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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是教师达成教学目标、展示个人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一堂好课如同一件艺术品,它可以精美绝伦,

也可以朴实无华,但无不散发着幽兰之香,品来内涵隽永,令人过目不忘。好课的标准是什么？叶澜教授给出了最好的答

案,他认为一节好课应该是扎实的课、充实的课、丰实的课、平实的课、真实的课。 

[关键词] 教学思路清晰；发展学生的语言；人文关怀；学生的思维；以情传情 

坦率地讲,这是一节一清如水,切不可“糊”,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随堂课”。一路读来,亲切的就像是自己

每天的课堂一般,素面朝天,平淡无奇。然而,正是这份朴

素之外,或朴素之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我深深打动?细数

这一课堂,家常的教学内容,日常的教学情节,没有动人心

魄的情境预设,没有高潮迭起的师生对话及精彩生成,甚

至于就连描述课堂场景的语言都是那样随意、淡然,然而,

它又的的确确是一堂值得我们深思、琢磨的课,教师能沉

迷到教材里,反复推敲,洞悉其中来龙去脉,体会它运用语

言表达情意的独特个性,对教材洞若观火,进而心中透亮。

教学内容处理得当,教学思路清晰,教学线索分明,始终围

绕教学目的,按照教学线索和思路层层推进,逐渐展开,这

是我所接触过的教学案例中十分精彩的一个。 

1 精彩源自于它的真实 

课堂上,巨老师用饱含情意、充满人文关怀,“自由读

课文看桂林山水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这样的境况几

乎每天都在我们的课堂上“上演”,说实话,我们拥有太多

的“招数”去应对：有时步步设问,层层紧逼,直到他们在

新的困难前就范,再乖乖在重新回到“零起点”上开始所

谓的合作与交流,有时是置若罔闻,并美其名曰“个别学生 

的思维不能代表学生的整体水平,无需太在意,可以先悬

置处理”等。 

然而,在巨亚宏老师的课堂里,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

却特别是在引导漓江水的“静”,从“船浆激起的微波扩

散出一道道水纹才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从“微波” 

中去看到了一种 为平实,也更加坦荡的处理,让学生带

着先前的“印象”走进桂林山水,激情迸射的朗读,欣赏评

价的话语,体会感悟,体会漓江水的“绿”中,抓“瑕”,

通过学生查字典,从字到词,再到句,感悟漓江水的“绿”。

清中带绿,绿中带清,巨老师积极引导学生在阅读深入思

考,发展学生的语言发展了学生的思维,教师的表现多在

一个“导”字,导读、导思、导悟。课文不是无情物,师生 

之间交流感情,教师上课热情洋溢,激情似火,点燃了学生心

中求知的火焰,通过咀嚼语言文字,传之以情,以情激情,感

染学生,使学生受到熏陶,沉浸在桂林山水的美景之中,真正

达到了以情传情的教学效果。 

2 朴素源自于它的深刻 

从巨老师的范读,到学生的真情演绎,无不透露着“朴

素”之美,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掌握知识,产生兴趣,课的

起始着力让学生思维兴奋起来,迅速进入学习轨道,课中

张弛结合,让学生学得愉快,在学习语言运用语言中,积累

语言从一个词到一段,能按巨老师的思路来积累漓江水,

桂林山的奇特秀丽,整节教学都是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

所悟,让学生有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课堂气氛宽松、和

谐,学生身心解放,无拘无束,无心理负担,学生对课文乐

于求知,开成发自内心的独特体验与感受。 

“朴素”,还体现在“读”的层次鲜明,有自读、范读、

引读、有默读,使学生读得投入,读得津津有味,读出了休

会,读出了情感,进而在读中来感悟,展示学生的个性体验,

边读边积累来培养学生的语感,将教学过程动态化,使课

堂情境和谐化。 

结尾处,给学生留有余味,余音缭绕,引用孔子“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为学生构建了一条新的知识脉络,给学

生指明了方向,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掩卷深思,这一环

节的意义在哪儿呢,是对学生认知水平的启迪与提升,还

是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抑或是对学生认识论、方法论

的启蒙？似乎都有,似乎还在于此。 

3 结束语 

一节好课是教师素养和教学机智的完美体现,是师生

心灵琴瑟的和谐共鸣。而好课的生成需要教师扎实的基本

功和深厚的积淀。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要用一辈子的

时间准备一节课。”因此,教师应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

与时俱进,不断积累和完善学科素养,及时总结和反思课

堂教学,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让课堂在科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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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彩生成中达到理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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