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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多年来一直是一线教师在授课时的最佳追求。一线
教师每当听到一节高效精彩的课堂后会神清气爽，留恋不已。
高效课堂的特色是：授课教师“教”起来是有条不紊，举重
若轻，潇洒从容；听课的学生“学”起来是有滋有味，重难
突破，轻松高效。

高效课堂是以最小的教学和学习投入获得最大学习效益的课
堂，基本特征是“自主建构，互动激发，高效生成，愉悦共
享”。衡量课堂高效的标准，一看学生知识掌握度、能力提升
度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程度；二看教学效果是通过怎
样的投入获得的，是否实现了少教多学；三看师生是否经历了
一段双向激发的愉悦交往过程。

1  教师少讲慎问
1.1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少讲
北京市教科院的陶礼光教授谈到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大

多数的课堂上教师讲的内容过多。教师急于想把知识灌输给学生，
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被漠视了，这种填鸭式教学应该改革了。
教研员专家们在平时的调研和听课中，发现一个致命并且是广大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那就是：“一节课40分钟，教师
讲得过多！”陶教授认为，一节课40分钟，教师的“讲”是存在
时间极限值的，最多是20分钟，甚至最佳要求是15分钟以内。否
则，教师讲得越多，学生听得越糊涂，课堂效果越差，别说是高效
课堂，就是有效课堂也算不上。

基于以上问题，任课教师必须从教学理念上与思想深处进行
彻底地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改良。教师的讲如果超过了20分钟，
那就是教师的表演课，教师成了主体，学生成了被动接受者。要
求任课教师在每节课的教学设计前，内心深处把“15分钟”作为
一节课成功与否的极限值。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堂堂课如此、节
节课如此、天天课如此、年年课如此，时间久了也就成了高效的
教师“少讲”范式。例如：初中生物学《尿的形成和排出》这一
节，任课教师可以借助于多媒体课件、挂图、视频让学生说出泌
尿系统的组成。然后对形成尿液的器官——肾脏，进行重点分析，
通过挂图、视频、动画，对照实物，也是让学生说出肾的组成。学
生能直接看出来，说出来的知识，教师不讲。学生说错的，可先
让学生的组员纠正，迫不得已，最后老师再讲。

1.2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慎问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老师一节课问的问题太多，50%属于

无效问题。凡是老师一问，学生能立即回答出来的问题，都是不
该问的问题。所以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要在备课时做好推敲和拿
捏，只有备课时精选题目优化问题，才能在课堂中慎重提问。

2  三加一
”三加一”即任课教师把教室内的黑板从形式或者授课意识

上划分三个板块，简称“三分天下”；“一”指把本节课重点内容凝
练成一张应知应会的幻灯片，凸显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和重点难点。

2.1教师把黑板或屏幕分成三等分，即：三分天下。
教师把知识性的、铺垫性的旧知识作为学生进行新知识学习

的起点，放在黑板的左侧，分条列出。把学习目标问题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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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3—5条，呈现在黑板的右侧。黑板中间的天地，是今天要学习
的新知识内容。

旧知识是支持性的，是本节课进行新内容学习的起点，右侧
是本节课要达到的学习目标。中间是生成新知识或是建构新知。
以上是国外的建构知识理论，其实我们的伟大教育家孔子早就提
出了“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的教育理念，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例如：学生学习了血液循环路线，可以让学生沿着体循环路
线，推导血液流经肾脏后血液的变化情况。进而由旧知引入新知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

2.2教师把本节课所有内容凝练成一张“应知应会”的幻灯
片，一片多用。

教师把本节课的知识进行高度整合，压缩凝练，汇聚到最后
一张幻灯片上，多次运用。如：小肠有哪些特点适于消化和吸收？

（答案五条：长、大、多、丰、薄）问题凝练压缩，减轻学生上课
回顾旧知的盲目性、低效性。

2.2.1听读：听着优美的音乐，连读三遍高度凝练的最后一
张“应知应会”幻灯片。课到尾声时，趁热打铁，聚焦本节课知
识体系。

2.2.2绘画：这年头可是图示的时代，学生思考后整理分析，
用图示把“应知应会”幻灯片中的概念、原理绘成知识图。图的
好坏不重要，图不求美，但求实、求真。

2.2.3动演：把“应知应会”幻灯片上的内容用肢体动作演
示出来，例如：情景剧，教育戏剧等。

2.2.4抄写：把“应知应会”幻灯片上的内容整理抄写到“三
年一本”上，从初一到初三这个本子保存三年，每堂课都要书写

“应知应会”，三年下来，这本子就是无价之宝，学生的“纵向链”
就形成了。

2.2.5记忆：当堂记忆“应知应会”这张幻灯片上的内容。
课后辅导与巩固的策略：因材施教，“红黄蓝三色题”巩固，

夯实课堂内容。
红色题：65 分以下的学生来做，任课老师亲自把关，逐一

检查。
黄色题：65-85分的学生来做，水平差不多，可以讨论解决。
蓝色题：85 分以上的学生来做，多角度、多种方法来解决

问题。
综上，教师的“少讲慎问”和黑板的“三分天下”对于高效

课堂的构建，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教学是科学，讲究知行合一，循序渐进和温故知新，教学除

了基本的范式外，教学还有一半是个人的智慧、个人的魅力、个
人的特质和特色。所以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定要按照教育科
学规律来进行，既适合自己，又适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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