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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为基构建高效课堂
李　琳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陕西 西安 710075）

摘要：高效课堂应该是所有老师的追求，可什么是“高效”，怎样才能做到高效，这些疑问也根植于每一位教师心中。在实践摸

索的阶段，方式也是多样呈现，但不变的是以学生为主体，在语文素养、情感、方法的支撑下，构建一种良性、发展的生态课程、“生本”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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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高效的这十几年间，我们的课堂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多媒体应用热增加了，好像没有 PPT 的课堂就是不完美的课堂。

以把课堂还给学生之名，教师没有做好预期就盲目撒手，学生满

堂问、满堂论，教师的引导削弱。课堂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特

别是一些公开课，为了追求眼前一亮在形式上下足了功夫，却忽

视了与文本的联结。课堂导学案侧重偏颇，主要以展示答案为主，

忽视了导学，即怎么学的方法指导。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是为了不教，这样的课堂下，想要达

到不教还需要多久，这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人深思。

“以学生为主体，以强调每一个学生的需求、欲望和意识，

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通过现代课堂教学手段，实现教学与学生

发展的真正统一的课堂，以尊重、唤醒为核心理念，侧重在引导、

活动中渗透语文素养、情感价值。”这样的生态课程或许可以给

到我们答案。

一、让学生站在课堂的中央

生态课程与我们之前提到的高校课程一样，都注重以生为本，

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教师只是起引导辅助作用，但是真正的

以生为本不是盲目放手，而是有预测地默默关注每一位学生，学

生的预期有不同层次地展现，看似教师不插手，但学生的一切发

展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给予学生发展空间，但教师绝对掌控方向。

二、话题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无论处于哪个学习段，教师对文本内容的挖掘、整合、调配

都首先应该从生出发，其次才是与教学目标、教参要求相吻合，

做到两者的有机融合。以李祖文老师的《35 公斤的希望》为例，

开课以闲聊式的谈学校感受为处发现点，当学生完全融入聊天时

再自然推送关于上学的儿童诗，引入文本学习。看似无心的闲谈，

实则都是有意为之，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有话可谈，让

学生在聊天中放下戒备，真正地融入课堂，真正的自我表达感悟。

三、愿意等待学生的回答

课堂等待是很多课堂不敢去触碰的点，因为等待意味着问题处

理，特别考验教师的课堂应变能力。一般情况下，课堂中遇到有学

生不会回答问题，老师在启发无果之后都会选择请同学帮忙，无论

同学回答怎样，这个没有回答上问题的同学都属于被假意关怀者，

看似课堂进程照常继续，可这个孩子却没有从中获得收获，也有老

师会选择让他结合同学的答案并融合自己的思路进行二次陈述。但

从信任、尊重的角度来讲，给予孩子等待的时间是更合适的做法，

给孩子一定的时间思考，给孩子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样的课堂

学生会紧跟教师的思路前行，这样的课堂真正做到了全员关注。

四、学习方法随时渗透

语文学科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运用文本教会学生阅读

的方法，只有这样的训练，才会达到理想的不教的程度。李祖文

老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文本阅读时，先让学生自己读，自主发现，

然后是小组讨论，整合结果，最终是全班成果分享，完善观点。

由自己读到分享读，且在读的过程当中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感受简

单写在旁边，并圈画出体现自己观点的词、句。这就是阅读方法、

阅读习惯的渗透。

五、实践表达不放松

语用是检测语文学习的直接方式，不注重语用的语文课堂就

像空中楼阁，好看但不实用。同样《三十五公斤的希望》李祖文

老师在进行儿童诗展现时，是一句一句出示，并不停地询问学生：

你觉得下一句应该怎么写？在诗歌欣赏的结尾，让学生试着运用

“如果，而是，我会”的句式补充诗歌。这就是针对实践运用的

课堂设计。

六、轻松愉悦是基调

课堂的氛围是一堂课好坏的基础，轻松愉悦的氛围可以激发

人的更多潜能，可以让人在无防备之下倾吐真心。李老师开课前

学生们的种种吐槽（吐槽老师拖堂、占课），缓解了学生上课时

的紧张情绪，老师以年龄自黑（为了缓解学生的吐槽过猛）更是

拉近了学生与老师的距离。学生回答问题，及时肯定鼓励：“我

终于等到了你的回答！”——这是多么大的期待，相信此刻的孩

子内心一定是心花怒放，相信他对待后面的课堂定会倍加认真。

整节课老师用舒缓的语调，幽默的语言诱发学生产生快乐情绪。

氛围需要老师的积极营造，紧扣文本的笑话、故事、教师的积极

评价等，都是轻松愉悦氛围的催化剂。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紧紧围绕“学”与“生”

构建课堂，以“生”为出发点，以尊重、唤醒为基，教会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关注学生的未来发展。站在三尺讲台的教师愿意

融进学生群里，教学时的文本切入点、课程设计以学生年龄特质

为出发点，并乐于俯身让学生感受对话的平等。这是教育的方向，

更是教育的期待！

从高效课堂到生态课堂，在一场场的教育改革中我们都能看

见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看见了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相信以生

态教育为基，以学生学情为参，以教学方法为器，可以打造出真

正的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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