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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课堂，因真而精彩
! 市实验小学 周慧

在“真学课堂”中，一
切课堂教学设计都是为学
生的学习而服务的，其中
包括设计问题。首先教师
应合理把握设计教学问题
的分寸，然后通过有效手段启发学生，接着提出
确切问题，从而实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最
后设计完整的问题。这样不仅能使课堂教学变
得高效，还能使学生的思路得到扩展。本文将从
以下三方面探讨如何巧妙地设计问题，以便促进

“真学课堂”的形成。
一、注意设计分寸，实现有效启发

“真学课堂”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启发，这样不
仅能引起学生思考，还能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得到有效培养。所以，教师一样要注意设计问题
的分寸，从而实现有效启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注意设计问题的分寸，就是在有深度的前提下，
又能使学生思维受到启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的深度并不是指难度，而是指教师在设计问题
时，不仅要掌握教材内容，还要了解学生对数学
知识的掌握程度。另外，有分寸的问题应具有发
展性，难易程度应该不一样，不能要求所有学生
都会回答，让优等生回答难度较大的问题，让中
等生回答难度一般的问题，让学困生回答容易的
问题，从而在思考中提高学生认知水平。

例如：在学习（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
册———《三角形面积》这节课时，教师首先根据教
学重点设计问题，然后让学困生回答导入性问
题：“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是什么？”接着让中
等生回答连接新旧知识的问题：“怎样能将三角
形变成平行四边形？”最后让优等生回答推导性
问题：“三角形的面积公式与平行四边形公式之
间是否存在联系？”这样课堂问题的尺寸就能得
到有效把握，不仅能启发三个层次学生的数学思
维，还能促进形成“真学课堂”。

二、把握设计目标，注重主动参与
“真学课堂”倡导学生满怀热情地参与到课

堂学习中，所以在设计问题时，教师应该目标明
确，从而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能将问题直接抛出让
学生回答，这与小学生的学习心理不符，教师应
有目标地设计问题，并且选择贴合实际的情境模
式，问题难度也要符合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水
平。这样才能使学生主动质疑。

例如：在学习（苏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册———
《长方体和正方体》这节课时，由于小学生的脑海

中缺少空间想象力，所以
对立体图形的感知能力较
差，教师在讲解时，应帮助
学生掌握立体图形。首先，
教师用问题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在讲完基本概念后，接着设计一个符合学
生学习心理的问题情境，“在巨大的长方体木箱
中，有只蚂蚁在觅食，它通过嗅觉闻到箱子的另
一端顶点有食物，蚂蚁怎样爬过去才能最快地找
到食物呢？”学生对蚂蚁比较了解，立即被这个问
题所吸引，开始纷纷议论。学生在思考问题时，已
经在脑海中形成了例题图形，这不仅使学生的空
间想象力得到锻炼，还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从而使“真学课堂”变得更加精彩。

三、合理设计框架，完成高效迁移
“加强联系，应用迁移”是“真学课堂”中的

另一个要求，它强调将不同的知识点联系在一
起，从而实现学生迁移运用知识的目的。因此，在
设计课堂问题时，一定要有明确的框架，注重实
现高效知识的迁移。通过设计问题，为学生营造
完整的知识架构，实现在统一框架内不同知识点
的有效联系。在设计框架问题时，一定要符合以
下几点：一定要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联系在一起，
学生有能力相互比较和辨认，能完成知识迁移。
学生在审题时，一定要试着审视问题序列，深入
挖掘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主动寻找其中规律，
从而形成符合自己学习规律的知识网，进而实现
知识迁移。

例如：在学习（苏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
上———《分数乘法》这节课时，首先教师向学生传
授分数乘法的基本法则，然后为了实现分数乘法
与分数加减法之间的相互迁移，提高学生对分数
乘法知识的认识，教师为学生设置以下几道题
目：“2/3×2/3=，2/3+2/3=、2/4×4/8=、2/4+4/8=”，
让学生将以上题目分别解答出来。学生经过此次
练习，在分数计算法则的框架内，不仅学会了分
数乘法，并且和以往学习的分数加减法则运算作
对比，掌握了其中的区别和联系，知道分数加法
的分母必须一致才能运算，而分数乘法则不需
要、可以直接运算的道理。通过此次问题设计，不
仅能实现不同分数运算法则的知识迁移，还有助
于“真学课堂”的形成。

总之，只有抛弃传统模式化的设计问题形式，
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用问题引导学生独立
思考，这样的课堂才能使学生真正学到知识，不仅
能增长学生的智慧，还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小班化教学模式初探
! 市甘垛镇澄阳初中 周桂平

随着城镇化脚步加快，出生人
口减少，教育资源的充裕和家长对
子女接受优质教育期望的提高，农
村初中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出现了
一种“被小班化”的状态。被小班化
后生源状况如何？教师心理有何变化？如何找
出一种适应这种状况的教学模式，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高效课堂，提升教学质量等等？这
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眼前。笔者根据学科特点，
对被小班化后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如下思考
和探究。

一、转变理念认知学情
小班化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大量的优质生

源流失，留下的多数为学习习惯不好、家庭经
济条件差或单亲家庭的学生。在这个背景下课
堂教学存在几点困难：1、分组后没有层次，特
别是没有领头雁。2、预习流于形式，得不到落
实。3、家庭对学习不重视，只要不惹事就万事
大吉，课后练习得不到及时检查。

针对以上几点我根据学科特点对课堂教
学的模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一）树立服务意识 集家长与老师于一身
首先，缩短或者取消回家预习的环节。利

用课间多与学生相处、聊天，了解其生活学习
状态，课前 3-5分钟预习加课上花 5分钟预
习，细化预习内容，让其有事可做。这些看似简
单、实际需要老师花费较多时间去了解学生，
熟悉教材并转化成可操作的问题，提高自身的
服务意识。

其次，减少课后作业，精选试题课上完成。
许多学生已经形成多年不做作业的习惯，罚抄
罚写这些手段只能达到惩罚的目的而不能达
到掌握知识点的目的。了解这个道理就需要老
师转变理念，把自己当做一个服务者———为学
生学做人学做事学知识服务。与其布置作业不
写，不如给他时间，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特定的任务。会做的帮助不会的，避免直接机
械的抄袭作业。

再次，被小班化后，班级人数少，缺乏领头
人，在分组时尽量大组化、随机化，实验时四人
一组，问题讨论时十人一组，可跨组讨论。

（二）以书本为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探究

合作探究实际是有前提的，你有一个观点
我有一个想法，相互交流讨论，融合、迸发新的
火花。如果你没有想法，我看不懂问题，合作的

结果就是大眼瞪小眼，更有甚者趁机聊
天，有些问题需要模仿记忆无需合作探
究，比如化学用语的书写记忆等。根据前
面分析的学情，避免伪探究，我以书本为
本，该独立思考时独立思考该、合作探究
时合作探究。

首先减少分组讨论探究，改为师生同
探究。在一般的学校一般是老师抛出一个
问题，然后就问题大家分组讨论，形成结
论。各个小组竞相讨论思考，有目的，有条

理，还有竞争，大家都希望为本组争光。但这种
做法并不适合“小小班”，只有一两个明白的，
还有些沉默的，所以将合作扩大到师生，由老
师将问题一个个细化再抛出，逐步完成讨论，
实现真正意义探究。围绕书本上的“观察思考”

“实验探究”展开讨论，以本为本。
其次，科学机动分组，确保完成实验。化学

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一个孩子的理论成绩
与动手能力不一定成正比。为了确保完成学生
实验，必须多个学生合作，在一开始的分组实
验中可能会发现有的组能完成，有些组不能。
对于此我的做法是，根据实验完成情况随机调
整组员，互帮互助完成实验。

小班化后也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教育资
源丰富，人均占有量大，教师可以照顾到每个
学生等。针对这些优势我在教学模式上也有一
些改变。

二、认清优势因地制宜
（一）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及时沟通调整
新课程标准的首要目标是关注人的发展，

在小班化的课堂上老师能关注到每个孩子，对
于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了如指掌，针对其学习
状况，教师可以随时调节，真正变教案为学案。
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老师的关爱，不会因为默
默无闻而自卑。老师可针对每个学生进行有效
直接的辅导，这与大班有着本质的区别。

教师有时间与每个同学接触沟通交流，减
少学生心理障碍，有效的师生交流使师生关系
更为融洽，因此小班化的课堂气氛更为轻松，
有益于学生的发展。在小班化的课堂上可以增
加师生互动的环节，比如共同完成演示实验，
比如参与学生的合作探究，学生有疑问可以随
时提出，共同探究，增加了课堂的生成性和趣
味性。

（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能动创造
被小班化后班级人数减少，每个学生占用

的学习空间、活动空间和其他教育资源增多。
学生自主思考、探究，活动的机会多，自主创造
发展的空间自然就多。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质
疑、表达自己的见解以及动手实践，有利于他
们综合素质的发展。结合化学是实验为基础的
学科特点，在减少课后作业的同时，鼓励学生
利用农村现有资源进行家庭小实验，感受化学
学习的乐趣。感受到乐趣就会提升兴趣，有了
兴趣学习就会主动积极。

综上所述，在被小班化后，针对学生情况
和优势特征，我们将课外预习缩减变为课上预
习，分组探究改为师生共探究，课外训练改为
课堂有效训练并鼓励学生利用身边的物质多
动手实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这种方法是
行之有效的。

我的美好期待
! 市第一实验小学 徐加浩

上周五，我布置了三（5）班孩
子们一个体验作文的任务：在家
长的陪同下，去菜市场买菜，注意
留心观察，写具体在菜市场的所
见所闻。并通过班级群、校讯通同
时发布了这个体验作文的具体要求。

周一上午，课代表把孩子们的周记收到我的办公
室。上完第一节语文课，我回到办公室。泡好一杯茶，
开始批阅孩子们的周记。当改到刘伟、戴佳萍的周记
时，只有短短的三行，我猜想他们可能没去体验，于
是，在中午放学时，我决定把他们邀请到我的办公室。

随着下课时间的临近，我到班等候放学。数学
老师俞老师讲完最后一道数学题关上投影准时下
课。我推开门，走进教室，孩子们在位置上整理书本
准备离开座位。我等孩子们整理好，教室里安静了
下来，我首先反馈了周末语文作业的批阅情况，通
报了他们作业存在的四个问题，然后，点名刘伟、戴
佳萍放学后到我那里去一下。

把放学的队伍送出学校西大门，我立即赶往办
公室。他们已经一脸紧张地在我办公室里等我。我
把他们的作文本交到他们手里，然后分别谈话。

“刘伟，周末家长陪同你去菜市场买菜了吗？”
“没，我爸爸上夜班，妈妈在外地做生意……”
“哦，老师希望你本周在家长的陪同下，去体验

一下，然后，再写出自己在菜市场
的见闻，好吗?”

“嗯！”他使劲地点点头。
我很是同情这个孩子，才 11

岁的孩子，晚上回家一人要自己
解决吃、住的问题。与他爸爸电话取得联系，在电话
中，我请他爸爸能抽时间陪孩子去完成这次的体验
任务，他爸爸似乎在补觉，听完我的解释，他不太情
愿似的答应了我的请求。

然后，我与戴佳萍做了个交流，她说自己去了
菜市场，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听完她的解释，我教她
按照去菜市场买菜的先后顺序去写，先写自己在菜
市场的见闻，然后写清楚自己买了什么菜，怎么买
菜的，特别要写清楚买菜时与别人讨价还价的语
言。听完我的辅导，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在反思：孩子的写作，
怎么去指导与提高？我这个体验作文，家长是否乐
意去配合？也许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家长未必就
能理解“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还
是想利用好班级群，发挥它的作用，把写得好的作
文在群里晒出来，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
货。相信，家长们看到我们班一些孩子的优秀作文，
肯定会有所触动，期待家长在心动之后，积极行动
起来，为孩子的写作提供源头活水！

兴趣是一种甜蜜的牵引
! 市临泽镇初级中学七（!）班 王羽婷

“有一扇非常重要
的大门。这扇门上写着两
个字：文学。”赵丽宏说得
真好。自从推开了文学这
扇门，我似乎走进了一个
瑰丽无比的世界，享受着其中的甜美。

学完《为你打开一扇门》，我捧起了砖头
一样厚的《水浒传》，这是叔叔送我的，已经
躺在书架上睡了一年。

读着读着，一个个英雄好汉印入我的脑
海。挺一杆长枪的林冲，堂堂的八十万禁军
教头，受太尉迫害，竟然被逼上了梁山。拿一
柄单刀的武松，一位打虎英雄，为了替冤死
的哥哥报仇，被判充军发配，最后也走上了
梁山。及时雨宋公明，因为行侠仗义，在江湖
上名声远扬，受到众多好汉的拥戴……

厚重的《水浒传》仿佛巨大的磁铁，吸住
了我的眼，吸住了我的手，也锁住了我的心。
课间，看！中自习，看！上床了，看！……晁天
王中了毒箭，我不由得伤心；宋江接受招安，我
不由得惋惜；武松断臂出家，我为他高兴……

放下《水浒传》，我又捧起了《朝花夕
拾》。合上《朝花夕拾》，我又打开了《欧也尼
与葛朗台》……一本本落满灰尘的书被我掸
掉灰尘，捧在手里。有时候，我像只小虫，在
纸页间爬行；有时候，我像头饿狼，大口大口
地吞咽着文字；有时候，我成了书中的人物，
与他们同悲同喜……

以前，老师提到关于文学作品的问题，

我就像在大海中迷失了
方向，一脸茫然，束手无
策。望见有同学回答得
头头是道，我羡慕极了。
随着一本本书吞下肚，

我觉得肚子有货了，常常举起我那双充满自
信的手。

第一次月考结束，朱老师在班上举行
“阅读分享会”，分享自己最近读过的文学作
品，并且从中学习其他同学的阅读经验。我
第一个举起手，胸有成竹地走上讲台，扫视
一下全班同学，我说：“我最近读了《水浒传》
和《朝花夕拾》。”

“哎呦，真棒！这些书读了之后对你肯定有
帮助，那你有什么感想要对我们说吗？”话音刚
落，朱老师从镜片后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在这些作品中，我学到了一些写作方
法，比如《水浒传》中，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写
得非常细致，通过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等
方面，突出了人物的特征……”

哗———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
中，我听出了赞扬，听出了鼓励，听出了认同
……回眸一看，朱老师的眼睛炯炯有神，流
淌着笑意。

静下心来，沉思一会儿，顿时，我恍然大
悟。一本本课外书，就是我的台阶，就是我的扶
手。正是她们的牵引，让我品尝文学的甜蜜，让
我观看世界的广阔，让我遇见多彩的灵魂。

兴趣，就是一种甜蜜的牵引！

小草的信念
! 市实验小学三（"）班 王米佳

冬天还未走，可春天就要来
了。在黑暗的泥土里，一棵小嫩芽
不安分地扭动着身躯，她好怀念
太阳公公灿烂的笑脸，她多想听
听小鸟动人的歌声。她用力地钻
呀、顶呀，她的小脑袋终于探出了泥土，她终于看
见了梦想中那个美丽的光明的世界。

小嫩芽长成了一株小草，她是那样娇小而又
柔弱，可她又是那么开心和快乐。她喝着清凉的露
珠早茶，享受着风儿轻柔的抚摸，
沐浴在太阳公公的光辉里。她和花
儿交朋友，和蝴蝶、蜜蜂做游戏，她
的生活可真惬意!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夏

天，她居然敢跟闪电姐姐玩耍，每当
这时候，雷哥哥也会来凑热闹，只要
玩得开心，雷哥哥就会打起小鼓，其
他的小动物们都吓得躲了起来，花
儿们也都变了脸色，小草听到这声

音却手舞足蹈。柔弱的她有时也不得不弯弯腰，可
很快她又挺直了腰杆。闪电姐姐、雷哥哥只好灰溜
溜地走了，太阳公公对她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秋天，她依旧精神抖擞，为迎接寒冬的到来，
她积蓄着力量。

冬天，小草们又要回到黑暗的
泥土里去了，她嘴里喃喃地念道：

“明年我还会回来的！”
春天，快来吧！指导老师 王秀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