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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教学设计路径依赖，促进教学思维品质成长
李　波 

（杭州市嘉绿苑中学，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日常教学中，教学设计已深陷“拿来主义”困境，严重阻碍教师教学思维品质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以一次优质课评比经历、

反思与感悟，触发对教学设计过程中应具备的教学品质的思考，包括“自信”“裸备”“吸收”“取舍”等要素，借以破除教学设计中

对网络资源的依赖，凸显个性化教学品质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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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网络为教师教学设计提供无尽资源，带来极大便

利；但同时它也在荼毒教师，因为它在无形中消磨教师的教学思

维品质，助长惰性心理。让教师不知不觉间对其形成依赖，深受

其毒而不能自拔。现实中，确有许多教师已习惯于“拿来”资源，

不假思索生搬硬套，渐渐地，教学思维能力一点一点削弱直至消逝。

本人在参加县优质课评比时，教学设计过程中的反反复复、

迂回曲折、备受折磨的历程，让我深刻体会到网络资源对教学能

力成长的巨大冲击。如何辩证分析、利用各种资源，学会深度解

读和思考，这是青年教师教学思维成长的启航。

案例：优质课评比

镜头一：尽力而为吧！

xx 年 10 月，县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我报了名。第一关，专

业测试。考前，见到了所有选手，约 50 人，其中石某和陈某是名

校当家，实力雄厚，是奔一等奖而来；还有几位，是教研员经常

点名上观摩课或评课的人员，有力选手。我默默站一旁，感觉越

来越冷，不禁打个寒颤，自我安慰，“没事，尽力而为吧！”

测试中，重点考察科学学科专业知识，出乎意料考试过程很

顺利。柳暗花明，我争取到了课堂教学实践的机会。

一、自信——成长的力量

青年教师成长道路上，总萦绕着孤独和迷茫，多数年轻教师

在跨出挑战自我的第一步时，面对那些自信而成熟的前辈会不自

觉地流露出怯弱。教研活动中总是沉默寡言，将自己边缘化，如

空气般，很自然地接受被人忽视的现状。

也许是因为稚嫩，所以不够闪亮，像是一粒砂，掉落在茫茫

无边的沙滩上，无法分辨拾起；但如果是一颗钻石，掉落在沙滩上，

还怕别人发现不了吗？所以，当自己羽翼未丰时，别自卑，别气馁，

积蓄力量才是最理智的选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力量积蓄到一

定程度，总有爆发的机遇的。

镜头二：我该用“哪个”？

11 月 3 日，抽签。内容：七下科学 4.5《物质的溶解性》，

典型的科学实验课，准备时间共 5 天，含周末 2 天。众所周知，

科学公开课成也实验，败也实验。回到学校，立即开工。左手教参，

右手电脑。一面收罗各种版本的教学参考资料，尤其是现成的教

案集、教辅材料等；另一面上网搜索相关资源，课件、教案、反思、

案例、论文……只要沾边一点儿的，全盘接收，还一股脑儿地打

成了一个超大文件包。

足足花了两天时间阅读和浏览，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千头

万绪却又理不出头绪。感觉脑子被塞得满满的，却又沉淀不下来

什么，整日昏昏沉沉，像掉进了无底深渊。浑浑噩噩，两天流逝。

第 3 天，赶鸭子上架，对着专家课堂实录依样画葫芦，进行课堂

教学设计复制。

二、扎实——成长的基石

当机遇突然降临时，许多青年教师会很紧张、激动，甚至不

知所措，无法平复宁静心态，反而不能正常发挥。所以说机会是

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为能及时把握机遇，功夫必须修在平时，即在日常教学中就

应该学会逐步给自己加压，如：主动承担公开课教学；坚持写教

学反思；在活动中勇敢表达观点……所有的这一切皆能让自己的

胆量与能力得到应有的锻炼与突破。日积月累，功力自然愈渐深厚。

当机遇降临后，又怎还需要惊慌呢？

镜头三：我要怎么上？

第 3 天下午，匆匆忙忙，勉强凑足实验器材，尝试“走一遍”。

由于自己心理没底，不敢让大家来指导，只让同组沈老师先来听课。

磕磕碰碰，疙疙瘩瘩，总算是依样“画”下一节课。可上完

后我发现问题更严重了，且不说实验设计及效果如何，就连教学

基本过程也不流畅，目标根本达不成。更可悲的是，到底想达成

怎样的目标自己都开始游移不定。沈老师没有责备我，反而很关

切地问我，“别紧张，想想看，你到底想怎样上这节课？”“我

要怎样上这节课？”我不断问自己……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直至此时，我才明白，原来自己一开

始就错了。因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从未思考“我该怎么上”的问题，

而只是一味寻找某个现成的版本供自己拿来使用而已。

三、裸备——成长的支柱

认清这个严重的问题之后，痛定思痛，抛下一切教辅资料及

网络资源，开始了自我思考的原始之路。

第 1 步，裸备。即不借助其他资源，只拥有教材的情况下，

自我思考，独立设计教学，形成教学设计的基本框架，即“主干”。

此时教学设计也许没有特色，也不完善，但却是教学框架构建的

最佳时机，而且通过自己解读设计的教学，思维过程最为坚固，

不易混淆。

第 2 步，吸收。当确定好自己的基本教学思路及框架后，从

自身的设计为本出发，选择一些能修缮自己设计的资源，进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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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增加一些必要的枝叶让树木更为完整。选择资源时，始终把握

以自我设计为中心，切忌被其牵着鼻子走，从而迷失自我。

第 3 步，初定。初步确定教学设计的基本方案，此时应明晰

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策略及方法、

教学基本过程等要素，可以是较为粗略的简案，但框架应极为清

晰和坚固。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对资料及网络的依赖

已习惯成自然。突然要让教师抛下每日拄行的网络“拐杖”，在

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的“困境”中，深度解读和思考，想必会

倍感窘迫。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才是激发教师个

人潜力的最有效的途径，教师凭借个人能力解读与设计，并非对

教师思维的束缚，而是彻底解放。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只

有经历过“裸备”，体验过“裸备”，享受过“裸备”的教师，

才能明白它对思维广度与深度惊人的催化作用。

“裸备”构建的教学设计框架，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和调控，

整体骨架清晰坚固，但可能不够完整，细节欠考虑。因此，“裸备”

后必须作必要的“吸收”，即借助各种资源修补设计使之更完整

完善。“吸收”时切忌盲目选择，应有的放矢，针对自己的设计

选择利于自身设计完善的材料进行修缮。 

千万避免“拿来主义”!

镜头四：我该听谁的？

第 4 天上午，再次试水，全组老师来听课指导。按自主设计

初步完成教学。结束后，大家围坐一团，开始“批斗”。

A 抢先说，“引入不够新颖，概念讲解太苍白，最好改一改。”B

点头赞同，“食盐和糖溶解限度比较实验，让学生动手完成时间

太长，效果不够明显，要不演示吧？”C 连连摇头，“不行，新

课程倡导要让学生多动手，理念是对的。”D 语重心长地说：“这

么多实验都要完成，太难，要不删减部分留待下节课？”“教学

建议中这就是一课时的内容。”E 提醒道，“还是你自己想想怎

么处理吧……”

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意见、建议犹如珠帘炮弹般向我轰炸

了过来。“我到底该听谁的？”本想借机、借智、借力，可现在

似乎更迷茫。重峦叠嶂，不见一丝阳光！

四、取舍——成长的翅膀

当我挣扎于意见堆时，幡然醒悟，每个人对教材的解读或深

或浅，思维立足各有千秋，但怎一定与我契合？而此时，立足于

自身设计，对教材的解读最深刻应该是自己。因此，问题的解决

不能依赖于别人，而应自己决断。别人的意见于我有益者采纳，

无关者舍弃。厘清问题后，便着手解决，虽然自我思索、取舍的

过程曲折而艰辛，很折磨人，但欣喜的是教学设计越来越清晰、

丰满。

当教学设计中遇上难以抉择或无法处理的困难时，我们不应

该依赖别人，寄希望于指点迷经。殊不知，每个人对文本的解读

深度与理解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分析建议与意见的科学性时，

必须把握自身个性教学的特点所在，坚定自身立场，取其精华，

取那些对自身教学设计有帮助的修改意见，即使某些意见更新颖、

更有创意，若与自己的设计不符，擦肩而过亦无须惋惜。

这就是磨课中需掌握的另一技巧“取舍”：立足自身，择取所需，

舍弃无关。

镜头五：我成功了！

深入解读教材与两次试上后，决定大胆对教材顺序及衔接进

行处理，实现了各实验的续接性，极大程度拓展了原实验的教学

价值。

正式上课前，脑海中犹如电影般，环节自动播放着。课堂虽

有不可预测性，但基本环节应是可以预设的，胸有成竹的课堂在

教学过程中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结束时，同行教师向我竖起大拇指，

“不出意外，你应是最好的！”

后记：本次比赛中，很荣幸也很意外地获得县优质课一等奖。

但于我而言，结果固然美丽，过程却更精彩。

五、总结与思考 

享受荣誉的激动与欣喜，即使再激荡回肠仍会有归于平静的

一天。然而激动过后，及时总结、反思得与失，却能促使我的教

学思维不断成长。

（一）自信：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要有足够的“自信”，自

信是成长的内驱力。在教学发展的道路中，教师都需要经历从稚

嫩到娴熟的历程，而此历程中，可通过多种方法途径缩短成长期，

如在日常教学中破除对教学设计的路径依赖，尽可能自主解读与

设计，再对资料进行辨析、筛选、修整与利用；尽可能多开设优

质公开课，给自己适当的压力，促进业务水平的迅速提升；多学

习教育教学理论及专业发展知识，为成长充电；在教研活动中，

积极参与及深度思考，勇敢表达观点或意见，多争取展示自己的

平台，在磨练中成长。

（二）裸备：青年教师要重视“裸备”。裸备中，要求自觉

抵制网络资源的诱惑，这是基于对自身专业成长的强烈需求之上

的。裸备过程虽“折磨”人，但它确是让教师教学思维成长极好

的方法，教师在深度解读与思考的过程中能不断加强自身的解读

与理解的能力，且长期坚持必能形成自己特有的思维视角，成为

某一领域具有敏锐观察与分析能力的专家。

（三）取舍：青年教师在资料与信息选择中要学会辩证“吸

收”，即学会“取舍”。各类信息资源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

是不加以辨别、囫囵使用，导致资源泛滥，从而使网络有机可趁，

控制了教师的教学设计，阻碍了教学思维能力的成长。

总之，教学成长的动力源于自身内在追求，只有孜孜不倦、

奋发向上者，才能收获成长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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