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学生学习规律和数学教育规律

出发，我提出了“三味课堂”的教学主

张。一是数学味，数学课姓“数”，课堂

上师生的眼光要聚焦在数学本质的探

寻和理解上。二是思维味，课堂要关

注学生的思维方式，提升学生的思维

品质。三是文化味，所有学科教师都

要清醒地认识到“课堂教学的对象是

活生生的人”。课堂教学不仅要关注

学生人格的形成，关注学生的精神世

界、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

提升，还要关注学科与人文的关系。

总之，数学教学不是为了培养盛

知识的容器，而是为了培养人，发展

人。在这里以六年级上册《比的认识》

单元“黄金比”这一教学为例，谈谈“三

味课堂”。

发展问题意识，体现数学味和思

维味。教师先出示课件，组织学生进

行3次选择：中国模特艾尚真和美国游

泳名将菲尔普斯，谁的身材更美？东

方明珠电视塔最初的两个设计模型，

如果你是设计师，选择哪一个？5个不

同比例的长方形，哪一个最美丽？这3

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借鉴，学

生需要凭自己最原始的视觉感受进行

对比。学生选择后，教师说：通过选择

我们找到了最美身材、最美建筑和最

美长方形，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问的

吗？学生脱口而出：为什么人们都认

为他们很美呢？这些美的事物有没有

共同点呢？由此本节课的核心问题就

由学生提出来了。

教师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师也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刚刚学过的

“比的知识”自己设计研究方案？这

个问题显然是有难度的，教室里鸦雀

无声。学生经过大约 3 分钟的思考，

慢慢想出了一些方案。教师最终挑出

其中的 4 个方案，学生通过计算惊讶

地发现：4 个比的比值居然都约等于

0.618。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蕴藏

着我们所不知道的某种规律？学生都

认为，这绝不会是简单的巧合，应该

是有规律的。于是教师组织学生从大

千世界寻找更多的例子进一步佐证，

不断感受 0.618 的神奇力量。在此基

础上，再根据不完全归纳法，介绍两

千多年前毕达哥拉斯对于“黄金比”

这一神奇现象的研究。

促进学科融合，彰显数学味和文

化味。这节课巩固练习分为 5 个层

次。先思考为什么叫作“黄金比”？引

导学生从黄金周、电视节目播出的黄

金时段、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是人生

学习的黄金时代，感悟比值约等于

0.618 的比因为像黄金一样稀少而珍

贵，所以人们取名叫作“黄金比”，让学

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然后引导学生寻找生活中的“黄

金比”现象，并用配乐欣赏的方式感受

“黄金比在各领域”的广泛运用。欣赏

完，学生惊呼：老师！我知道为什么叫

作“黄金比”了！生活中原生态的“黄

金比”是少之又少，更多是人们后天创

造的“黄金比”。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而这不正是弥足珍贵的敏锐的观察力

和深刻的反思力吗？

至此，本节课一直在研究“黄金

比”的美，接下来教师改变研究方向：

利用比的前项、后项和比值三者之间

的关系计算人体感觉最舒适的温度，

这是本单元的知识应用，必须到位。

教师组织学生解释“饭吃六成饱，

健康活到老”“主持人为什么通常站在

舞台 2/3 处”“芭蕾舞演员跳舞时为什

么总是踮着脚尖”等现象。对于“黄金

比”的理解也从经典的 0.618 过渡到

“六成”“2/3”，再到没有任何数据的芭

蕾舞演员踮起脚尖跳舞的问题，这一

环节既是“黄金比”知识的生活应用，

也是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间

渗透，以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

最后，请学生帮老师算一算应该

穿鞋跟是多少厘米的高跟鞋才能拥

有“黄金比”身材？学生从现实问题

入手，提出解决此问题需要的必要条

件，发现这一问题有多种解法，但所

有解法的关键点都是紧紧围绕比的

各部分关系展开的。

聚焦价值引领，凸显文化味和结

构美。按说本堂课的结构已经很完整

了，但老师并没有立即下课，因为经过

计算学生发现老师要穿鞋跟是10多厘

米的高跟鞋才能拥有“黄金比”身材，

老师被这一现实击得垂头丧气。只见

老师将菲尔普斯再次引出：老师的身

材不够好，我跟菲尔普斯相比呢？学

生哄堂大笑：老师，您比他强多了！

教师没有停留在身材美不美这一

话题，而是话锋一转：你们知道吗？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菲尔普斯一人

夺得8枚金牌，创造了奥运史上前所未

有的经典神话，这真是人生不必太完

美，天生我材必有用啊！

纵观整堂课，紧紧抓住“比值约等

于 0.618”展开教学，体现了数学味；在

整个“黄金比”的认识过程中，学生自

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经历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彰显了思维味；在“黄金比”的研究过

程中，培养学生大量举例验证猜想追

求真理的精神；在“黄金比”的理解

中，让学生知道“小时候学的东西是

刻在石头上的，长大后学的东西是写

在沙滩上的”，顺势将好好学习的思

想教育巧妙蕴含其中；课尾结合菲尔

普斯的素材使用，得出“人生不必太

完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结论，让学

生知道每个人都有长处亦有短处，找

到自己的长板，把长板做足，人人可

以成为杰出之才。新课导入和课堂结

尾采用文学上首尾照应的手法，两次

使用菲尔普斯这一素材，使课堂呈现

出结构之美。

好的课堂，是师生认知情感双向

奔赴的美好。在“三味课堂”中，学生

用自己的眼光认识世界，用自己的思

维理解世界，用自己的观点阐释世界，

在此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滋养，能超

越课堂 40 分钟的限制，对学生今后的

40年、50年乃至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

心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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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了，谈不上“深交”；做过

了，方深入；写过了，才深刻。看了

不 做 —— 空 想 ；做 了 不 写 —— 肤

浅 。 作 为 教 师 ，我 们 更 离 不 开 对

“做”的“写”。每一次的“做”都不可

能重复，因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生

生不息”。教育所“做”，犹如希腊哲

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人不

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是一种动

态生成的“做”，只有用“写”来复盘

“做”，才能让下一次“做”更好地促

进每一个生命体的生长。所以，我

坚信：教师专业道路千万条，写“做”

是第一条。

教师最大的“做”就是课堂教

学，每天都在这里发生故事，每一节

课都饱蘸着智慧与汗水，值得推敲，

值得提炼，值得回味。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李政涛把写课与备课、上课、

说课、听课、评课并称为教师的“六

项课堂技能”，非常贴切！他的确深

谙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知能体系和

结 构 ，也 深 知 这 个 群 体 的 工 作 日

常。写课题、做研究并不适用于每

个教师，正如江苏省南通市教师发

展学院原副院长冯卫东所言：基于

课例研究的论文，是我们教师的优

势，切不要避长扬短……

课，是教师最大的书写宝藏。

课前深思，课中运思，课后反思。当

你上完课，思想流就自然形成，只要

抽出一点时间写下来，不要过多的

理论，先写实，再写意，一步步来，自

然能达到《写课让好课生花》一文中

作者提及的境界：让“内行不觉浅、

外行不觉深”。写实，最“笨拙”的办

法就是把课堂的师生对话一字不落

地记下来，即课堂实录。听课时，不

要只记教学流程与学习设计，囿于

教案的“抄写”无法捕捉到师生互动

生成的精彩。再好的设计只是个方

案，真正落地才是好的课例。智慧

生于现场，透过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好课例的“四意”：立意、生意、创意

与快意。立意，指向教学目标，指向

大概念和核心价值，是这堂课“想要

什么”；生意，指向学生状态，指向学

生思维，是这堂课“呈现什么”；创

意，指向创新意识，指向学习设计，

是这堂课“突破什么”；快意，指向学

习效度，指向学习体验，是这堂课

“收获什么”。站在“写实”的基础

上，围绕这“四意”撷取关键去表达，

就会慢慢步入“写意”的天地。听课

如此，做课更是如此。我们无法课

课都记下实录，但要有教学片段的

记录习惯和重点课例的复盘习惯。

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录播教室，也有

语音转化文字的软件支撑，只要做

好录音，实录其实非常便捷。而整

理实录就是一个“写课”的开端。

从写课的选材上看，我们可以

把课分为“好课、常课、憾课”三类。

好课就如《写课让好课生花》一文所

说的“80%的熟悉+20%的意外”，这

意外就是我们的着力点。10多年前

我上看图写话，好多天因为找不到

合宜的情境而苦恼。有一天上课铃

响了，我前脚刚踏进教室，“老师，不

好了，甲生把地拖得狼藉一片，跟他

讲就是不听！”乙生急着向我报告。

我往地上一看，果然满是污迹。看

着台下学生虎视眈眈的神情，我知

道学生要我治治“肇事者”。可这堂

课是练习课，处理这种突发事件可

不是一时半刻所能解决的，更何况

此时进行思想教育必然会影响课堂

学习氛围……就在我思想“前后拉

锯”的时候，污迹斑斑的湿地板“闪

现”出一条信息——水打翻以后。

啊，这不正是我想创设的写话情境

吗？这样不经意间的邂逅绝对胜过

人为的设计，真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一堂

由“事故”生成的作文课诞生了。

课后我及时整理，撰写了题为《变

事故为故事》的文章并得以发表，

这就是意外的收获。憾课，是有缺

陷 的 课 ，是 有 遗 憾 的 课 。 缺 在 何

处 ？ 憾 在 哪 里 ？ 看 到 了 ，就 是 眼

光；把看到的写下来，提出自己的

见解，而且中肯又具创意，就是思

想 。 眼 光 需 要 修 炼 ，思 想 需 要 锤

炼，写课就是最好的“护眼”“凝思”

与“提炼”。常课，普普通通，没有

让人“挣扎、纠结、痛快”过，很难着

笔，也就不必为“写课”而写课。当

然基于常课上的改课就不一样，前

后对比就是绝佳的书写素材。

课，是教师的工作底色。写课，

就是为自己的教育人事着色；写课，

能赋予课的二次生命，也能赋予自

己的二次生命。

（作者系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教育集团校长）

写课，为课赋予二次生命
□ 潘照团

我见

“数学味、思维味和文化味”的合一
□ 谭念君

我很认同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李政涛倡导的教师要锤炼“备

课、上课、说课、听课、评课、写

课”六课技艺。如果说备课是教

学的“最初一公里”，那么写课则

是教学的“最后一公里”。最初

一公里决定着教学设计，最后一

公里贵在反思得失，最终都指向

文本作品，一个是教案（学案），

一个是可长可短的文章。

如果你第一次听到“写课”

这一概念，一定会有很多疑问。

我们可以运用“黄金圈思维”来

进行追问，也许能对写课的认识

从模糊走向清晰。

“ 黄 金 圈 思 维 ”的 最 内 层

“why 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写

课，探究写课的本质，指向目的

和动机；中间层“how如何做”：写

课可以怎么写，指向方法和措

施；最外层“what 是什么”：写课

是什么，指向现象和成果。

这种由内而外进行的追问

被称为追问的“非凡模式”，它

更容易实现既定目标。“黄金圈

思维”的核心就是人一定要找

到自己的“为什么”，找到自己

做一件事的深层动机。写课也

一样，当写课的动机被开启，热

情 被 点 燃 ，就 能 持 续 写 下 去 。

因此，真正决定写课的不是你

写了多少、写了多久，以及是怎

么写的，而是对为什么写课的

深层思考。

那么，作为教师，我们为什

么要写课呢？

看到过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教授梅格·杰伊说的一句话：成

年人的生活不是建立在美食、祈

祷和恋爱上，而是建立在人物、

地点和事情上。这句话引发了

我的思考，那些不甘于平庸的教

师往往能找到让自己产生热爱

感的人物、地点和事件。

显然，对于教师而言，课堂

教 学 就 是 一 个 值 得 热 爱 的 事

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个

学生都要找到自己“心爱的学

科”。其实，作为教师何尝不需

要发现自己“心爱的课堂”呢？

“心爱的课堂”需要去发现和认

识，而写课可以深化对“心爱的

课堂”的认识，也可以帮助教师

再次发现备课、上课、说课、听

课、评课的意义。写课也意味着

教师不能只通过嘴巴、眼睛、耳

朵参与课堂，还要借助思考、文

字和一颗热爱之心。

对于学校而言，改革最终要

发生在课堂上；对于教师而言，

成长主要发生在教学中。关于教

学，不少教师可以做到“说起来头

头是道”，但是“写起来却举步维

艰”，写作几乎是教师群体的集体

困境。因此，教师有必要补上写

作这一课。从哪里补起呢？

可以从写课开始。因为教

师距离课堂最近，最值得写的莫

过于自己日复一日的课堂和朝

夕相处的学生，写课就是关注附

近，就近取材，你总会有内容可

写；因为写课更自由、更简单、更

容易起步；因为——

写下即留存：写作可能是对

教 学 经 验 最 好 的 留 存 方 式 之

一。通过写作留存记忆、留存美

好，也留存成长中的阵痛。也

许，N 年以后我们会告别这个世

界，但曾经写下的那些文字会替

我们继续活着。

写下即深刻：写出来比说出

来更能逼近深刻。很多时候不

是思考了才去写作，而是写作时

才能掘进思考。写课就是不让

自己的思考缺席，写着写着就会

有新的发现。

写下即影响：脚步到达不了

的地方，声音可以到达；声音到

达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到达。

写下即可能：写课让自己的

教学具有作品感。一旦写下文

字，就可能被更多人看见，就可

能发表，并产生更多连接，还可

以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副产品。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国均

也关注写课。他说：教师通过写

课可以“写”短自己的成长期，

“写”长自己的成熟期，让自己的

专 业 人 生 获 得 最 大 限 度 的 增

值。这是多么具有召唤性的论

断啊！写课就是深耕自己，教师

通过写课可以增援未来的自己，

也是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版本。

对于教师而言，好课不仅要

上出来，还要写出来。通过写课

不仅可以看见好课的样子，还可

以凝练改课的经验。课，一头挑

着知识，一头挑着学生。课是为

学生而上的，是为学生服务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围着课堂

里的知识转，只挑起了其中的一

头，却忽略了课中的人。

因此，写课将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们要善于以“人在课中

央”的理念来观照课堂。一旦带

着这样的写课思维来上课，就有

了人本主义精神，也就摆脱了上

课时只是上课、写课时只是写课

的 逻 辑 ，从 而 走 向 了 合 一 和

统一。

我们为什么要写课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主编手记

《中国教师报》褚清源主编约我

写关于“写课”的文章，他自己也写

了多篇相关的文章，还引用了我以

前文章的观点。我很有感触，这里

有必要做个简单的盘点。

说到写课，我可能是比较早提

出这个想法的人，记得我还在原锡

山市教研室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教

研工作要变“美声唱法”为“通俗唱

法”，就是由原来单一的论文撰写向

灵活多姿的表达方式转变。2005

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

育的痛和痒》就是一本教育杂感集、

教学故事集。前不久，《中国教师

报》总编辑储召生还跟我说，他至今

还存有我的几本教育专著，说的就

是我后来出版的《教育的忏悔》《教

育的错觉》《教育的觉醒》。这些集

子里的文章都是写课、写教师、写学

生、写教育的，不是长篇大论，不是

高瞻远瞩，就是一些片段、一鳞半

爪。我曾说，哪怕是“一地鸡毛”，写

多了也可能有“雪泥鸿爪”。

有的人曾经说我写的是教育杂

文，因为就是随笔，就是杂感，就是

体会反思之类，这种形式便于表达

教学与课堂，便于抓住稍纵即逝的

实践与感受，非常适合教师的工作

特点，也很呼应教学的丰富多彩。

忙碌中谈点体会，丰富中提炼些感

悟，既是教研也是生活。不过，这种

形式多样自由灵巧的表达方式，很

多情况下却不被权威部门认可，也

不入一些报刊编辑的法眼。特别是

教师在职称评审和荣誉晋升时，也

不算是所谓正规的论文，没有评价

权重。因此，一个非常有趣有效且

被一线教师喜闻乐见的研课形式，

被忽略了，被明珠暗投了。

面对目前教育科研的评价标准，

我一边主张教师写必须写的论文，一

边积极推动大家写教育随笔。我提

出了教学表达的三个通道，并在《小

学教学设计》等刊物发表。一是教育

研究表达通道，就是写课题与项目申

报书、结项书等研究报告，这个表达

比较官方，有教科室、教科所等部门

管理。二是教学研究表达通道，就是

写教学工作的应用文，包括教学设

计、教学计划、教学总结等，也有相关

部门统领，就是教务处、教研室等。

三是教学生活表达通道，这个就是

所谓的写课，写教育教学中的即时

感受，可以写教学的大雅之堂，也可

以写教学的茶余饭后，可以高屋建

瓴也可以贴地而行，可以庄严崇高

也可以诙谐幽默。这个表达通道没

有什么部门管理，几乎全靠教师的

自觉，全靠对教学现场的用心感悟

与捕捉。第三个通道虽然相对“暗

弱”，却是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的必

由之路。只有写好了第三通道，第

一通道和第二通道才能畅通。许多

人一上来就写大部头文章，一开始就

想写鸿篇巨制，就容易成为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其实，这三个通道应

该是相互贯通、互相融合的，教学生

活写好了，教学随笔写顺了，要写教

育教学论文就有基础、有铺垫、有资

源了。同样，三个通道齐头并进，教

学随笔和教学杂感也会更加炉火纯

青，游刃有余。

20多年来，我写了数以千计的教

学故事和教育感悟，并在2017年开设

了公众号“杂文诗”，“杂文”就是杂

感，体现文章内容的五花八门，“诗”

重在抒情，更加灵动与快捷。也就是

在这一年，我提出了“写课”概念，先

后在《江苏教育报》《教育研究与评

论》发表了写课的文章，并在公众号

上不断撰文谈写课，在各地讲学时也

积极推介写课。始终在写课研究的

路上奔波，尽管影响不尽如人意，也

不能改变目前职称评审中对这种教

学表达低认可度的现实，但我仍然乐

此不疲。让人欣慰的是，原来也有一

批业界名家走在这条路上，像特级教

师窦桂梅、闫学等，他们甚至起步更

早，更有影响。现在，《中国教师报》

扛起了倡导写课的大旗，聚集了一群

写课的研究者，真是适逢其时，终于找

到了组织，找到了队伍，找到了方向。

有了《中国教师报》的引领，我

相信写课的追求一定能促成一个风

气，展现一种风尚，呈现一派风光。

（作者系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写课：从美声唱法到通俗唱法
□ 赵宪宇

今年 3月 20日，本版“写课的方法”专题发出后
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不少读者纷纷撰写读后感，
并建议针对写课主题继续支招。为此从本期开始
我们推出“写课的方法”系列，邀请有经验的写作者
分享写课的心得和经验。

特别策划·写课的方法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