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
堂

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6
投稿信箱：bbsteacher@126.com 2018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
张祖庆

在一次教学观摩活动中，我没有磨课，

上了一堂未经试教的课。当天，我将上课心

得发于微信，点赞者甚众。然而，真正触动

我思考的留言，来自一位律师朋友——

“公开课本来就不应该试教，我从没听

说过哪位律师开庭需要预演。”朋友的话，让

我愣了好几秒钟。

一直以来，公开课磨课，仿佛天经地

义。一次次备课，一遍遍试教，一回回推倒，

一番番重来，折腾不止，筋疲力尽。最夸张

的，当数那些参加“国赛”的选手们，一旦有

幸被选中，就会走上磨课的不归路。日里磨

课，夜里梦课。最终，听课者看到的是一堂

万花筒般精致的课——动画美轮美奂、音乐

荡气回肠、语言气势如虹。置身其中，恍若

观赏一场艺术表演，让人目不暇接。

且慢喝彩。

长期以来，对公开课的评价，大多注重

其“教学艺术”而忽略其“教学效率”。一堂

花了一年时间准备的“精品课”，其示范的价

值究竟在哪里？

这年头，教师的工作越来越忙，有时候

忙到几乎窒息。其实，有一种忙，叫“公开课

忙”。谁知道，这“忙”，是“茫”还是“盲”？

为了磨出一堂大家看着都满意的课，

教师一次又一次地焦头烂额。时间花下去

了，这堂课往往确实是好看了，但时间却被

浪费掉了，这本可以用来做很多更有价值

的事情。比如——

观察学生，研究学情，收集真问题，改进

教学；

架构课程，优化整册书的教学结构，对

教材做统整、微调与拓展；

阅读好书，提升解读文本的能力，拓宽

视野，提升文学素养；

练习基本功，提升朗读、口语、三笔字等

水平……

也许你会说，这些事我平时也在做；上

公开课只是一段时间的事，不会影响我日常

的专业成长。

我并不反对磨课。事实上，对于初入教

坛的教师来说，在某个时间点上，打磨出一

堂满意的课，是必要的“入格”训练，是有价

值的，但价值有限。因为，语文课的很多所

谓教法，往往具有唯一性，在这堂课上行得

通的，换一堂课则未必行得通。

观摩公开课的终极意义，在于学习先进

的教学理念，改造常态课堂。所以，我更欣

赏那位律师朋友的观点，公开课要向律师开

庭学习——不预演、不雕琢，真实地呈现。

这样的课堂，虽不完美，但是有研讨价

值。精彩才值得借鉴，问题才值得反思，只

因为它真实。

对于逐步走向成熟的教师来说，不磨

课，不仅是勇气，更是修炼的法门。

很多人学名师，之所以学不像，往往只

学习他们课堂教学的“术”，没有学到他们处

理文本以及课堂对话的“道”——对语文和

对儿童的深刻理解。而这主要不是在磨课

的过程中获得的。

如果眼睛不是死死地盯着公开课，而是

反过来，多看看儿童，多修炼自我，语文教学

水平会整体提升一大截。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问过于永正、支玉

恒、贾志敏等几位前辈名师：你们的课经过

几次试教？

答案是——第一遍不试教，后来边上边

改进。

不试教，是不是不备课？不是的，反而

对备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于永正老师备课，反复练板书、练朗读、

练批注；贾志敏老师备课，几乎小学课文的所

有名篇，都能熟读成诵；而我敬仰的支玉恒老

师备课，读一遍，就把课文反扣过来，捕捉文

本的第一印象，根据文本特点设计教学……

支玉恒40岁转行教语文，他的修炼门道，

不是一堂又一堂地反复打磨自己的公开课。

而是把功夫花在练字、朗读、读书、思考上。

他觉得自己的字写得难看，于是用毛笔

小楷写教案，写了几年，练出了潇洒的板书。

他觉得自己的朗读水平不高，于是学着

中央电台那些播音员，反复练朗读，练出了

高超的朗读本领。

他关注到了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一

直在“提问题—答问题”，于是写出了一篇篇

好文章，探索了一堂堂好课。

试想，假如支先生眼睛只盯着一堂又一

堂课，不从课堂以外修炼自己，我想他不可

能达到这样的课堂艺术高度。

这些前辈名师是真正在“用一辈子备

课”。他们把“工夫”下在“功夫”上，下在了

课堂以外——文本细读的功夫、板书的功

夫、朗读的功夫、背诵的功夫、点拨的功夫。

他们把学生的学习放在首位，以成就学生的

精彩为己任。

据我所知，支先生驰骋教坛的后几十年，

一直是不试教的——或者说，他在上课的过

程中“试教”——不断优化自己的教学方案。

不试教，把自己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时间读

书、实践、反思，慢慢地悟得了语文之道。

也许是受他们的影响，不知从哪天起，

我给自己下了个死命令——今后，我上的任

何一堂公开课都不再磨课。朋友们戏称，我

开启了“裸课”模式。

有人会说，细细打磨一堂课，是为了探

寻语文教学的规律。然后用规律指导常态

课，提高常态课教学效率。这怎么有错呢？

没错。但我重申，我不是反对磨课，而

是倡导教师多上裸课。

因为裸课，你事先知道这堂课必须一次

性呈现，你会逼着自己把功夫下在课外；

因为裸课，你知道自己不可能完美呈现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课），而是试图

用接近常态课的教法，呈现出常态教学的本

来面目。成功，则可以被人借鉴；失败，则可

以当作反例。

谁说公开课只能观摩成功的课？裸

课中出现的问题，正是常态课堂的真实再

现。把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明白，犹如发

现路障——告诉别人此路不通。这不也

是一种贡献吗？

如果把公开课当作艺术品来瞻仰与膜拜，

就会千方百计去追求完美；如果把公开课只是

当作一堂公开的家常课，一只供大家解剖的麻

雀，那么，你便不再纠结于：磨，还是不磨？

事实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一直就是

这样真实观课的。

当然，如果其他团队都在磨，如果你和你

的团队也很在意成绩——其实，谁不在意成

绩——那么，你只有“磨你千遍也不厌倦”。

很多时候，是为了面子而赛。得奖了，

风光了，凯旋了，红了；失利了，黯然了，回来

了，哑了。语文呢？涛声依旧。

□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浙江宏达南浔学校 宋国萍

流感肆虐，班级学生近半中招，于是停课一周。

一周后，学生返校，皆雀跃，尽欢颜。于是乎，晨诵窃窃私语，

午餐嘈嘈聒噪，课堂上目光游离，至放学排队依然嬉笑叽喳，我实

在是忍无可忍。

“同学们，说说看，今天你们像一群什么呀？”

“麻雀。”一脸呆萌，憨态可掬，幸好尚有自知之明。我心甚慰。

“可是，可是，我不喜欢带着一群麻雀去楼下放学排队呀。”

“那我们是一群喜鹊，哈哈！”

这比喻真是口吐莲花，他们也被自己的才气倾倒，笑得前仰

后合，这就是我可爱的学生们啊。

次日上课，我在黑板上认认真真地写下这两个词：“麻雀”“喜鹊”。

“你们看，‘麻雀’的‘雀’和‘喜鹊’的‘鹊’读音是一样的，念

què，两个字写法却完全不同。它们由不同部件构成，意思自然

也是不同。你们看，这个‘雀’，它有一个重要部件‘隹’。还记得

老师告诉过你们，‘隹’一般和什么有关？”

“鸟。”

“你们记性真好。‘隹’是鸟，‘鸟’也是鸟，那么，这两种鸟一样吗？”

小眼睛里的问号如涟漪荡漾开来。

“不一样。”

“那么，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来看看这些部件的古文释义吧。”

《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说明：“鸟，长尾禽总名也；隹，鸟之短

尾总名也。”这个发现让学生们惊喜。

“我们一起去找找哪些字里有‘鸟’吧。”

学生们找得很快，“鸡、鸭、鹅”，还有之前上课讲过的“凤”的

繁体字“鳳”。

“哪些字里有‘隹’呢？”

“雀、鹰、难、谁……”看着黑板上的“难”和“谁”，学生们一脸

讶异：它们和短尾鸟何干？

我也茫然，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这两个字还真和“短尾鸟”

有渊源：

在金文“難”字中，左侧“堇”指施刑，“隹”是指食肉猛禽，合起来就是以

鸟啄为刑。本义是指一种酷刑：让猛禽啄食而死。

“谁”字更有意思。左半为“言”，即问候；后半为鸟雀，意指鸟鸣。这本

来是一个拟声词，模拟一种口哨声，远古先民用来模仿鸟鸣，问候陌生人。

以此类推，“唯”就是顺从应答如鸟鸣的动听声音。

学了一堆含“隹”部件的字，我忽然想到学生们很容易弄错的“进”与“近”。

“原来‘进’字（繁体‘進’）里也有‘隹’。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研究研

究。”原来，“进”居然是追逐鸟雀的意思。古人称急速寻捕犯人为“追”，称追

兽为“逐”，称追鸟为“进”，真是“涨知识”啦。

就这样，学生们和我一起查阅，一起研究，一起学习。回到家，翻开廖文

豪先生的《汉字树》，找到“鸟”和“隹”，先生的解释也极有意思：“鸟”的甲骨

文、金文及篆体都有鸟头、眼睛、脚爪、尾巴和身体，这描写的是一只在地上

行走的鸟；而“隹”除了鸟头和尖嘴以外，重点描写的是一双飞翔的翅膀，这

是一只飞翔中的鸟。

古人认为，鸟无论走路或飞翔，都只会前进不会后退，因此创造了带有

部件“隹”的汉字——进（進）。

再细读之，“写”（繁体‘寫’）居然也和鸟有关。“舄”字表示鸟巢，一笔一

画地写字就好像用一条条的草编织出鸟巢，显示出对教育的重视。

自从使用部编本教材之后，我开始非常关注汉字的字理教学。教育部

《关于当前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指导意见》中指出：“应充分考虑汉字

的特点，以提高识字教学效率。同时，让学生在识字过程中初步领悟汉字的

文化内涵。”

黄亢美先生说：“依据汉字本身规律（字理）和学生认知规律（心理）进行

识字教学，当是最合理教学，简言之，即是‘字理＋心理＝合理’。”

古今大量教学实践证明，依据字理进行识字教学，能让学生快速形象地

识记汉字，且能领悟汉字蕴涵的文化内涵。很多教师和家长都感叹教材要

求的识字量大，学生们认字难，可是不识字哪来的阅读量。尤其到复习阶

段，学生们一做“看拼音写词语”就错别字频出。

此时，一味地呵斥并非良方，不如和学生一起打开字典，看一看汉字的

前世今生吧。如此学习汉字，不但轻松，更会让学生爱上母语。

教师要走向卓越 公开课多上“裸课” 龙泉许东宝（楼主）
前段时间，国内某知名

大学学生会换届选举，名单

中冗繁而等级明确的职位引

发了热议。

很多家长反映，每天早

晨送孩子上学时，一些负责

检查的学生小干部背着双手

站在校门口，不时指指点点，

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还有

一些小干部在帮助教师维持

秩序或者检查作业时，嚣张

跋扈。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干

部官僚化的习气皆有呈现。

该怎么办？

俞和军
班干部轮流做，让每个

学生都有事可干。现在有一

股风气必须刹住：一些家长

为了孩子当班干部、当课代

表，开后门、走关系。其实并

没有征求过孩子自己的意

见，虽说是为了培养孩子，但

效果适得其反。

杨铁金
学校也是小社会，社会

官气浓，学校自然也就官气

浓。一些有权势的家长还会

向班主任提出，让其子女担

任班干部，为未来的角色预

热。在高校，班干部在评选

优秀学生等方面颇具优势，

优秀学生又进一步为报考公

务员、应聘国企加分。

因此，要想让学生干部的官气减弱，

首先要建立公正公平的制度，减少班干部

的附加值，为更多学业优、能力强的学生

创造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机会。

龙泉许东宝
学生干部是教师的得力助手，帮助其

他同学，大家一同进步。但现实中有点变

了味，某些小干部利用教师给予的权利，

摆起架子，仗势欺人。

我觉得其中主要责任在班主任。学

生干部毕竟只是学生，自控力差，出现骄

傲自满的情况是正常的，教师要给予引

导，纠正偏差。

我给体育小干部的任务是：课前整顿

和带领队伍、协助布置场地器材、帮助困难

生掌握体育技能等。有一次，有一个体育

小干部向其他学生要铅笔等东西，我知道

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让他在全班学生面

前检讨。我作出规定：小干部向学生提出

不合理要求，学生有权拒绝并上报老师。

阿 国
学校素有“小社会”之称，而在社会大

环境的浸润下，班干部队伍滋生官本位思

想也是意料之中，但在情理之外。

我个人的带班习惯是培养为大家服

务的班级管理理念，让每个学生努力做一

个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人。新带班级的

第一个月，我自己作为值日班长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并严格确定班委职责权限，

平时采用常规班委制度，结合值日班长制

度进行管理。

赵占云
班干部最主要的任务是协助教师处

理日常工作，管理班级纪律、卫生等，帮

助同学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这有

助于他们增强自信，更好地成长。但因

中小学生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容易失控，

难免产生弊端。

此外，不少“恪尽职守”的班干部，往

往会成为班级排挤的对象。例如纪律委

员因为向教师通报班级纪律情况，而使违

反纪律的学生受到批评，会被同学疏远。

避免学生班干部官僚化现象的关键

在于家长和教师的引导，使其明确班干部

的角色定位——管理是服务而不是特

权。同时，值日班长轮流制让每个学生都

参与进来，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将“官”

和“管”变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正确

树立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学
汉
字
一
定
要
学
有
趣
的
字
理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在一次三年级语文备课
组活动中，有教师说：“一个
班，只有十几个学生作文还
过得去。”

引来其他教师共鸣。
“对啊！学生写不长。

要求350字左右，有的只写
100多个字。”

“我都认真指导了，学生
就是写不具体。”

……
对于作文教学，我深有

感触。尤其是三年级，作文
刚起步，作文写不长、事件不
具体、语句不生动是通病。

的确，学生在写作文前，
教师指导很重要。可是，作文
后的批改也同样重要，但批改
只是改改病句和错别字，结尾
再写上一段简短的评语。

说到评语，教师们是否
想过，有多少学生会看？教
师辛辛苦苦地把一叠作文批
改好，发下去。学生匆匆一
瞥，就塞到抽屉里去了——
只在乎等级。

其实，就算有学生看评
语，也没多大用处。因为这
些评语概念性很强，很笼统，
比如“详略不当，重点不突
出。”“叙事不集中，事件表达
不清。”“不要面面俱到，要选
好点，具体展开。”

想想，一个三年级学生，
从这些评语中能领悟到多少
实质性的东西呢？

我觉得，对于作文起步
阶段的三年级学生来说，用
问答方式来批改，是个不错
的方法。在批改作文时，根
据习作内容，设计几个针对
性很强的问题，写在作文后
面，让学生作答，像做课后练
习题一样。这样能对症下
药，对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帮
助很大，效果也好。

以下是问答式作文批改
范例，供参考。

学校运动会
今天，我早早来到学校，

心里很开心。因为今天学校

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八点半，运动会开始

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

到操场上参加开幕式。在运

动员进行曲中，一个班接着

一个班通过主席台。①
开幕式后，比赛就开始

了，原本安静的体育场，热闹

了起来。②我们班有8个学

生参加比赛。6个学生参加

长跑和短跑，原本看好的姒

梦洁和何洋，跑了个倒数第

一和第二。郭相茹出乎意料

跑了第一名。

最刺激的是20×50米接

力跑，我也参加了。同学们

拿着接力棒，一个接一个地

跑。轮到我时，我很紧张。

③我拿着棒，向前跑去。听

见同学们为我加油，我使出

全身力气，向前冲，把棒顺利

地递给了对面的同学。最

后，我们组得了第二名。

这一天过得真开心。

问题：

① 我们班是怎样通过

主席台的？喊口号了吗？做

动作了吗？

答：我们班学生个个精

神抖擞，脚步整齐划一，喊着

响亮的口号：“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

②能说说体育场上的热

闹场面吗？

答：各个运动场地上，运

动员们都摆开架势，做着预

备动作。操场看台上，班级

拉拉队员们，挥舞着小旗，挥

舞着鲜花，都在为运动员们

加油助威。

③能写一写你当时紧张

的心理吗？

答：这时，我心里很紧

张，心脏“扑通扑通”直跳，都

快跳出来了。我怕接力棒在

我手上掉了，又怕我这一棒

被别人追上。

要注意的是，学生的回
答教师也要认真批改，直到
满意后，再让学生把这些答
案，补充到相应位置，对作文
进行一次完整的誊抄。

只要坚持这么做，一段
时间下来，学生作文一定会
有质的飞跃。

作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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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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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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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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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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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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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中
感
受
大
自
然
的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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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干
部
是
官
吗
？
官
味
浓
，该
怎
么
办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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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