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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须尊重生命成长的

法则。

安徽省泗县灵童学校童

本课堂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

和系统。无论是导学案编制、

小组建设，还是黑板利用、展

示方式，童本课堂都进行了大

胆创新。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灵童

学校，童本课堂的背后是童本

教育———一个包含童本课堂、

童本课程、童本管理、童本师

能、童本阅读的新教育系统。

·安徽省泗县灵童学校寻找课堂改革样本

童本课堂的创新与超越
□徐 静

近 5 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灵童学校的
课改。学校的点滴进步都饱含着灵童人课
改的心血和智慧。灵童真的是因为课改的
精彩而更加精彩了。 那么，灵童究竟是如
何一年一个新变化， 年年都有新突破的
呢？ 我们究竟应该向灵童学什么？ 在我看
来，以下四点可供大家借鉴。

首先，灵童的课改有灵魂。 灵童的童
本课堂是基于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内生行
为。灵童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是“激活灵性，
快乐童心”。童本课堂恰是绽放灵性、诞生
快乐的主渠道和核心。只有当课改根植于
学校的核心价值观，课改才会有根、有魂，
才会成为一种学校自觉，才会成为师生的
自觉行为。

其次，灵童的课改有毅力。 课改是一
项艰难的事业，“一锤子”、“一阵子”，那叫

“瞎折腾”。选择了课改，必须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 正所谓：“日日变不会倦，天天改
不会怠。 ”其实，课改就是闯关，闯过一关
又一关，一关更比一关难。 不在徘徊中等
待，不在纠结中焦虑，不在挣扎中退缩，这
是灵童人的课改品质。 遇到困难想对策，
遇到问题想办法， 灵童人信奉正能量、正
思维、正精进。文本背诵谁都不去拖后腿，
对子双展班班争先抓落实。

再其次，灵童的课改有策略。 课改难
免遭遇高原期， 突破高原期需要讲究策
略，选准突破口。 譬如，灵童大胆地选择
“文本背诵”和“对子双展”为突破口，就是
抓住了“牛鼻子”，选对了路子。

最后，灵童的课改有研究。 课改要深
化，研究要到家。 譬如，灵童在课改深化
过程中， 回归课堂的本质， 对问题进行

“类型化”、“层次化”、“集约化”的研究与
探索，极具研发含量。 我们必须明白，课
改的深化，其实就是研究的深化。 学校品
牌之间的比拼， 拼的就是研发的能力和
水平。

（作者系资深课改研究专家、山东省
特级教师）

专家点评 □于春祥

好课，学生的时间要给足
常常听到教师在课堂上说，给大家 30

秒，给大家 1 分钟……看谁做得快 ；也常
常听到教师在将要下课的时候说，就要下
课了，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背一背……

从这样的教学现象中 ， 我们可以看
出，许多教师并没有把课堂“时间”用在对
学生的训练上，也没有让学生有充分的课
堂时间进行学习实践。

不论是本领，还是技能，或是素养，都
需要历练。 实践出真知，这是人人尽知的
道理。 所以，我们的课堂教学，要让学生有
充分的实践过程，要留给学生更加充足的
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学生活动要成形”。 学
生的课堂活动，既要有具体的内容 ，也要

有时间的长度； 时间的长度是保证学生充
分实践的最重要因素。

首先， 在一定长度的时间内让学生实
践作品朗读的技能。 以《少年闰土》为例：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
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
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
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 那
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1）用中等语速、叙述的语气朗读；（2）
轻声地朗读， 体味文中神话般的色彩；（3）
略略表现文中动词的重音；（4）读清文中由
静到动、由景及人的层次；（5）读好文中最
后一句的“收束”味道。

其次， 在一定长度的时间内让学生实

践品读分析的技能。 以《观潮》为例：
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观潮日。这

一天早上，我们来到海宁市的盐官镇，据说
这是观潮的最好地方。 我们随着观潮的人
流，登上了海塘大堤。 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
人们的眼前。 平静的江面，越往东越宽，在雨
后的秋阳下，笼罩着一层白蒙蒙的薄雾。 远
处，几座小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近处，镇海
古塔、中山塔和观潮台屹立在江边。

（1）概括这段文字的大意；（2）分析此
段文字的层次；（3） 举例说明文段中的词
语运用之妙；（4） 阐释本段文字在全文中
的作用。

再其次，在一定长度的时间内让学生
实践微文写作的技能。 以《行道树》为例：

请学生摘取课文中的美句写一篇微型
美文：行道树之歌，写作时间 6 分钟。

最后， 在一定长度的时间内让学生实
践评价欣赏的技能。 以《故乡》为例：

在文意理解、精段品读、写作手法欣赏
之后，请学生们根据课文内容写作“人物形
象评说”的句段。 如下面的评价与评说：

中年闰土：善良忠厚，勤劳朴实，满脸
愁苦，麻木迟钝；一个勤劳、忠厚、苦难的农
民形象。

中年闰土：外形穷苦，心情愁苦，语言
悲苦，精神困苦，生活劳苦；一个饥寒交迫、
在磨难中挣扎、 在痛苦中煎熬的中年农民
形象。

中年闰土：从农村、农民的角度，反映

旧中国农村破产、 农民痛苦生活现实的农
民形象。

中年闰土：一个悲剧人物，旧社会千万
个“闰土”的代表，旧中国农民日趋贫困的
一个缩影。

……
没有时间的给予， 就是天才也进行不

了上述活动。
在课堂教学中不给、少给学生时间，或

者是教师教学习惯陈旧， 漠视课堂训练活
动的重要；或者是教师教学能力不强，设计
不出有训练力度的学生课堂活动， 重点可
能是后者， 这更加说明语文教师提高自身
教学技能的重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

特级教师谈教学·余映潮

童本课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
持以童为本、以学为本的课堂，是以自主、
合作、探究为快捷通道，以快乐高效为终极
目标的新型课堂。

在安徽省泗县灵童学校，童本课堂是童
本教育的核心，是“守护童真，呵护童心，激
活童智，激发童趣”的重要载体，力求让儿童
的生命过程自由奔放，在成长中带着灵性洋
溢生命的激情。 我们认为，每个孩子生来都
是有灵性的，是束缚、控制的传统教育使儿
童的灵性一天天地褪色了。 保护孩子的灵性
不被破坏，是学校最重要的使命。

童本课堂的基础

课改是一项系统工程。 童本课堂不是
孤立的，其基础是童本文化、童本师能、童
本管理、童本德育、童本阅读。

童本文化是生态。课改深处是文化，文
化是课改的灵魂。童本文化的出发点是“从
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核心价值观是“激
活灵性，快乐童心”。

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 学校采取多种
形式，如体验式培训、主题班会、演讲、征文
活动等， 从知晓率到理解度， 再到内化行
为，让灵童人人知晓童本文化，人人理解童
本文化，人人把童本文化内化为行为文化。
学校将班级、宿舍、餐厅的外显文化做成系
列方案，力争形成童本文化系统。

童本师能是根本。 童本课堂呼唤教师
有过硬的“童师功”。 所谓“童师功”并不神
秘，说白了，就是要求教师实现两个转变：

一是“从写备课到背文本”。 多年来，备
课、上课“两张皮”的现象一直难以找到突破
口。 灵童学校把“文本背诵”转化为“童师功”
的核心内容，并且把“文本背诵”当成提升教
师专业素养的“牛鼻子”工程，利用教学反思
会，分级部天天抽测。 课改的确需要废花招、
去虚招、出真招、练实招。 “文本背诵”就是我
们应该抓在手里的一个高招。 所谓“文本背
诵”，就是指课堂上要让学生掌握的“重点”、
“难点”内容，包括要求学生背诵的文段，教
师首先要背得滚瓜烂熟。 学生要学什么，教
师必先熟知什么。熟就一个字，背。我们相信
“不常背一定死记硬背， 如常背一定背出智
慧”。 六年级语文教师胡淑萍在反思会上说：
“现在有了文本背诵之后， 上课思路清晰明
了，重点难点烂熟于心。 师生同学、同展，学
生惊叹教师的文本背诵水平， 教师更加自
信。 学生多了一个榜样。 ”

文本背诵已经成为灵童学校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为了切实让文本背诵常规化、常
态化，我们采取了“一带一检四拓展”的操
作策略。“一带”，即班子成员率先垂范背文
本；“一检”，即每日反思会分级部抽检 3 至
6 人进行现场文本背诵展示；“四拓展”，即
班子会先安排文本背诵， 国旗下讲话安排
文本背诵展示， 学校例会将文本背诵作为
必备项目， 家长会由家长抽签教师进行文
本背诵展演。

二是“从照本念到脱稿展”。 有了文本
背诵的前提和基础， 脱稿展示是水到渠成
的事。在灵童学校的课堂上，不会见到照本
宣科的教师， 脱稿上课已经成为教师的自
觉行为， 脱稿表达在灵童学校已经蔚然成
风。脱稿不仅利于教师在课堂上驾轻就熟，
而且有利于教师专注于学生的学， 更有利
于课堂的互动和生成。 脱稿表达是一种讲
话方式的转型， 正在促进童本课堂从知识
层面向智慧层面跃升。

童本管理是保障。 童本管理为童本课
堂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在学校管理中，学
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自主—合作—
自动—自发”的童本管理主线，突出师生在
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作用。

一是目标引领， 计划前置。 各班级、级
部、部门不等不靠，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动性，每周工作安排主动出主意、推措施。 一
位教师就是一个级部主任，一个级部主任就
是一名校长。 班级、级部、部门工作全部克服
了一切等学校拿主意、分任务的弊端，形成
了民主、合作共同管理学校的氛围。

二是让学生成为管理班级的主人，让
每个学生都成为班级的管理者。 如五年级
成立了学生自管会， 把班级工作细化为一
个个小项目，每人负责 1 至 2 项，使班级工
作呈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
干、人人找事干的喜人景象。学生自己管理
自己的能力增强了， 教师也从烦琐的事务
中解脱出来，从而集中精力钻研教材，全身
心投入教学工作。

童本德育是动力。 德育是教育工作的
灵魂。 童本德育立足于学生的自主、自动、
自律、自治，主要包括童行规范、童心导航、
德育评价、德育活动等。我们将丰富多彩的
活动作为德育实施的主要载体， 使德育活
动主题化、 系列化：3 月 “雷锋与灵童相
伴”，4 月“灵童读写大奖赛”，5 月“灵童艺
体节”，9 月“灵童感恩师生演讲”，10 月“灵
童颂诗献祖国” ……把思想品德教育融入
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校园文化活动。学校
推行问题学生领导承包制、 一对一教师帮

扶制、一对一学生结对法。学校扎实开展德
育研究，从工作困惑中筛选研究主题，围绕
主题确定目标，以目标为导向构建模式，反
复实践并反思完善。在评价方面，学校将过
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 每月评比与奖
惩挂钩，树立优秀典型。

童本阅读是底色。 童本阅读是以儿童
为本，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阅读。学校
秉承“让童书穿透学生的生命”的理念，以
经典阅读、科普阅读、时文或英文阅读为三
条主线，围绕课程，配合课标，实行阶梯式
阅读。 在童本阅读的基础上，尝试“高效阅
读”、“高效记忆”和“高效表达”三个项目，
分别在不同年级开展实验。

童本课堂的创新

童本课堂着力从五个方面进行创新，
提升课堂品质。

导学案创新。 从单一问题向多元问题
延伸。问题设计类型化、层次化是学生学习
层次化的体现。就问题类型而言，一般可分
为四类：呈现型问题、发现型问题、创新型
问题、训练型问题。

呈现型问题，是靠提取记忆就能回答

的问题；发现型问题，是指通过探索研究、
推理论证才能解决的问题； 创新型问题，
多指答案具有不确定性 ，通过想象 、创造
给予多元回答的问题 ；训练型问题 ，指紧
随知识点、难点和易错点配以相应的巩固
型练习，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练习加深对知
识点的理解，从而达到举一反三 、融会贯
通的效果。这四种问题分别以第一个字母
的大写形式在导学案中呈现 ， 即 P、D、I
和 T。 问题、习题设计有选做题和必做题，
并用星号标识选做题。

小组建设创新。 从独学反馈、 对学落
实、群学解疑抓起，小组展示以随机形式体
现展示机会均等，放大对子作用。

展示创新。力求做到对子展示全覆盖，
班级展示着重“点”（问题点、难点、重点、疑
点、困惑点、易错点、易混点、创新点），要求
展示形式多样化（唱、说、演、写等），展示要
求规范化（站、写、说、言、眼、体、手等都要
求有一定的标准），不脱稿不登台，不互动
不讲解。

点拨升华环节创新。童本课堂有三问：
一问规律明不明，二问方法清不清，三问结
构成不成。 课堂上，师生围绕“童本生成金
三角”———规律、方法、结构进行活动。我们

认为，所有预设的达成都不叫生成，叫善良
的陷阱；课堂上达成的师生所有的升华，都
必须是现场生成的。

黑板利用的创新。 与众多课改学校一
样，灵童学校的教室原来也是三面黑板，一
个小组有一个展示版面。 2014 年学校遭遇
了课改瓶颈：当每个小组只有一个展位时，
课堂展示往往会成为“明星”的舞台，多数
学生成了陪衬，课堂的生命活力受到禁锢。
为解决这个问题， 学校决定推行 “对子双
展”策略，所有教室一律扩展为四面黑板，
彻底落实每个对子拥有一个展位， 并且每
课落实对子双展， 即一个对子人人都要有
一次展示机会。 对子双展给童本课堂带来
了四大变化： 一是对子的互助价值得到进
一步放大。 有问题，问对子；对子间，比学
习；一帮一，齐努力；小伙伴，共珍惜。 二是
展示的全覆盖，为“一个都不能少”提供了
一种行之有效的互助学习模式，让“没有一
个不学习的学生”成为现实。三是学生板演
素养逐步提高。学生认真学习的态度，是从
板演时不写潦草字开始培养的。 四是学情
随时能晾晒，谁会了，谁错了，问题是什么，
思路怎么样，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此外，童本课堂突显学科特色，在各学
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 体现学科化、 课型
化。 以英语学科为例， 注重英语的知识性
和工具性，重点突出“对话”学习方式。

童本课堂带来了什么

童本课堂上，孩子们大胆展示、流畅对
话、彬彬有礼的姿态，博得家长阵阵掌声，
家长们一致认为， 这样的新课改能全面提
升孩子们的素质， 孩子们在快乐中学到了
知识，增强了自信。 观摩课堂后，有的家长
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我从没参加过如此
精彩的家长会！ 灵童学校的童本课堂让孩
子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孩子的变化真
大，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

童本课堂在成就孩子的同时， 也成就
了教师。年轻教师得以迅速成长，教学业务
骨干快速成熟， 中层及以上领导团队得到
了锤炼。

童本课堂还促进了学校的管理升级，
促使学校各项管理逐渐向规范化、精细化、
科学化轨道迈进。我们力推“三小工程”（小
标准、小流程、小制度）创新，实现由做事到
做流程的转变，由学知识到养能力的转变，
由经验型到研究型的转变。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泗县灵童学校）

聚焦小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