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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蝈蝈儿爬山》
（小学语文）
执教者：吴海丽

名师 思录录反反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
疑。”学贵有疑，有疑才有思，有
思才有悟。“疑”是点燃学生思维
探索的火种，是学生学习进取的关
键。课堂教学旨在使学生不断完成

“生疑、质疑、释疑”的认知过程。
生疑。所谓生疑，是指在教师

的提示下，学生对课文进行定向的
质疑活动。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
看，生疑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是一种能点燃学生思维火花，进而
开发智力的教学艺术。如果只搞

“一言堂”“满堂灌”，时间久了，
养成一种“你讲我听”的习惯，会
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
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教师应注意创设情境，启发
学生不断提出新问题。教师在教学
环节可以适当“制造”矛盾，引起
辩论，使学生在课堂上不断产生旺
盛的求知欲，鼓励学生“打破砂锅
问到底”。对提不出问题也不知道怎
样提出问题的学生，教师也不能冷
眼相待，要从关怀和引导着手，根
据班级学生的水平层次科学地设
疑，引导他们产生疑问，告诉他们
不要怕说错，勇敢发言展示自己。

质疑。质疑对学生学习有重要
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帮助
学生敢问、爱问、会问、善问，让
学生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所思、
所想、所悟、所疑、所感，激发学
生质疑问难。教师要鼓励学生突破
现成答案，大胆质疑，即使问错
了，也不要指责和批评，而是要循
循善诱，在不断的提问和解答中，
逐步教会学生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
的方法。这样，学生就会把质疑当
作学习的一项基本功，由“敢于提
问”向“善于提问”发展。

同时，教师要树立师生平等
观念和教学相长的观念，欢迎质
疑、鼓励质疑。教师要有宽大的
胸怀，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与
学生做朋友，虚心向学生学习，
不 断 丰 富 和 完 善 自 己 的 知 识 结
构。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要
抱着坦诚虚心的态度，与学生共
同研究切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说过：“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
自己崇拜的人。”这是何等宽阔的
胸怀和深邃的见识！这是我们每
一位教师应追求的境界。

释疑。释疑的方法非常重要。
古人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道
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意思是教师进行教学时，要引导学
生而不是拉着学生，要激励学生而
不是压抑学生，要启发学生而不是
把现成答案灌输给学生。怎样才能
科学地解疑释惑呢？在教学中，教
师应先让学生弄清疑难所在，抓住
问题的实质，提出诱导性的反问，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 将 “ 难 ” 引 向

“易”，让学生自己得出答案。当学
生很想把问题弄清楚但又弄不清
楚，或者心里明白但又不能很好地
表达出来时，教师要及时为学生搭
桥铺路；当学生对问题懵懵懂懂、
茫无所知时，教师应及时指点迷
津，指引思考方向；当学生对问题
争论不休时，教师应抓住矛盾焦
点，画龙点睛地点拨思路进行启
发。这样通过师生释疑互动，层层
分析，抽丝剥茧，鞭辟入里，一下
子豁然开朗时，学生就会觉得学有
所获、学有所用，从而激发学生学
习的自觉性。

总之，教学过程是“生疑、
质疑、释疑”的过程，教师要准
确、巧妙、科学地利用好这一过
程，让学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上
得以生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黄冈市武
穴市余川镇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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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每年都会安排郊游活动，
有一年安排去南通郊外的狼山秋
游，古代文人墨客曾在狼山留下足
迹与诗篇，这激发我思考：如何为
郊游注入人文元素的纵深感？于
是，我尝试引导学生把眼前之景和
所学积累联系起来。秋游前几天，
我带着学生梳理名人故事与诗文，
如文天祥被俘脱险后在石港古镇登
舟南归写下的“狼山青两点，极目
是天涯”，以及王安石的《狼山观
海》等。秋游当天，学生们登临狼
山之巅，极目远眺，只见天高地
阔，江上白帆点点，曾读过的名人
故事与诗文一下子涌现出来，学生
们触景生情，不禁高声吟诵。

这次秋游经历让我对“身与事
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的语
文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语文在促
进个体生命质量提升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涵育作用，语文教学应体现其
综合性与实践性，这就决定了语文
课程学习应当回到广阔的天地中，
让学生在与山川原野、鸟鸣虫唱、
月白风清的对话中扩展襟怀、激活

感知。因此，在建构班本课程，实
施“阅读、观察、表达”一体化教
学时，我开始尝试打造“行走的课
堂”，将语文课堂从教室拓展到校
园、拓展到大自然的广阔天地。

首先，结合课文学习，充分利
用校园里的园林景观资源打造行走
的课堂。例如，结合一年四季校园
里花草树木的变化，开展丰富多彩
的观察体验活动，引导学生在大自
然中感知季节的脚步、生命的消
长，感悟草木之情、天地大美，进
而在内心播下亲近自然、物我两谐
的种子，舒展健康人性。

其次，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实
施“研学游历”班级课程。在南通
博物苑，我先后开展了“制作青花
瓷”“拓印”“从窗花里剪出来的年
味儿”“从墨香里溢出来的年味
儿”“寻找冬天的树”“状元府邸话
魁星”“寻老城，走寺街”等活
动，让学生在研习中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此外，引导学生“跟着课文去
旅行”，实施行走的语文课堂。我

引导家长和学生在假期到教材中出
现过的名胜古迹或诗人造访过的地
方走一走、看一看，培植文化情
怀，更深入地走进语文课本的美学
世界。不少学生也学会运用思维导
图再现自己几年来的古诗之旅、文
化之旅。

从教二十余年，我带过一届又
一届学生，从他们纯真的笑容、真
挚的言语中，我总能收获感动与力
量。“吴老师有一颗童心，带领我
们在学中玩、在玩中学。”“吴老师
教会我们写作，从不限制我们的思
维，带领我们观察、体会阅读。”

“吴老师不爱把我们关在教室里，
常带着我们到校园里上课，让我很
早就认识了美丽的大自然。”

一位教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来自学生的肯定。以公开课心态认
真备好每一节日常课，帮助学生过
富有品质的语文生活，让学生的精
神生长洋溢着生命的自由和对生活
的热望，获得更为辽阔深邃的精神
疆域、更为纯良高尚的情感世界，
这正是我所希冀的语文人生。

让语文课堂回归广阔天地

上好了每一节课，是不是学生
的语文学习效果自然就会好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以小学一周的语
文课表为例，有阅读、观察说话
（作文）、写字、综合实践课等，
这些不同课型都属于语文课程的
范畴，而在日常教学中，一些教
师在推进一周语文课时，基本上
是按部就班、线性推进的，各种
课型逐一完成，教学任务看似如期
完成了，但是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
却并不理想。

同时，我也发现，每次带学生
到教室外开展观察体验活动，他们
总是兴奋不已，语言表达生动丰
富，而一回到教室，灵气却不那么
明显了。问题出在哪里？通过优化
语文课堂的内容和结构打破线性思
维，进行立体化建构，能否提升学
习效果？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决定以主

题统领教学内容，把阅读、综合实
践等课型整合起来，使课与课之间
建立起一种逻辑和情感的联系。比
如，教学春天主题的课文时，除了
学好教材上的课文，教师还应拓展
强化学生对美的语言、美的意境的
充分感受。我尝试开展共读，指导
学生阅读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文集
《想念红叶林》《会唱歌的小窗口》
《春风带我去散步》中的篇目，让他
们充分体悟语言的美、智、趣。在
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做好
迁移，以共读推进共写，将学生的
写话习作编辑成图文并茂的微信，
通过班级公众号“大家来读书”进
行传播。这样的分享使学生们的阅
读劲头更足了。一轮实践之后，我
发现学生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表达
能力都有明显提高，个个成了能说
会写的小能手，班级语文水平在区
域教学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

整体建构的“阅读、观察、表
达”一体化教学，使日常语文教学
更加丰富、立体。学生亲历各种实
践活动，获得更丰富的体验，情绪
受到激发，情感得到发展，在培育
审美趣味、文化人格的同时，语文
综合素养也得以提升。

对教师而言，操作时则要注
意三点：一是注重观察指导，为
学生增长智慧提供重要能源；二
是注重阅读引导，为学生打开内
心与世界连通的大门；三是注重
激发表达，通过创意教学拨动学
生心灵的琴弦。

打破课型让语文教学更立体

从教二十余年，我行走在小学教育的园地里，在
班主任和语文教师的平凡岗位上思、学、行、著。学
做好老师，上好每一堂课，成为我心底的期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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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水
平？吉林省教育学院依托“国家教师
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优质资源和
教育部“国培计划”示范性综合改革
项目（以下简称“综合改革项目”），
以教育评价改革推动教师培训质量提
升，在开展培训时注重“四位一体、
三级联动、理实相融、学用结合”，着
力强化教师发展的“造血”能力。

直面痛点，解决学用脱节问题

“学非所用、学用分离”是教师
培训饱受非议的痛点之一，其本质是
忽视培训行为的有效转化，没有实现
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解决学用脱节
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培训的应然取向之
一，需要从培训体系构建及保障机制
建设等关键环节入手，用系统论的思
想有效整合相关要素，逐步改进和优
化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推动教师培
训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吉林省教育学院“综合改革项目”

采用“国家示范项目引领培育、省级
培训项目重点支持、试点区县配套跟
进”的模式，经过两年的探索，初步
构建起“省级引领培育—示范区助力
引领—试验区改进提升”三级联动协
同运行的机制。培训面向区域和学
校，能有效对接一线教师的真实需
求，参与的试点学校非常重视，主动
邀请导师团队到校指导，以行动研究
的模式持续改进，为提升培训效果创
造了积极的组织氛围和支持条件。

突出重点，完善支持服务体系

加强教师培训体系建设、创新教
师培训机制、完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
服务体系，是做好教师培训工作的基
础保障，也是解决培训学用脱节问题
的治本之策。

吉林省在“省市县”三级教师支
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位
一体”协同发展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
服务体系。吉林省教育学院负责项目

的整体统筹设计与评估，在理论和技
术方面予以支持；示范县区负责项目
的具体组织实施；网络研修机构提供
拓展资源和学习平台；优质中小学校
开展实践研修，深度参与。项目本着

“持续改进、稳步推进”的原则，开展
为期五年的模块化、递进式行动研
究。第一年在示范区先行先试，摸索
经验。第二年采取“示范区带动试验
区”的模式，积极探索高校引领、区
域互助的市县教师发展机构协同发展
模式和协同运行机制。目前，“综合改
革项目”共吸纳全省十余所基地校、
千余名教师、万余名学生共同参与。

突破难点，稳步推进评价改革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明确指出：“坚持问题导向，从党
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问
题入手，破立并举，推进教育评价关
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区域
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为切入口，开展教

师培训，促进评价改革，是改善区域
教育生态环境要突破的重难点。

“综合改革项目”从评价改革视角
切入，着力解决制约基础教育质量整
体提升的四大问题，即培训者教学质
量科学评价和指导能力不足、学校管
理者基于评价的教育质量改进能力不
足、市县自主实施的专业教学质量评
价队伍尚未建立、市县教师发展机构
协同发展模式和机制尚不成熟。
2021年，依托“综合改革项目”示
范区，吉林省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评
价理论与实践—结果反馈与应用—质
量改进与提升”三阶段培训，以跟踪
指导、行动研究模式，促进示范区教
师自主评价能力的发展；2022 年，
借助示范区研发的评价工具，在更多
试验区县进一步优化推广，逐步形成
了区域教育质量“评估—反馈—改
进”的发展模型。未来，吉林省将进
一步扩大试验区范围，持续探索基于
教育评价改革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模式和路径。

回应热点，满足精准培训需求

精准培训需要把控培训的全过程，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培训
效果。精准培训不仅要做到培训主题精
准、培训目标精准、培训内容精准、培
训方式精准和考核评价精准，还应有更
深层的逻辑，即从需求分析到学员遴
选，从项目设计到课程设计，从项目实
施到项目评价，均指向清晰明确的目
标，指向精准的一体化系统设计。

在内容设计上，“综合改革项
目”采取一体化的链式课程设计，通
过团队的深度研发和集体备课，保证
理论和实践融合，组织教师开展评价技
术与理论、工具研发与应用、结果反馈
与指导、质量改进与提升四大模块的研
修；在培训方式上，基于“做中学”理
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确保每阶段的
目标达成；在考核评价上，遵循过程性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侧重
考核学员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
价工具研发等生成性成果，通过训前、
训中、训后的增值性评价，考核学员
的参训效果，依据“培训目标—培训
过程—培训评价”一致性原则，形成
了“研—学—用—评”的逻辑闭环，
以终为始，前后呼应。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教育学院省
中小学幼儿教师培训中心）

吉林省教育学院：

高质量培训强化教师发展“造血”功能
陈睿 王莹莹

1999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入职
有“学者型教师摇篮”盛誉的江苏省海
安县实验小学。办公室里，教师们相互
交流教学得失、反思教育实践、畅谈教
育理想是常态。初为人师的我被这种在
研究状态下工作的氛围深深吸引，也被
这样淳朴的校风所塑造。

为了提高教学能力，我除了向资深
教师请教，仔细琢磨期刊上的教学设
计，还积极观摩学习名师公开课。真正
上好一堂课不容易，我常常思考这样一
个问题：理想的课堂从何而来？

一次省级教学观摩活动带给我很大
触动。一位名师执教四年级语文课《普
罗米修斯盗火》，他设定的教学目标之一
是通过读与说引导学生理解“盗火”等
语境意义，体验普罗米修斯的内心。在
教学内容上，他以课文第一自然段和第
六自然段为教学重点，以“火种”和

“受罚”为关键词，串起整堂课的教学。
教师在引导学生感悟普罗米修斯的“不
屈”时，巧妙引用了希腊神话里普罗米
修斯面对诸神劝说仍坚强不屈的对话场
面，学生在诵读这场对话时，逐渐加强
的语气、越发高昂的情绪，令所有人为
之震撼。至此，课堂也呈现出一种庄严
肃穆、慷慨沉郁的情境。

然而这一教学内容上的大胆创新与理
想构划，在课堂教学推进的过程中却出现
了“意外”。在充分引导学生体悟“火
种”对于人类生活以及宙斯权威的重要性
后，教师引读第二自然段，过渡说：“普
罗米修斯是个勇敢而极富同情心的神。他
看到人类生活在黑暗和寒冷中，决心为人
类盗火，普罗米修斯真是个——”

教师话音刚落，全体学生齐声说：
“罪犯！”

这个回答并非教师的本意所指。但
他本可以机智地

“ 接 招 ” 说 ：
“ 对 呀 ，

对于宙

斯来说，盗走了象征着他权威与地位的
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是个‘罪犯’，可是对
于一心渴盼光明的人类来说，这位勇敢
而极富同情心的普罗米修斯是个‘英
雄’。”然而，此时这位教师未能有效引
导，只是连着两次重复之前的过渡语，
试图引导学生修正观点，但结果是学生
不仅没想到普罗米修斯是个“英雄”，反
而接着说他是个“罪犯”。

现场哄堂大笑，原本极好的课堂氛
围也荡然无存。

何以至此？这种尴尬局面产生的源
头在哪里呢？再次梳理前面的教学环节
时，我发现，在引导学生理解“火种”
对于宙斯的重要意义时，教师用力过
猛，以至于学生们久久沉浸在宙斯愤怒
的情绪里“入戏太深”，当教学推进到
下一环节时，未能及时进行情感转
换，造成了目标预设与课堂教学生成在
方向上的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看起
来是教师随机应变不足，实则是教学设
计出了问题——未能搭建更为精细的脚
手架，帮助学生真正走向深度理解。

名师公开课尚且如此，我又该如
何？他者的课堂如同明镜，警醒我时时

“拭镜”，加强反思，警惕顺风顺水的日常
课可能遮蔽着的“病灶”。此后，每次备
课，哪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已经初定
下来，我都会习惯性地追问自己“还可
以更好吗？”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时，唯
有“备透”“备优”，充分认识到教学情境
的复杂性，才有可能将理想的教学设计
转化为理想的课堂现实。

于是，每堂课我都虔诚以待，审慎
精心打磨。讲解课文 《信使的诗情》
时，在和学生整体感受了这首诗的意境
后，我引导学生发现其表达特色和思维
方式，并拓展练笔，学生们在习作中迸
发出的奇思妙想，让我在有限的课堂时
空里感受到他们思维的广阔无垠。

一个合适的支点，可以撬动地球；
一个恰当的指点，可以为学生们插上想
象的翅膀凌空翱翔。在上 《蜗牛的日
记》一课时，我引导学生从文中那“发
亮的日记”展开想象，想想那“发亮的
日记”里还写些什么？学生以“我读懂
了蜗牛的日记”为主题，写下了自己的
思考与理解。

理想的语文课堂，需要聚焦教材特
点，扎扎实实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搭建稳固
便捷的脚手架，用准备公开课的态度对待
每一节日常课，才能生成精彩的课堂。

以公开课以公开课心态心态
上好上好日常课日常课

自问自省“还可以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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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吴海丽，江苏省南
通市崇川小学语文教师，

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南通市全民阅读推
广 人 。 著 有《启 发 人 性 的 教
育：班本课程实践叙事》《班
本课程十讲》等，在班本课
程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创新实践和理
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