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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段语文的习作教学有“三
难”，即难写、难教、难改。一些教师只
重视习作前的指导，轻视甚至忽视习作后
的批改、评讲，这严重影响学生语文核心
素养的提升。习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
达与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
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习作能力
是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体现。如何运用习
作进行表达、交流，从而提升语文核心素
养呢？笔者认为，教师要重视习作评讲，
习作评讲课应通过“三变”重塑习作教学
新生态。

一变理性批判为欣赏鼓励

习作评讲前，教师要统览全班学生的
作文，根据习作教学目标，结合习作评价

量表，进行分析诊断：一是总结出共性问
题，便于评讲纠偏有的放矢；二是记录下每
篇习作呈现的最大闪光点，便于评讲时表扬
激趣。

共性问题全班讲，个别表扬点对点。
共性问题全班讲，便于把握习作航向。个
别表扬点对点，每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
看，都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一个标点、一
个词语、一段描述、一个过渡，教师应用
心寻找亮点，记录每个学生的习作优点，
予以全班表扬。个别表扬的主角可以是教
师，也可以是评改作文的学生，这样，习
作评讲课就摇身变成习作成果分享课，让
学生乐在其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写作热
情，树立习作自信、做人自信，更好地发
挥课程育人的功能。

二变优生专利为机会均等

学生的习作水平参差不齐，以往的习作
评讲课，常常把优生作文当作范文念给全班
学生听，但这会导致班上的后进生一直处于
旁听状态。如何才能增强每一个学生的内驱
力呢？被看见、被鼓励、被肯定，是每个学生
的心理需求。为此，教师要以生为本，促进每
一个学生的发展。在习作评讲时，教师应尽
可能地实现机会均等，比如可以先引导学生
在小组内部分享各自习作的优点，再抽取某
一小组在全班展示汇报，让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分享习作心得。这一方式对后进生尤为奏
效，当他把习作某一优点展示于全班时，他会
感受到“原来，我也会写，我也能写得好！”的
自豪感，并对下一次习作任务充满期待。这

种机会均等的做法，能有效促使每一个学生
从“要我写”向“我要写”转变。

三变教师主场为人人参与

习作评讲是习作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最为常见的方式是，教师对学生的习作进
行批改指导。但在一定条件下，教师也可以
指导学生自己修改、互批互改，从而提高学生
的习作能力。教师可教给学生批改的方法和
符号，与学生共同制定评价标准，让每一个学
生承担起多重角色——既是习作者，又是阅
读者，更是评价者。在评判、欣赏别人习作的
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提升了习作能力。同
时，在班级人人参与的过程中，良好的人际关
系得以建立，习作教学生态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系重庆树人立德小学）

习作评讲应“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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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凝练了各学科的学科核心素养，明确
提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教学改革导
向。这就要求超越传统“知识本位”的教育，
提升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应用、分析、评
价、创造能力，发展学生高阶思维。

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可以通过传递而
获得，而智慧则要通过个人的思考或省思而获
得。教师不仅应具备全面而扎实的学科知识，
更应具有课程智慧——把握教学规律和学生
认知规律，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高
效地学习，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能提升核
心素养，实现智慧发展。

在知识结构化中厚积课程智慧

新课程改革对知识呈现方式提出了新的
要求，那就是结构化。人们常说，结构化的知
识是更有力量的知识。知识结构化，要求教
师具有整体视野，以大主题、大单元为教学单
位对学科知识点进行重组，以解决知识的碎
片化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

知识结构化可为主题化、项目式的综合
性学习奠定基础。为此，教师在授课前要厘
清教学内容的前后关联和难点所在，从整体
上理解和把握学习目标，研制单元导学案，厘
清知识间的内在关联。

同属一个主题和范畴的知识，因体现事
物的方式和角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
点。教师要善于发掘和建立知识间的横向结
构，在教学单元框架内进行分析和梳理，找到
某一部分知识与其他内容之间的关联，通过

“相关性”来架构整个单元的学习。
以语文课程的学习为例，教师应注重统

编教材单元主题课文之间的联系，从更开放、
更多元的角度丰富语文学习意蕴。如小学语
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多彩童年”，编排了
《童年的水墨画》《剃头大师》《肥皂泡》《我不
能失信》四篇课文。《童年的水墨画》以诗歌的
形式呈现了乡村儿童生活的多姿多彩、自由
自在，《剃头大师》折射出童年生活的纯真与
有趣，《肥皂泡》写出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和美
好的憧憬，《我不能失信》讲述了宋庆龄小时候
诚实守信的故事。四篇课文从不同角度展现
了童年生活的美好。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通过
横向联系将单元内容进行结构化，在常规的字
词句篇等基础知识学习之外，围绕“如何借助
行为和典型事例描写身边一个有特点的人”这
一主题，把握这几篇课文的共同特点，让学生
在读写结合中，提高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教
师还可以指导学生从教材向外拓展，阅读更多
同主题的文章，拓宽写作的思路，学习表达的

方法，创写身边有特点的人，提高听说
读写综合运用能力。

学科内各种知识间常有着一定的逻辑关
系。教师应引导学生掌握学科思想方法，把握
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自主建构知识体系。

例如，可将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不同单元
部分选文分门别类进行整理，采撷经典意象，围
绕要突破的重难点，开展专题学习。比如，可
将《论语》《孟子》《庄子》《礼记》《诗经》
《列子》《资治通鉴》《史记》《左传》《战国
策》等经典著作中相同主题的文章，组合成爱
国专题、勤学专题、节日专题、历史专题等，
开展专题教学。为深化学生对诗词作品的理
解，可将苏轼等重要人物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奇
闻轶事等进行线性整理，描绘出作者的人生地
图，让学生在阅读中理解诗人创作作品时的人
生境遇、理想抱负、胸臆情感，形成有利于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结构化教学资源，构建系统
的课程资源库，这样才能让学生由点及面，赏
语言之美，话君子之德，明作者之志。

在学习建构化中共生课程智慧

建构是借用自建筑学的词语，本义指建筑
起一种构造。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许多理念及模
式均源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建构化的学
习，要求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情境化设计，通
过情境设计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践建立起关
联，通过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
机，并提供相应的支架工具，让学生在自主建
构的过程中实现对新知识的同化。建构化学习
需要教师摈弃照本宣科的知识传授方式，尊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一定的情境
或特定场域下，搭建支架，协助学生打破窠
臼、开阔思维，提高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自主
理解、建构知识。

比如，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教师可
在每堂课上设计“时政点评”活动，让学生对
最近发生的重大国际国内新闻或引发广泛讨论
的时事进行梳理，结合学科所学知识进行分
析。教师对学生的分析进行点评，搭建有梯度
的支架，层层深入，引导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建构化的
学习能让学生对抽象的概念、名词和思想政治
教育有更为真切的认识，同时能锻炼提高学生
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
野，助力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如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中《生
命可以永恒吗》一课，要求学生在理解生老病死
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知晓生命有延续，培养个体
在人类生命中的责任感。这对初中生而言有一
定的难度。为实现学生理解建构，教师通过分
享袁隆平一生奋斗让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故
事，引导学生认识到他留下的是粮食的种子、奋
斗的种子，从而继承“种子”精神，让学生认识
到，人类生命的接续不仅是生理生命的延续，也
是精神的传承，从而不断增强生命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提升学生在人生中为自己的生命寻找
合适位置的智慧，进而为家庭、为祖国乃至为人
类担当一份使命。

建构化的学习有助于提升活学活用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教材内容与时
政材料、生活实际有效结合，并采取合理有效的
教学方法，可以使理论知识具有真实感、形象性
和实用性，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索欲望，使教学

“活”起来。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学
会正确看待社会问题，间接地获得了社会经验。

在应用实践化中点亮课程智慧

义务教育各学科的新课标，均突出强调学
科实践，重视学科知识与生活实践、科技探索的
联系。具有课程智慧的教师，应学会设计以问
题解决为主线的学习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学习
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

实践中的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需要综合
应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才能解决。基于此，教师
要引领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面对真实的情
境，做出判断、选择和行动。教师在设计教学
时，要注重“做中学”，引导学生参与学科探
究活动，加强知识学习与生活经验的联系，设
计有层次、有深度的问题，串联整个学习过
程，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促进知识的迁移应用和思维的发展。

例如，《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
版）》提出，数学课程要让学生“会用数学的眼光
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
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这集中体
现了数学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和育人价值。小学
阶段的数学课程，要让学生在习得基本数学知
识的同时发现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数学。比如，
六年级学生在学习扇形统计图时，教师可设计
开展“一滴水背后的故事——关于水资源的研
究”，设计滴水实验让学生体验“以少积多”，唤醒
学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探究本地阶
梯水价，指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和认识社会
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本地（潍坊市）水
资源的现状如何？为什么要保护水资源？如何
保护身边的水资源？教师还可以设计“我与水相
识”“我与水对话”“我与水面对面”“我与水相约”
四大驱动任务，让学生运用数学条形、折线、扇形
统计图进行数据分析，用生活中的容器计量用水
量，计算自己家的水费，理解阶梯水价的作用意
义，学会用小数乘除法计算污水处理的成本，对
比实施节约方案前后的水费等。实践中，教师指
导学生走出校门，探寻潍坊市缺水的原因，获得
真实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并用图表形式表达出
来，用数据引导社会大众增强节约用水的意识，
还通过“节水方案”“节水窍门”“水的循环利用”

“南水北调”“潍坊海绵城市建设”等分任务的研
究，找到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方法。类似这样的实
践性项目学习，不仅让学生掌握了数学知识，而
且达到了数学育人的目标。

总之，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成长的生命历
程，是激情与智慧综合生成的过程，是实现教师
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习效果双向提升的过程。课
程改革要求教师开掘课程智慧，转变观念，创新
教学方式方法。为此，教师应深研课标，深入理
解学科概念，探寻学科本质，把握学科知识间的
关联，依托大概念、通过大单元教学，让学生树
立学科的整体思维；教师应发挥好组织者、引导
者、共同学习者的角色，通过情境创设、学习任
务设计推动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教师应加
强学科实践教学，通过学习项目的设计提高学
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课程智
慧的教师能把抽象化、符号化的知识教“活”，让
学生把知识学“活”，从而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
学生智慧发展夯实根基。

（作者王鹏飞系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教体
局党组成员，潍坊市奎文中学、奎文区宝通街
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怡平系潍坊市奎文
中学教师）

山东省潍坊市奎山东省潍坊市奎
文中学文中学（（小学部小学部））的音的音
乐课上乐课上，，学生们专心学生们专心
致志地学习吹奏口风致志地学习吹奏口风
琴琴，，感受音乐之美感受音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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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抓住教育部开展人工智能助
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契机，升级智慧教育平台，
探索教师培训升级迭代方式，促进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培养出一批“乐学会用”的教师。

营造智慧教育环境，助推教师专业发展

近年来，榆林市在智慧校园建设及促进信息化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21年9
月，入选成为教育部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试点地区。

为此，榆林市教育技术中心对标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对原有的“榆林教育云”进行了升级、再造和深
化，新增建设教师发展智慧管理平台和教师大数据中
心，精心打造“五环一库一榜一中心”的应用模式，利
用信息技术，助推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五环”是指
校本教研的五个关键环节：集体学习形成规划、个人备
课形成初案、集体磨课形成共案、听课评课反思总结、
基于学情完成个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充分利用“智
慧教育助手”系统（包括单元规划助手、个人备课助
手、集体磨课助手、听课评课助手等）优势，提升教研
质量，进而发挥教研对高质量教育的支撑作用。“一
库”是指建设学科智慧教学的数字资源库，共享在校本
教研中累积的智慧教学实践案例，更广泛更长效地服务
于区域教育质量提升。“一榜”指的是教师贡献积分
榜，记录教师在“智慧教育助手”应用中提供资源、提
供建议、运用建议的数据，让教师在教研共同体中发挥
的智慧能够被看见、被赞扬，进而激发教师的教研热
情。“一中心”指的是资源数据中心，积累教师的行为
数据，为后续辅助教师形成专业规划和智能化推送资源
打下数据基础。

“关键群体”与试点学校示范，引领全员提升

项目启动之初，相关教育部门评估研判了本地区教
师队伍的整体情况，以试点工作为抓手，设置了面向各
级各类教师群体的个性化学习套餐，对标不同群体的教
师能力培养。我们面向学校管理团队设置了“学校首席
信息官（CIO）专项培训”，旨在提升校长的数字化领
导力及数字化评价力；面向学科带头人和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及其成员，设置了“信息素养提升专项培训”，侧
重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指导力和数字化协同力；面向专项
技能人才设置了“智慧班主任”“学习指导师”“技术领
航员”三类专项培训，重点提升他们的岗位胜任力和实
践创新能力；面向全体教师设置了“信息素养专项培
训”，旨在促进全体教师数字素养及人工智能素养的提
升。

根据教育部的整体设计，项目三年为一个周期。第
一年以“育种子、打样子”为推进目标，发挥“关键群
体”引领作用。首先，首席信息官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及学科带头人发挥“领航员”作用，有效指导名师工作
室成员；其次，名师工作室成员发挥“强纽带”作用，
将先进理念辐射到专项人才和教师全员队伍中。

我们积极推进试点学校课例研究。该项目以榆林市
的62所试点校为基础，以课例研究为抓手，通过专家
引领下的学科联合教研活动，面向学校管理团队、学
科指导团队和学科教师，开展一体化设计。具体包括
面向试点学校试点学科的教师开展的“基于证据的教
学评一致性”专项课题培训，面向试点学校教研组
长、备课组长开展的“教师校本研修社区建设”专项
课题培训，面向试点学校校长及教学管理人员和全市
学科教师开展的“运用人工智能开展教育教学管理”专
项课题培训。

以案例促应用，以数据资源促课堂变革

为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主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每次培训结束，学员要完成一份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学科
融合创新教学设计或工作室混合研修活动方案。为发掘
推广优秀应用成果，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我们面向榆林
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全体参训教师开展基于现有信息化应
用场景的优秀教学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经过平台投票初
评及专家终审，共评选出140个优秀课例。

这些身边的优秀课例，让其他教师深受启发。比
如，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数学教师曹秀丽在小
学数学低年级图形教学中，运用平板电脑的拍照上传功
能进行对比评价，利用人工智能实现评价的即时性、准
确性，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陕西省神木市第
十一中学语文教师高桂英在语文期末测试时通过阅卷系
统，仔细分析学生语文学习情况的数据分析报告，针对
学生出现的学习问题改进教学……现在这种主动学习、
善于应用的教师越来越多。

我们首批选定21所领航学校，在学校管理者和指
导者的组织引领下，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了56期榆林市
跨校、跨县区的学科联合教研活动。每期主题教研活动
均通过活动告示单，明晰主题教研目标，规范学校备课
路径。我们不断探索分级指导（本地学科团+域外导师
团）、纵横交融（校长抓校本+学科导师抓联研）、同频
共振（学科联研与校本教研同步）、工具支撑的教学教
研新路径。

截至目前，各校教研组通过学习主题课程、运用智
慧备课助手开展单元备课、专家在线打磨教学设计、专
家入校指导课堂教学、教师优化教学设计等实践探索，
已经初步掌握了教研组集体备课的路径和方法，积淀了
一批具有榆林市特色的智慧教学资源，并在此过程中积
极探索教学教研资源库的建设路径。

（作者系陕西省榆林市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

培养“乐学会用”
智慧教师

——陕西省榆林市以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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