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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共情课堂中的生命成长 
——以雨花区砂子塘湘天小学生命化课堂为例 

◆朱  嘉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湘天小学） 

 
摘要：“共情课堂”是砂子塘湘天小学在雨花区生命化课堂的研究基础上

制定的校本课堂。“共情课堂”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通过自主、

合作、探究的方式，强调师生情感在课堂中的相融、相生、共振，在课

堂中与师生互学共情，在学科学习中与学科共识，在学习过程中尊重差

异共育，激发生命活力，培养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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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包含三个方
面的含义： 

1.同频：深入对方内心去体验他的情感、思维。“共情课堂”
中教师以深入了解学生的情感思维基础为教学基础，通过学生自
学、预学，教师依据学情确定教学的起点、方法和策略，恰当运
用教学艺术，实现以学定教； 

2.同理：借助于知识和经验，把握对方的体验与经历和人格
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实质。“共情课堂”中师生以充
分的体验认知为基础，让学生在对学、群学的思维碰撞中体验与
经历后产生疑问，从而诱发深入学习动机，把更多的空间还给学
生，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学生，实现先学后教； 

3.唤醒：运用技巧，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对方，以影响对方
并取得反馈。“共情课堂”中师生、生生展学、拓学，情感的纽
带贯穿始终，彼此影响牵引，通过展示交流，为彼此的观点与思
考点赞、补充、辩论，实现少教多学，形成教学相长之势。 

二、“共情课堂”教学样式是基于情感激发原则的“四学”
教学流程。 

(一)情感激发原则 
1.共鸣原则：激发师生共同的情感。教师从学科特点出发深

入备课，基于学情差异，对学生情感需求的层次进行分析，在课
堂导入、知识建构、迁移运用等多个重要环节，优化教学策略，
使教师与学生产生共鸣，充分激发学生共同的学习情感欲望，调
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生成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共
鸣。 

2.共识原则：师生共同激发的情感。教师按照学习规律和生
命成长的规律精准设计教学过程，并依据课堂生成，随时调整内
容，达到共识，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自主、合作、探究的机
会，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结果都得到平等的关注，共同激发起
师生对于学科热爱的情感。 

3.共育原则：师生情感激发异同点。同样的学习过程，却能
唤醒不同学生的情感，也可以激活不同学生的思维。我们尊重并
推进这样的不同，并视之为共情课堂教育的契机。将现场生成的
“不同”，转化一个个知识与情感内在联系的喷发点，情感的互
融点，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提升点，使之走向多元素共育的课堂。 

（二）“四学”参考教学流程 
自学：学生在教师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完成预学单，对将要

学习的内容或涉及的知识进行涉猎、了解。课前或课堂上教师通
过现场交流或检查预学情况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了解、掌握，从
而调整自己的教学重难点。学生在自我探索的学习过程中与时
间、空间产生共鸣，在内容和过程中与相互激发。 

对学：课堂学习中，充分发挥同组、同桌间的同伴互助性，
针对学生自学的情况，开展检测、纠错的合作学习，相互评价，
以达到同时学习的微小组方式，形成你、我、文本，三位一体的
学习共同体，使自学的效果得到更多维的提升。 

互学：课堂学习中，形成学习小组，成员积极参与，以共同
发展为目标而展开的多形式的合作、探究学习活动。互学活动解
决了对学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同一学习内容中，以组长为首，
使互学充分发挥识记、背诵、解疑、倾听、表达、分工、管理等

积极作用。 
展学：学生围绕问题展开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再以组

为单位对学习成果进行汇报、展示。在分享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
思辨评价，同时拓展学生视野、发展学生思维为目标，进行课堂
补充。通过生生、师生互评，捕捉评价中发现的亮点、灵感点、
契机点，以此为生命的成长点。 

三、实践摸索 
在摸索出了初步的样式后，2018 年湘天小学着力从教案中

教学目标的制定开始研究，到 2019 年的目标达成策略研究。我
们发现将共情的理念在各学科落地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特点一：角色同理。在学习过程中，借助于已有的知识和经
验，把握对方的体验与经历和人格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问题
的实质。同理心就是角色转换，如让同学们扮演一个小鸭子，学
生进入角色就成功了。 

例如在音乐课《顽皮的小杜鹃》和语文课《渔歌子》中的，
教师通过引导角色的扮演，掌握音乐节奏、品味古诗中的情景美，
在体验中理解升华。 

特点二：同频共振。深入对方内心去体验他的情感、思维。
在课堂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呈现教师、学生情感的共鸣。 

例如在语文课《桃花心木》中，教师引导学生深入对方内心
去体验种树人的用心良苦，这样的课堂已经不需要老师对文字有
更多的赘述了。 

特点三：情感唤醒。运用技巧，把自己的共情传达给对方，
以影响对方并取得反馈，唤醒学生阅读、学习、演唱、绘画等对
作品的情感。通过恰当的教学方式：文本、故事、音乐、语言等
方式的引导。 

例如在语文《渔歌子》一课中，在教师对文本解读的语言引
导下，学生层层递进的一咏三叹式反复朗读，以读代讲，通过引
读补白理解“不须归”和补充资料体会“何不归”，在读中唤醒
学生对文本的独特感受。 

特点四：合作自主。共情课堂中，除了有师生之间的情感融
合唤醒，师生与文本教材之间的情感体验感知，还有生生之间的
经验互换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认知，驱使践行体验。 

例如体育课《障碍跑》中，充分运用自学、小组合作学习等
形式，让传统一对全班的教学形式，优化为一对四的小组教学形
式，教学指导更具针对性。 

特点五：课堂实效。共情课堂中，共情共鸣是手段，教材文
本是载体，课内检测是效果验收。一课一得，课内学习真课内，
不将课内任务留课后，真正检验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 

例如数学课《鸡兔同笼》一课，老师通过情景导入、列表法、
直观画图法和思考交流等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生疑→探疑→释
疑→方法迁移”，鼓励多种形式的解题思路，并引导学生通过分
析，选择最优化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掌握数学方
法，培养数学逻辑思维。 

结束语：通过各个学科教师对于共情课堂的实践摸索，共情
课堂从师生共情（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科共情（过程与方法）、
知识共情（知识与技能）三个维度出发指导课堂，确立课堂宏观
指导方向。从具体学科的目标达成步骤举措上，摸索出不同学科
同构又异质的样式。让共情课堂既是师生共融的生命状态呈现，
又是学科同理、落地踏实、可检可测的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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