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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化发展，是大多数教师的职业理想。一名

教师要想在专业发展上有所成就，教育教学技能的提升

必不可少，而它最直接的表现，是课堂教学能力的提升。

因此，为了展示和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能力，教师们会

积极参加各种公开课、竞赛课活动，“磨课”一词也应运

而生。[1]1

然而，很多时候，公开课、竞赛课被一线教师们冠

上了“花拳绣腿”的名号，认为它们只是一场场精心策

划与排练的“表演”，而“磨课”成了必走的“过场”。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结合自己以及身边许多一线教师的实践，得到

的感悟是：磨课，是上课老师将教学设计在课堂上具体

实施、反复打磨的过程，也是上课老师的教育教学思想

与听课老师的经验智慧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正所谓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大家的集体智慧下，一

块“璞玉”才能更完美地显现它本来的样子，而在这个

过程中，参与磨课的教师们对教材的理解、对课堂教学

的把握以及彼此间的合作交流能力都会提升到一个新的

境界，可谓“共赢”。

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被磨课”是珍贵的体验，有可

能成为自己专业化发展道路上的“关键事件”；对于专

家名师、骨干教师们来说，帮助青年教师成长是他们的

责任与目标，而参与磨课的过程体验，正如特级教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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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琴所言——“自己磨出来的课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种感觉只有全身心投入磨课的人才能体会。[2]

一、钻研教材，独立设计

作为一名有过多次“被磨课”和“帮别人磨课”体

验的小学数学教师，笔者对磨课过程的“痛并快乐着”

深有体会。现以笔者曾经参加过的一次县优质课竞赛活

动为例，呈现笔者和所在教研组成员们的磨课理念与历

程。

那次优质课大赛预赛的课题有两个：一个是苏教版

二下《认识东、南、西、北》，另一个是苏教版三下《认

识千米和吨》。对于长期执教中高年级的笔者来说，显然

选择后者更有优势。但笔者当时的想法是：选择从未执

教过的二年级课题，是挑战，也是“发挥创造性”的机

遇——笔者隐隐期待，自己与陌生的教材文本相遇，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笔者没有到处搜集现成的教学设计与课件，而是花

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钻研教材：查阅苏教版教材，找出与

《认识东、南、西、北》这一课密切相关的内容，纵向

比较，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在认识“东南西北”

之前，小朋友们已经认识了“上下前后左右”这些方位

词，是为知识的纵向“生长点”。笔者甚至还翻阅了一年

级语文教材，找到了与本节课的例图相匹配的儿歌文本，

是为知识的横向“生长点”，同时也给课堂增添了一丝趣

味与韵味。此外，笔者还从网上搜集了有关“生活中的

方向”的视频素材并加以剪辑，是为知识的实践“生长

点”。

二、观察视角，诊断改进

次日，笔者进行了试上活动，部分教学片断的课堂

实录如下：

“磨课”常态化：促进教师专业“共赢式”发展
——以苏教版二下《认识东、南、西、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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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磨课”一词也应运而生。然而，很多时候，“磨课”仅被人们看作“课堂表演”前的过场，带着较强的功

利色彩。事实上，磨课，是执教者将教学设计在课堂上具体实施、反复打磨的过程，也是教师们彼此间经验智慧相

互碰撞、融合的过程，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共赢式”发展。因此，“磨课”常态化，应该成为一种教育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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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导入片断】：

师：小朋友们，你们都学过哪些表示方位的词？

生：上、下、前、后、左、右。

进一步提问：你知道还有哪些表示方位的词儿吗？

揭示课题：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东、

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板书课题）。

【探究新知片断】：

教学例题：

师：孩子们，现在请面向太阳，全体起立！老师这

里有一首儿歌（课件出示），看着是不是很眼熟？这是你

们一年级学过的一首儿歌。接下来，请小朋友们一起跟

着老师说一说、做一做。

师：从这首儿歌里，你发现了什么？

生：这首儿歌里有前、后、左、右四个学过的方位

词，还有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四个方向——东、南、西、

北。

引导：现在你能说出自己的前、后、左、右面分别

是什么方向吗？自己用手指一指，跟同桌说一说。

（课堂观察：有的小朋友似乎分不清自己的前、后、

左、右，活动表现不够积极）

在评课阶段，教研组的组员们针对“课堂观察”所

反映的问题作出的诊断是：孩子们虽然在一年级已经认

识过“上、下、前、后、左、右”这些方位，但由于空

间观念不强、缺乏生活经验等原因，许多孩子对这几个

方位仍不能迅速区分。因此，他们给出的建议是：在导

入环节设计一个关于这几个方位词的热身游戏，为后面

探究环节的顺利进行做好铺垫。

整合了组员们的评课建议，笔者对教学设计进行了

适当的改进，然后再次开展了试上活动，相关环节的课

堂实录如下：

【情境导入片断】：

1. 游戏：拍拍手

师：小朋友，你们会拍手吗？那就让我们来拍拍手，

看看谁听得仔细，拍的准确。听口令，开始：上拍拍，

下拍拍，左拍拍，右拍拍，前拍拍，后拍拍，上下左右

前后，全拍对！

引导式提问：你们拍得真整齐！不知你们有没有留

心，刚才拍手时老师说到了哪些表示方位的词？

生：上、下、前、后、左、右。

进一步提问：你还听说过哪些表示方位的词儿呢？

揭示课题：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东、

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板书课题）。

【探究新知片断】：

教学例题：

师：现在，请同学们起立，面向太阳站好。老师这

里有一首儿歌（课件出示），看着是不是很眼熟？这是你

们一年级学过的一首儿歌。接下来，请小朋友们一起跟

着老师说一说、做一做。

师：从这首儿歌里，你发现了什么？

生：这首儿歌里有前、后、左、右四个学过的方位

词，还有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引导：现在你能说出自己的前、后、左、右面分别

是什么方向吗？自己用手指一指，跟同桌说一说。

（课堂观察：有了前面游戏的铺垫，这一次孩子们都

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在这样一个“诊断—改进—再诊断—再改进”的磨

课过程中，教者自身也在经历着“蝶式”蜕变——课堂

教学能力获得阶段性提升，意味着专业化发展又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三、以生为本，“磨课”常态化

1. 以生为本

记得某次参加培育站活动时，导师曾说：“新时代

的优秀教师，必定是教育教学中的反思型实践者，他们

善于“细心观察——耐心倾听——大胆推理——迅速择

宜”。择宜，是一种决策能力，更是一种教学机智——融

合别人的观点，结合自己的个性化风格，最后做出恰当

的选择，这是笔者坚持的磨课理念，也是实现教师专业

个性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你的课上得不错，看得出很有自己的想法，要是请

专家名师们多磨一磨就更好了 !”这是曾经的一位同事对

笔者的建议。专家名师的引领作用确实不容小觑，可以

帮助我们避开成长道路上不必要的障碍，少走许多弯路；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学生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一

样，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亦不可急功近利、“揠苗助长”。

公开课、教学比赛的成功，与一位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并

不完全对等。

正如布鲁斯·侨伊斯所说：“促进所有学生的学习应

该成为教师发展的唯一目标。”笔者曾经所在的学校是

一所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骨干教师不多，专家更是屈

指可数，但每每参与磨课时，那种畅快交流、群策群力

的浓烈氛围却令人难忘，这是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们以

“学生需要什么”的观察视角所发出的心声，也许不够

“仰望星空”，却足够“脚踩大地”，这样的磨课，对于

一线教师们的专业化成长和常规教学质量的提升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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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现实意义？

2.“磨课”常态化

因此，“磨课”并不只是为公开课或教学比赛而生；

于普通教师而言，“磨课”更是蜕变的过程，反思自己，

适时调整，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最终让学生受益。

把“磨课”作为常态化的教研形式，让学科教师在磨课

的过程中，通过对课堂教学及其生成的集体关注、反思

与研讨，感受“头脑风暴”，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教学

理念，从而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获得个性化专业发

展。[5]

在这一点上，笔者现在所在的学校已经作出了积极

有效的探索与实践——由学科教研组长在开学前制定好

计划，每周安排 1 ～ 2 名教师展示“示范课”或“同课

异构”，全校学科教师参与听课、评课；每周的集体备课

时间，每个年级也会分学科轮流安排一名主备人，将下

周的新授课教学设计以“微型课”形式展示，组内交流、

点评。这些其实都属于“磨课常态化”的具体措施，旨

在让每个教师都有机会在日常教学中体验“磨课”，同伴

互助，实现“共赢式”教师专业个性化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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