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听了一节高中地理课，主

要内容是“流域内的协调发展”，教师

以“贵州的一条河流上、中、下游发展

及其问题”作为“一境到底”的学习情

境。教师围绕情境，提供该条河流的

资料作为脚手架，进而针对性地设计

“问题链”。这也是高中新课标中提

倡的“在情境中，强化学生的思维训

练”，当下课堂“新常态、新样态”探索

的方向。

从教师的课堂设计看，这也是立

足于“美丽中国”现代视域下的学习，

学生通过学习，对于“流域内协调发

展”构建起结构化和关联性的认知。

课堂上，学生依据“学习支架”和“问

题链”参与学习和讨论，并分享自己

的观点，课堂气氛热烈。但问题是教

师在课堂提供的大量学习材料，是

10 多年前“该条河流利用及其问题

发生”的素材、数据，课堂上学生又基

于这些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并

提出相应对策。

我们先不说，学生通过学习对

“贵州这条河”会产生怎样的画像，10

多年前的该河流域产生的问题，今天

还是过去的“问题样貌”吗？显然不

是。河流流域发展初期暴露出来的

只管经济效益产生的资源利用问题，

无论政策层面还是公众生态意识、区

域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尤其是这 10 多年，是一个比以

往更快节奏变化的时代，法制、政策、

技术、资金、人才与大众环保意识与

本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

“河流及其流域”虽然变化相对

慢，但 10 多年后考虑的发展对策已

然发生变化。上海苏州河在10多年

前还在聚焦考虑消除“黑臭”问题，

而今天随着小鱼小米虾的进驻，在

思考“苏州河及其流域更高质量综

合发展”问题时，就该思考如何使这

里变成“宜居宜游之地”，如何基于

“历史积淀”的河岸文化挖掘和整体

综合发展上。由此，我们思考“选择

课堂教学情境时需要关注时间”。

时过境迁，不同时间，现实情境发生

了变化。

体 现 关 联 性 ，让 学 生 在 一 个

贯穿全过程的情境中经历思维训

练 的 过 程 ，是 一 个 培 养 学 生 素 养

的 很 好 的 建 议 。 教 师 寻 找 到“ 适

切”的情境，并依托它开发“学习

链”，对教师是一种挑战。客观来

说，相信本堂课教师为寻找“贵州

这 条 河 ”的 情 境 及 情 境 加 工 付 出

了“智慧和汗水”，也避免了仅将

情境作为“导入”的做法，的确也

是在推介“美丽中国”的理念。但

如果将“过时的素材”作为深度学

习 的 内 容 ，又 基 于 此 思 考 现 实 问

题的解决，这与新课标提倡的“创

设 真 实 情 境 ，发 现 并 解 决 现 实 问

题”的内涵是不一致的。

教师选择课堂教学情境时需要

关注时间，不是说“过去的情境素材”

不好用，经典的“鲁尔区发展”“纽芬

兰渔场变化”等依然可用，关键是出

于什么教学目标用、怎样用。时间是

有尺度的，将 10 多年放在历史长河

中考量就是“当下”，但对于“流域协

调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变化是可见

的，而且是普遍的。教师培养学生

“质疑和实证”的科学精神，需要在类

似创设“流域协调发展”情境时考虑

时间及其背景问题。

我们今天创设“中国雾霾问题”

的情境来学习“大气污染”，首先要有

一个纵横思维的考量，这不是“单纯

的大气污染”问题，问题的现实情况、

时代发展背景、人的视野与观念等已

经发生了极大“更新”。

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体现学科

的本质和价值，展示学科与社会的关

联，教师选择、创设“真实的情境”需

要关注时间，由于选择的时间不恰

当，并让学生互动学习，形成“过时问

题”思维，或低层次思维，其影响也是

需要关注的。教师赋能精彩课堂，更

好完成根本任务，需要根据情境选择

合适的时间。

类似于“纽芬兰渔场”的兴衰，今

天还不是“句号”，需要关注现实的变

化，尤其是创设“现实问题情境”时。

（作者系特级教师、上海市民立

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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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有效的语文作业
□ 吕西莲

语文作业是语文教学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作业应该有

多种类型，在学习活动的各个阶段发

挥不同的学习功能。在不同学习时

期，教师设计不同类型的作业，才会

更有针对性。

新课程要求语文作业能引导学

生关注生活，逐渐形成自主、探究、合

作的学习方式。新课程背景下中考

语文命题越来越贴近生活实际，重视

学生知识积累和整合能力。教师在

作业设计时应以趣味性、灵活性、开

放性和有效性为基本原则。可以有

以下多种类型：

积累型作业。积累型作业可以

让学生积累语言，丰富文化底蕴。语

言积累就是积累语言材料，积累美词

佳句、优美诗文。美国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格拉肖曾说：“涉猎多方面

的学问可以开阔思路，多抽时间读读

小说，逛逛动物园都有好处，可以帮

助提高想象力，这同理解力和记忆力

一样重要。”因此，积累语言是产生灵

感，实现语文创新的基础。

这种作业初一至初三都可设计，

重点是初一、初二阶段。教师可以让

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积累本，根据不同

学期、不同学段要求学生积累不同的

内容。初一、初二偏重基础知识积累，

初三偏重考点知识及答题技巧积累。

探究型作业。探究型作业旨在

丰富生活体验，培养探索精神，提升

综合素质。结合校本课程，教师可以

让学生搜集家乡民风民俗，探究传统

习俗形成根源；也可以在假期深入社

会进行参观访谈，就课本上学过的知

识中疑惑部分深入探究，弄清知识的

来龙去脉；还可以走进大自然进行考

察探究，效仿课本学写游记……这样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收集、处理资料的

能力，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

无字型作业。语文学科重在培

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根据语文学

科这一特点和初中学生已具有一定

的自律能力，可布置一定量的无字作

业。比如课前三分钟演讲，每学期读

几本书，观看相关影视作品，根据课

文内容编排话剧等，教师多布置这种

形式多样的作业，既受学生喜爱，也

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长短作业交替布置。根据语文

学科特点，作文、积累材料或练习题

一般为“短作业”，而搜集、整理材料

或探究型作业一般为“长作业”。例

如讲文言文时，教师要求学生整理词

类活用时，一般给学生一个月时间，

让学生把教材中出现的词类活用找

出来，再分析其规律，以表格形式整

理。学生每天只需要做几个词的整

理，这样不仅有助于记忆，而且通过

整理掌握词类活用的规律，从而学会

正确判断词类活用。

合作型作业。新课程要求培养

学生的合作能力，因此教师在作业设

计时可根据学科特点及教学要求，设

计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作业，使

学生学会与他人合作。例如班级手

抄报、调查报告、学科学习方法交流

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型作业。

在实施新课程标准的大背景下，

语文教师要以新课程理念为依据，确

立以学生为本、新颖有趣、学以致用

的作业观，不断探索，在实践中逐渐

丰富语文作业的形式。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渭南市实验

初级中学）

课堂策

特级教师谈教学·姚伟国①

创设教学情境需要关注时间维度

古诗词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中的

瑰宝。立足“文化自信”这一核心素养

的培养，小学古诗文教学如何在原有基

础上更进一步显得刻不容缓。

最近，我在本校上了一节古诗示范

课《夜宿山寺》。本单元的教学重点是

“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该

堂课旨在通过“情境朗读”，突破传统的

外部灌输、被动接受、知识符号的“浅层

学习”，基于此我引导学生通过情境性

激趣—情境性理解—情境性体验—情

境性诵读，在想象中真实感知古诗中所

描绘的意象，运用朗读，实现对古诗的

感悟，提升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语文综合

素养。

“古诗，该怎么学”，课前我反复思

量。朗读，是古人学习古诗词的基本方

法。新课标对第一学段的要求是“诵读

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

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

美”。因此，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古诗

学习应该“以读为主”。因此，我设计的

教学流程基本以读为主线，每一次读都

提出相对应的要求，要求步步提升。从

最初的读背景、诗人做铺垫，到读诗题

初步感知内容，到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读出节奏，读准韵脚，再到借助插图读，

想象画面读，最后熟读成诵。

有梯度的情境朗读像一把金钥匙，

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帮助学生感知

古诗的意境美，从而愿意用自己的声音

进行朗读演绎，切实提高了低年级学生

学习古诗的兴趣和感知能力。

“古诗，该怎么教”，课中我反复试

验。古人写诗最讲究炼字炼句，往往寥

寥数语即能生动传神。教师应该发挥

学生已有经验在古诗学习过程中的作

用，做到“放过”与“突出”相结合。例

如，在教学关键字词“危”时，我出示了

“危”字的小篆“ ”，引导学生观察“危”

的下面是一个跪着的人，缩手缩脚，看

起来很紧张，上面是一个站立的人，弯

着腿，撑着手，也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

子，然后相机提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

恐惧？这一横一撇是什么？”原来是（厂

hǎn，表示石崖），不论站在陡峭的山

崖，还是在山底抬头向上仰望，都足以

使人惊吓出一身汗来。“危”除了“危

险”，还有另一层意思，便是站在高处而

恐惧，后来引申为高的意思。所以，危

楼就是高楼的意思。借助汉字字理明

晰生字意义后，我让学生想象：“站在这

样的高楼之上，你会有什么感受？能带

着你的感受读一读这一句诗吗？”古汉

字就像一幅画，是中华文化的隐性基

因，以关键字为突破口，学生能快速进

入诗歌情境，古诗学习事半功倍。

新课标延续旧课标依然提倡“多识

字少写字”。教学“辰”，我借助字族识

字，以一带多，温故知新，高效识字。学

生脑洞打开，小手林立。有的说：“老

师，辰字，加上日字头，变成了早晨的

晨”；也有的说：“加上宝盖头，也读宸，

表示房屋，我的名字里就有这个字”；还

有的说：“加上提手旁，就是振动的振！”

有高度的情境朗读，使字句越品

越有味，在理解字义基础上，学生通过

想象朗读，反复品读诗句中夸张和想

象的写法，与文本对话，感悟诗人的所

见所想。

“学习古诗，最终的落点是什么？”

新课标指出答案“是文化的传承与思

考”。课中，我引导学生思考：“天上真

的有神仙居住吗？想一想，天上还会有

哪些神仙呢？他们可能都在干什么？”

四人小组合作后，想象的火花瞬间被激

活，学生的想象令我惊喜。“不敢高声

语，恐惊嫦娥舞”“不敢高声语，恐惊月

中兔”……

有深度的情境朗读，学生高阶思

维的发展在交流互动中拾级而上，带

着想象诵读，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进

一步提升。

本节课也有两点不足需要改进。

一是体验可以比较，如“摘星辰”之“摘”

可以与“拾”“捡”比较体验，后者不能体

现高；二是理解可以深入，“不敢高声

语，恐惊天上人”，“危楼”是高楼，“危”

就是高，非常高，高到感觉危险的地

步。课堂上如果教师能进一步引导，便

能让学生的思维向更深处延伸。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育才小学）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教师要把落实立德树人

作为英语教学的根本任务，准确理解

核心素养内涵，全面把握英语课程育

人价值。为在教学中贯彻落实新课

标要求，我校举行英语同课异构教研

活动，邀请校外专家与本校教师进行

同课异构。现以牛津版《英语》二年

级下册 Unit 8《Traffic Rules》两堂同

课异构课为例，探讨小学英语教学如

何实现学科育人价值。

深度剖析教材内容，挖掘学科育人

内涵。本单元处于 Things around us

模块下关于Traffic rules的主题，主题

语境是“人与自我”，内容是“交通规则

和安全意识”。教材里小女孩和爸爸正

在路口识别红绿灯，学习交通规则过马

路。相关核心词汇与句型是Look at

the light. It’s ...（red/yellow/green）

Let’s...（stop/wait/go）。这说明，本单

元旨在培养学生交通安全规则意识。

二年级学生正是培养独立社会生活的

关键时期，引导他们形成交通规则意

识，养成良好过马路的习惯，很重要。

★分析与思考：从以上两位教师

对教材的分析不难看出，两位教师对

教材内容的组成和功能认识达成一

致，都要深度挖掘教材、捕捉教材育

人价值的契机，而不只是单纯强调知

识技能的培养。教师对教材内容的

把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

果，关系到教材的育人价值是否能被

充分释放。因此在备课过程中，教师

需要深度剖析教材内容背后蕴含的

意图和育人意义。

明确教学目标，确定育人落脚

点。教学目标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

发点。现根据教学目标对两个课例

进行比较和分析。

教师A教学目标：学生能够根据

交通信号灯说出交通规则。例如，

Look at the light. It’s red/green/yel-

low. Let’s stop/go/wait.（学习理解）

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交

通规则知识，如红灯停、绿灯行、黄灯

等。（实践运用）

学生能够表达更多安全过马路

的规则，并能够与同伴拍一部马路安

全宣传片。（迁移创新）例如，Don’t

run on the road.Don’t play on the

road. Cross the road at zebra cross-

ing. Look left and look right.

教师B教学目标：学生能够说出

交通规则，并在语境中运用交通规则

知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学习

理解、实践运用）例如，Look at the

light. It’s red/green/yellow. Let’s

stop/go/wait.

学生能够识别和说出交通标志，

并有在真实语境中遵守交通标志的

意识。（学习理解，迁移创新）例如，

turn right/turn left/walk on the zebra

crossing/Don’t ride bicycles/Don’t

play around.

★分析与思考：此环节不同点在于

两位教师对文本的延伸。教师A以课

本素材过马路为基点，以安全过马路为

主线，拓展相关句型，培养学生安全过

马路的意识，逻辑更紧密。教师B以课

本Let’s learn more的交通标志为拓展

点，补充更多相关交通标志，培养学生

安全意识。尽管两位教师对文本延伸

内容不同，但两位教师的教学目标都很

明确，延伸文本，进行安全教育。

优选新知呈现方式，彰显育人价

值。新知呈现是一节课的主干，教师

对新知的呈现方式将直接影响学生

对新知的接受效果和学科育人效

果。现针对新授环节对两个课例进

行比较和分析。

教师A新授环节：教师播放学生

唱歌去公园的歌曲，设立学生在教师带

领下步行去深圳人才公园的情境。在

路上遇到不同的交通信号灯时，教师通

过不断提问学生该怎么做，让学生学会

识别交通信号灯并遵守交通规则，理解

并运用核心句型“Look at the light. It’

s red/green/yellow. Let’s stop/go/

wait”进行回答。最后呈现绿灯最后1

秒的场景，让学生思考该不该过马路。

教师B新授环节：教师设立小象

在马路口遇到主人公警察 POLI，在

与 POLI 的对话中识别交通灯，并遵

守交通规则，运用核心句型“Look at

the light. It’s red/green/yellow. Let’

s stop/go/wait”进行交流。

★分析与思考：教师A通过设立

真实情境，在路上遇到不同的交通信

号灯时，教师反复提问学生，让学生

围绕真实问题在活动中运用所学，解

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形成正确的交

通规则和安全意识，同时绿灯最后一

秒该不该过，引发学生思考，具有深

刻的育人价值。教师B的新授环节，

通过小象与警察对话的过程，学会核

心句型 Look at the light. It’s red/

green/yellow. Let’s stop/go/wait. 故

事引人关注，但是该环节处理过快，

教师直接呈现小象与警察的对话，学

生缺乏思考时间和表达机会，没有进

行深度思考和内化。

巩固运用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在课堂上教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不仅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

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教师 A 巩固环节：教师A设立学

生要去学校对面宝能城的真实问题。

3次邀请3位学生扮演红绿灯，2位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通过交通信号灯路

口到达宝能城。

教师B巩固环节：教师B设计过

马路的场景，操控交通灯，多次邀请

10 个以上小朋友站在位置旁，根据

交通信号灯的变化说出句子并作出

相应行动。

★分析与思考：教师A设立真实

情境，贴近生活、生动有趣，学生围绕

真实情境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

题，内化交通规则为行动，具有育人

效果。教师 B 多次邀请大量学生参

与过马路，受众群体多，学生参与感

强，在游戏中内化交通规则并化为行

动，同样具有育人效果。

利用延伸扩展，升华育人价值。

延伸扩展是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它有助于学生深入挖掘学科内

涵，也能提升学生的品格修养和社会

责任感。

教师A延伸环节：教师A提问学

生是否知道更多过马路的交通规则，

接着播放过马路的安全视频，让学生

总结出拓展句型：Don’t run on the

road. Don’t play on the road. Cross

the road at zebra crossing. Look left

and look right. 小组合作使用上述句

子拍一部马路安全宣传片。最后教师

升华主题：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

则？学生思考后举手表达：Traffic

rule keep us safe.

教师B延伸环节：教师B展示一

张交通混乱的图片，询问谁可以帮忙

整 顿 ，引 出 要 学 的 交 通 标 志 turn

right/turn left/walk on the zebra

crossing/Don’t ride bicycles/Don’t

play around. 教师带领学生理解认

读，小组根据手中交通标志提问，最

后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POLI指

挥，恢复了交通秩序。

★分析与思考：教师 A 以书本

素材为基点，以安全过马路为主线，

拓展相关句型，环环相扣，逻辑性

强。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拍马路安全

宣传片，不仅能提高团队合作意识，

还能内化知识和马路安全意识，最

后的提问促使学生思考，育人价值

得以升华。教师 B 通过一张图片，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随后带领学生

学习，在使用所学句型帮助恢复交

通秩序的过程中，内化了所学知识

和交通安全意识，并实现了心中的

英雄梦，具有双重育人价值。

（作者单位系南方科技大学教育

集团〈南山〉第二实验学校）

从学科从学科教学教学
走向学走向学科育人科育人
——以以《《Traffic RulesTraffic Rules》》同课异构为例同课异构为例

同课异构

□ 钟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