无限的妙趣！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七宝中学附

属鑫都实验中学）

一节数学课上的一节数学课上的““攻攻””与与““守守””
□ 高崇辉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核心

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新样态越来越

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记得在一次教育大会上听过这样

一句话：不把学科背后丰富的内容生

动地介绍出来，不把学生放到课堂的

中央，这样的课堂就只有“思考”没有

“感悟”，只是“教书”没有“育人”。这

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开始探索怎

样巧妙地将素养目标融入自己的教

学，让学生能够掌握知识的同时又能

锤炼自己的品格。

《三角形内角和》是四年级下册

的内容，是教师常上常新的课，在教

学这节课时学生打乱了我原有的教

学设计，向我提出了“挑战”，我也没

有退缩，抓住这一契机，在“攻”与

“守”的几个回合中，将学生的学习不

断引向深入。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的积极

思维往往是由问题开始，又在解决问题

中得到发展的。上课伊始，我组织学生

画出不同类型的三角形，让他们通过量

一量、算一算，大胆猜想三角形的内角

和是多少度。猜想本身就是学习的动

力，这就掀起了学生积极思维的小高

潮。就在学生有点小窃喜的时候，我借

机向学生介绍法国著名数学家帕斯卡

发现并证明三角形内角和 180°的故

事。听完故事，学生都迫不及待地拿起

学具尝试帕斯卡的操作过程。然后利

用拼一拼、折一折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猜

想的结论是否正确。在整个探究过程

中，学生仿佛穿越时空，零距离与历史

上的数学家进行“对话”，增强了学习的

信心，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三角形内角和180°这一结论的成

功探索让学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课堂

教学任务也将完成。就在这时，一个学

生高高地举起小手向我提出了问题：

“老师，刚才我们是通过独立思考、小组

探究的方法证明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

的，但我心里还是有疑问，仅仅通过量

一量、折一折、拼一拼的方法来证明三

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这些方法真的

可靠吗？您总说数学需要严谨，我们的

方法科学严谨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培

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敢问、善问、会问不

一直是我的教学追求吗？

于是，我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

质疑抛给了学生。学生在网络中找到

了我国当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质疑三

角形内角和 180°的故事，并呈现在大

屏幕上。这时他们俨然成了我的老师，

有模有样地带领我及其他同学思考、学

习……学生看完后知道了多角度思考

问题的重要性，学习的结论也随之而

来。“量一量只能证明三角形的三个内

角的度数和大约是180°不是一个准确

的度数。”“折和拼的手段科学、合理，但

刚刚视频播放的故事让我想到折和拼

的方法也只能起到观察上像是平角，像

180°。”新的认知并没有影响孩子们对

知识的获得，却让他们明白了数学学习

到一定程度，不一定是对结论的质疑而

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也真切感受到陈省

身那种穷追不舍、孜孜以求探索真理的

精神。

学习永无止境。在本节课即将结

束时我告诉学生，同一内容在不同时期

也会承载不同的功能，以后我们还会继

续研究三角形的内角和，也会感受不一

样的证明方法，认识不一样的历史人

物，同时呈现古希腊评注家普罗克拉斯

把三角形的三个角转换成两个直角，说

明三角形内角和一定是 180°的故事。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活动，让学生知道一

个知识点的学习不能止步于此，一节课

的学习绝不是这个知识的终结。所以，

教师就是要让学生带着对新知识的思

考和学习的兴趣走进课堂，带着新的疑

问和探究的欲望走出课堂。

总之，学生的有效质疑为数学课堂

注入一股清澈的泉水，有了它，课堂如

同磁石般富有吸引力，成为学生流连忘

返的殿堂；有了它，课堂将更加精彩又

赋予了新的情趣。师生在这样共同经

历成长的过程中，走向深度的教与学。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泰山小学校）

单元总结课
变成了故事研讨课

□ 余菊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