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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碁美·融乐”课堂的基本理念是：遵循“研学后教，
以学定教，以学促教，能学不教”的基本原则，以“谋划中
实现双赢，变化中寻求突破，互动中成就你我”为目标，以
改进教与学的方式为宗旨，努力创设“素养导向”“学生喜
欢”的“探究式课堂、合作式课堂、体验式课堂、活动式课
堂、开放式课堂”。“碁美·融乐”课堂主要包括乐导、乐
研、乐学、乐动、乐思和乐评等六个部分。教师在保证“乐
导”“乐研”“乐评”环节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教学需要，
对不同学科、不同教材内容、不同班级学情等，自主灵活选用

“乐学”“乐动”“乐思”环节，通过对话交流、动态生成、
合作共享，利用现有教学手段、教育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在
陌生环境中自定航向”。

1  构建与实践
1.1 乐导：问题驱动
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的唤醒、激活、改善和提升的活动过

程。创设充满情趣的问题情景，是激发学生接受新课的首要环
节。在导入新课时，教师多借助多媒体呈现教学内容和教学目
标，设法由“善教”转为“乐导”、由“教学目标”转为

“学习目标”、由“要我学”转为“我要学”，变被动为主
动。“学患无疑，疑则进也”，通过好的问题驱动，点燃学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科思维。

1.2乐研：自主探究
本部分要求教师对教材做深入、全面分析，对所教问题尽可

能以问题串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在学案（学生用的）设计时要充
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方法，让学生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进
行自主学习。通过学生有效的自主探究，依据奥苏贝尔理论把新、
旧知识的上、下位关系将学生的新知识学习分为上位学习、下位
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统一起来，让学生的思维学科思维循脉生长。

1.3乐学：小组合作
育人和发展是现代课堂教学的核心理念和本质使命，也是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教学过程中的真正体现。问题要关注三个
方面：一是要促进教学目标的预期达成，要有助于学生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提升；二是要注重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对多个
问题可形成问题串的形式让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探究任务，通过
合作把自己负责的问题深入研究、分析透彻，为交流分享做好充
分的铺垫；三是要关注高质量教学的课堂效益，设法让教师投入
最少的时间精力获取学生最大的学习收益，让学生在宽松、愉悦
的氛围中接受学科文化的熏陶。

1.4乐动：交流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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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未来教育倡导一种新的学习观，日常传统教学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教师主导价值，但“教师主角
学生配角”“重知识轻能力”“教师讲学生听”等还时常发现，学生的学习观得不到应有体现。怎样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基于《学习
罗盘2030》，教学应帮助学生“在陌生环境中的自定航向”，研究团队探索进行 碁“ 美·融乐”课堂改革。 碁“ ”同“棋”，传说古代
神仙下凡，路经S镇下棋时因打盹落下一石质棋子而得名。 碁“ 美”寓用弈棋之道去体验学习之美。 碁“ 美·融乐”课堂就是教师依
据教育规律，运用弈棋之道去启发学生的学科思维，让学生在愉悦的课堂中体验学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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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碁美·融乐”课堂的突出特点是充分搭建学生交流展讲的平
台，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对合作成果和问题疑问进行展讲，
发展多向思维，激励发表见解。当然，教师要关注全体学生，充
分调动每个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注意引导学生紧扣学习目标、逐
层深化探讨，在提问、质疑和讨论的愉悦情景中，不断进行知识
的运用和迁移，在“生教生”“生练生”“生助生”的交流展讲中，
达到快节奏、大单元、多容量、高效益的教学效果。

1.5乐思：高效拓学
诺曼·韦伯博士依据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的认知领

域理论构建了“知识深度等级”（Depth Of Knowledge，DOK），DOK
教学系统侧重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根据学习内容的复杂性和层
次性，以及学生学习思维的由浅入深，韦伯对知识深度学习划分
为四个等级：DOK1：回忆与再现；DOK2：概念与技能；DOK3：策略
性思维；DOK4：延展性思维。

1.6乐评：当堂互评
“碁美·融乐”课堂教学的总结环节，教师要依据“多个维度

观测”的评价方法，引导学生及时做好总结归纳、形成思维能力、
构建师生互评。依据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根据学情实际设计可
操作性、实践类问题，也可设计有梯度的必做题、选做题与思考
题等。通过一系列的问题驱动让学生体验知识的应用训练，让学
生体验在同辈中互帮、互助、互评的学习乐趣，同时达到使学生
知道学习结束后“应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以及“需要发展什
么”。“碁美·融乐”课堂紧紧顺应“教育高质量”这个核心
要求，通过“立德树人”“素养导向”的评价指挥功能，从“知识”
评价到“能力”评价、“单一评价”到“综合评价”、从“结果评
价”到“过程评价”，充分体现“幸福育人”独特价值。

2  总结
“碁美·融乐”课堂建设遵循“常规工作科研化，科研

工作常规化”的教学研究思路，旨在实现“学生喜欢”和“教师
幸福”： 一是创设“学生喜欢”的问题情景，利用“同辈效应”引
导学生积极交流、主动展讲，在思维碰撞中互评互助；二是通过
课堂教学改革，以未来教育理念引导教师观念改变，提升潜心教
书育人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型、学者型、研究型快速发展；三是
通过区域教学方式改革，助力实现片区教育教学优质均衡特色发
展，大力推进“家门口好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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