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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凌素凡

一位年轻教师在科研群吐

槽：“我以前上课用这样的环节设

计、提问方式都没有问题，可是，

现在就说我的课堂很‘高控’，不

知道是为什么？”

是呀，环节清晰、进行流畅、

提问多元、难易适宜……都是我

们常说的一节好课的标准，现在

这样的价值取向有没有变化呢？

下午，我与她“约课”，帮助她

解惑。

上课音乐声响起，幼儿们听

着音乐，很快地围坐成半圆形，拍

着手，乖巧地等待教师上课。

教师用一张榨汁机的图片引出

活动：“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它吗？”

幼儿们用整齐划一的声音答

道：“认识，榨汁机。”

“对，你们都在哪里见过榨

汁机？”

幼儿们纷纷联系自己的经验

回忆：在家里、在饮料店、在迪士

尼乐园见过。显然，幼儿们对榨

汁机并不陌生，这是他们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物品。

接着，教师再度抛出问题：

“你们知道榨汁机是怎样把水果

变成果汁的？”并引导幼儿观看榨

汁的视频。

看完之后，一个女孩边用手

势，边说出两个字“搅拌”。

教师非常开心，夸赞这个女

孩之后，示范搅拌的动作，让幼儿

一起跟着做。

接下来进入游戏环节，教师

将幼儿进行角色分组，并交代游

戏的玩法：第一排为水果组，第二

排为搅拌机组，水果组的幼儿选

择自己喜欢的水果图片贴在胸

前，搅拌机组的幼儿跟着音乐做

搅拌的动作，然后模仿喝果汁；做

了一次之后，两组变换角色，再做

一次。

最后，教师请幼儿们想想：搅

拌的动作还可以怎么做？幼儿们

也挺会配合教师，想出了很多不

一样的动作，于是大家再次在教

师的引领下做着自己设计的搅拌

动作。

教学活动结束之后，教师和

幼儿满脸通红，幼儿们很喜欢这

样的音乐游戏，但看似一场热闹

而富有情趣的音乐活动，其实是

在教师全程指令下开展的规则执

行，并不是从幼儿的视角出发来

设计的。

很多教师自认为，一节课，活

动能够顺利地开展，学生情绪高

涨，且动静交替，就是一节好课。

殊不知，对一节好课的评价已经

不在于形式多样、场面热闹，而在

于教师的“三观”——儿童观、教

育观、课程观。

追随儿童、等待儿童，才是一

节好课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那么，如何实现呢？

第一，“问”要有门道。在活

动中，教师的提问要能立足幼儿

的年龄特点与思维方式。教师

提出适宜性的问题，激发幼儿思

考的触发点，才能唤醒幼儿的积

极思维。

比如，教师如果将“榨汁机是

怎样将一块块的水果变成汁的？”

这一提问变成“你看到榨汁机是

怎样工作的？水果变得怎样了？”

这样就不会将教师的预期目标前

置，而是将幼儿的学习特点放在

首要位置。

小班幼儿以形象思维为主，

教师的第一个提问就要引出“搅

拌”这个词汇，而第二个提问则要

突出幼儿的学习特点，追随幼儿

的思维方式，通过直观观察来引

出话语表达。

第二，“听”要有渠道。在活

动中，幼儿对乐曲的感受是完全

不够的。榨汁机的乐曲旋律为

ABA形式，在游戏各环节之间会

有很明显的不同乐段，但教师根

本就没有安排时间给幼儿完整地

听一遍，而是在自己的主导下，让

幼儿依葫芦画瓢，照教师的样子

来做相应的动作。至于为什么这

样做，幼儿并不知道。

《3~6岁儿童发展指南》中明

确指出，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

美、创造美的重要形式。在榨汁

机音乐游戏中，幼儿的感受、欣

赏、观察、体验都是缺乏的。

第三，“玩”要有味道。在活

动中，形式是幼儿在玩，但学榨汁

机的搅拌动作，出发点还在教师，

看似每一个幼儿都在动手，但都

是做着统一的动作。

幼儿们喜欢玩怎样的搅拌游

戏呢？教师在这里完全可以让幼

儿先听音乐，想想榨汁机可以怎

样榨水果，可以做什么动作？一

个人可以怎么玩？两个人可以怎

么玩？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变成

大的榨汁机，然后教师当水果，一

起互动搅拌是否更好玩？

音乐停的时候，一个小男孩

双手举起一只“杯子”，对教师

说：“老师，我榨的是西瓜汁，很

好喝哦。”

瞧，幼儿有自己的想法，还会

创设情境。幼儿的经验就是课程

资源。

记得有次公开课结束之后，

评课教师没有直接评价，而是让

上课的幼儿进行评价。每一个幼

儿都侃侃而谈，对教师的言语、问

题设计、上课状态等，他们都能从

自身的视角来评价。原来，幼儿

眼中的好课，是教师上课言语幽

默，能够与他们一起玩，提出的问

题有趣味……

评课教师的这一举动让我耳

目一新。是呀，一节课的好坏应

该由幼儿说了算，幼儿才拥有话

语权。这就是教师儿童观、教育

观、课程观的改变。

罗莎·卢森堡这样批评道：

“一个匆忙赶往伟大事业的人没

心没肺地撞倒一个孩子是一件

罪行。”

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罪人，

好的课堂，教师能够不急不躁，心

平气和地去发现儿童、认识儿童，

并且能够追随儿童、等待儿童，不

要让儿童缺场。

只要你心中有孩子，上好一

节课并不难，上一节好课更不难。

如果没有儿童视角
再热闹也不是好课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写出的文字主要是给别人看的，人家读你的文章，是信得

过你，是想从你的文章中汲取智慧。假如你漫不经心，敷衍了

事，甚至信口开河，那岂不是误人害人？作为语文教研员，笔者

平时经常接触到教师们写的论文和随笔之类，感觉有一些教师

在写作态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引以为戒。

一是随意编造数据。事实胜于雄辩，文章中引用具体数

字，能增强观点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但数字的来源必须可靠，

或是根据客观材料统计出来的，或是经过科学调查获得的，或

是权威部门发布的，而不是“毛估估”，更不是凭空想象。可是，

教师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数据缺乏科学性，有的调查范围太

小，有的仅依据偶然遇到的一两个事实，有的则完全是作者编

造的。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二是判断主观任性。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甲和乙

构成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具有判断性质的说法，在行文中应当

慎之又慎。下笔时，必须再三思考：我这样判断有依据吗？会

不会过于草率和武断？会不会不够严密？有没有漏洞？然而，

有的教师就是做不到。比如有的文章作者评价某教师“浅陋”，

理由是教师“只看到一篇文章的个性，没有看到共性”，只看到

个性就是浅陋吗？再比如有的文章作者指斥“现在的语文试题

偏重语言化、理解化和主观化”，这个断语本身既文辞不通，又

主观随意。

三是引用信口开河。引用权威言论，不但是可以的，而

且是必须的，它有利于增强论证的力量。但引用必须准确

和规范，不能只凭记忆，更不能张冠李戴。叶圣陶先生有一

句关于“教材”的名言，被无数次引用，却有各种版本：“教材

无非是例子”“教材不过是个例子”“教材是个例子”……虽

然只是个别文字有出入，却是责任心缺失的表现。

其实，叶圣陶的原话是：“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

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引用时，

一定要认真核查，力求一字不差。

“内容东西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而形式对于

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这句话也经常被引用，但是谁说的？笔

者就看到过好几个主人，有的说是歌德，有的说是莎士比亚，也

有的说是雨果……真的应该去核对一下。

还有出处的表述同样应当准确和规范，比如对《语文课程

标准》的表述就很混乱，有《新课标》《语文新课标》《2011版语

文课程标准》等，五花八门。

细节决定命运，态度决定质量。要么不写，要写，就必须端

正态度，科学严谨，每一词每一句都要反复推敲。

用科学严谨的态度
来写作

乒乓球实验：
让科学规律看得见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乒乓球在我国是体育运动普及率最高的球类，而在科学教

师眼里，乒乓球还是一个信手可得的实验器材。在很多实验

中，都有它的身影。

气体流速越大压强越小，简单的一句话，学生很难理解，但

如果用乒乓球做一个实验，效果就不一样了。

我把乒乓球放置在漏斗里，问：“如果把漏斗倒过来，在不

用胶水、不接触球的前提下，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在几秒钟之内

不让乒乓球掉下来呢？”

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用力吸气，把乒乓球吸住；但当场验

证之后，学生们发现达不到预期效果。

我让学生再用力吹气试试，结果出乎意料，乒乓球在漏斗

口旋转，就是没有掉下来。

结合科学原理分析，学生们便恍然大悟，了解了“气流越

大、气压越小”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可以运用在另一些实验中。

将乒乓球放在水龙头下，让水流冲刷乒乓球。奇怪的是，

乒乓球没有被流水冲走。其实这和气流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球

偏离水流中心时，周围的水流产生压力差，让乒乓球回到中心。

取两只玻璃杯，口对口置于桌面上，杯口相距1厘米，在两

只杯子中放入一个乒乓球，对着杯口之间的缝隙吹气。每吹一

口气，乒乓球就滚到对面的杯子里，如是往复，甚是神奇。

捏住洗衣机排水管的中部用力甩动，使半截管子旋转起

来，将另一端的管口靠近乒乓球。乒乓球似被魔力所吸，从管

子下端进去，上端出来。

“大家打乒乓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球被弄瘪的情况呀，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有学生提出，可以利用气体热胀冷缩的原

理，把乒乓球浸到热水里，让瘪的地方重新鼓起来，恢复原状。

乒乓球在水里不一定能浮起来，你信吗？

取一个较大的可乐瓶，从中间剪成两半，将瓶子的上半部

倒扣在下半部中，再将乒乓球放入上半部瓶子里，快速注水，乒

乓球是不会浮起来的，只会紧紧贴在瓶颈处。原来这也是压力

差的原因，乒乓球下表面接触空气，上表面接触水，水的压力大

于空气，乒乓球只能乖乖地呆在水底了。

此外，乒乓球还可以用音叉来体现声音的震动，代表月亮

演示月相变化，还可以用毛皮擦过的塑料尺靠近乒乓球，使乒

乓球受到静电吸引而滚动。

总之，许多用肉眼看不见的自然现象和规律，用乒乓球一

做实验就一清二楚了。

嵊州市城北小学的校园一年

四季花香四溢。花朵开放的时

节，课间，花前总是聚满了学生，

或闻，或看，或画，热闹异常。可

是这么漂亮的花，它叫什么名

字？有些什么习性？有什么用

处？学生们了解得不是很清楚。

如果不是学校开发了德育系列实

践课程“花语”，许多学生也许毕

业了，也只是有个繁花似锦的校

园印象，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两年前，学校着手将遍布校

园各个角落的花转化成课程，采

用项目学习的方式，引导学生主

动探究和体验，开发了研究性德

育教材《花语》的第一部《亲近金

银花》，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

断整合课程资源，完善课程体

系。直至今日，又陆续建立了子

课程——向日葵、樱花、杜鹃花、

白玉兰，集齐五个“花瓣”，使学生

们在研究和欣赏花卉植物的同

时，培养良好的习惯、情趣和品

格，做花一般的少年，像花一般地

成长。

春来了，金银花开了，小花朵

朵，黄白交错，清香阵阵。

一个多月的花期，师生们启

动探究金银花的秘密旅程，走出

课堂，在山坡、路旁、乱石堆、村庄

篱笆下寻找金银花的踪迹。

4月16日，学生们初识金银花，

看、闻、摸、尝……感官被充分调动，

一篇篇观察日记在笔尖流淌。

4月20日，校外辅导员、小有

名气的老中医孙爷爷来了。他告

诉小朋友们，金银花有清热解毒

功效，可以治疗各种热性病。

迈开小脚丫，前往各大药房

和超市实地调查一番，学生们发

现，许多有名的中成药，如治感冒

的银翘解毒颗粒、治小儿暑热的

金银花露，还有治咽喉炎的银黄

片，其中都少不了金银花的身影。

金银花的每一朵花、每一片

叶、每一根藤都是宝贝，都是精灵。

4月23日，看着在风中摇曳

的藤蔓和花朵，学生们满心欢

喜。最佳采花时间在上午9—12

时，因为此时花蕾不易开放，养分

足、气味浓、颜色好。

在采摘和晒制过程中，学生

们还收获了不少知识，如金银花

按采收时的品相分为青蕾、绿白、

大白针、银花、金花、凋萎花等几

个档次，品相最好的是“大白

针”，花蕾上部膨大，成青白色。

在数学教师的帮助下，学生

们学会了处理调查过程中获得的

数据，并能用金银花信息编写应

用题；而学生们好好地展示了自

己的美术功底，为金银花设计了

各式各样的“名片”，悬挂在园子

里的金银花树上，让大家对它有

了更多的了解。

学生徐朴静还举办了个人

摄影展，展出了她拍摄的金银花

照片。

“无惭高士韵，赖有暗香闻。”

描写金银花的古诗词让学生们倾

心于金银花朴实无华、傲霜斗雪

的高贵品质，产生了对人生的思

考，这才是活动最大的收获。

“花语”课程

是学校德育拓展

性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学

生参加校内外实

践活动为主要形

式，重在认知活动、

体验活动与践行活动

的结合，发展学生的探究

能力、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做一朵向阳的向

日葵”“花语”课程在低段学生中

进行，课程主持人为语文教师兼

班主任尹艺霞。

她首先组织学生们欣赏绘本

《你好啊！向日葵》《小鸡球球和

向日葵》《向日葵的秘密》，使学生

们对向日葵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再让学生自愿组合，分小组种植

向日葵。日复一日，学生们主动

参与管理，记录日照时间，并利用

双休日到花鸟市场向专业人士讨

教，制作向日葵养护小贴士。

从惊喜地发现第一片绿芽

起，学生们就设计了观察记录表，

坚持每天记录、描绘向日葵的长

势，小报、书签、绘本、日记、诗歌、

四格漫画……源

源不断地被学生

们 创 作 出 来 。

班里还举行了

“向日葵巧手节”

“你好啊！向日

葵”主题班会活动，

鼓励学生们大胆表

达，互相评价，分享成果。

借鉴“全课程”理念，把语文、

数学、音乐、科学等学科整合在一

起，教师还是各个学科的教师，但

是通过一定的规划，与同一主题进

行关联，让学生动手做，做中学，为

学生提供一个获得综合知识、培养

综合能力的平台，教学内容从单一

的学科走向整体的融合。

整合课程也对教师专业素养

提出了“广而博”的要求，使教师

的校本培训从纵向的深度向横向

的丰富延伸。

学生在花海中成长，“花语”

课程也在教师们的精心培育下成

长，在中小学生研究性学习成果

评比中获绍兴市一等奖及浙江省

一等奖，在嵊州市特色学校项目

评比中获一等奖……

做花一般的少年，像花一般地成长
——嵊州市城北小学“花语”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本报通讯员 周 霞 林慧娣 葛红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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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迷津前线传真

创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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