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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构筑理想课堂，践行参与教学 
◆李晓燕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小学  甘肃兰州  730050） 

 
摘要：参与式教学遵循“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原则，“学生合作，教

师协作”的方法，以学生为课堂中心，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从而达

到学生自主学习、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新教育；理想课堂；参与式教学；应用 

 

 

说到参与式教学，我首先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
英国南部的一所小学里，一位教师调任一个较差的班的班主任，
该班孩子大都很调皮，爱捣蛋。老师第一堂课就跟他们玩。玩得
天昏地暗。下课了，老师说：孩子们，你们要是能把学习成绩搞
上去，我就去吻校外放牧场里的一头猪。这些调皮的孩子问：老
师，这是真的吗？老师说：真的，而且我要吻的是你们认为 大
的一头母猪。孩子们好奇，都希望老师去吻猪。从那天起，他们
的课堂纪律好了，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即使有贪玩的，别的孩子
也会提醒，难道你不希望老师去吻猪吗？半年后，孩子们的学习
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圣诞节前夜，孩子们对老师说：老师，你
可以去吻那头猪了吗？老师说：当然可以。于是，老师穿过公路，
带着这群孩子来到放牧场。孩子们在猪圈里看到一头特大特肥的
猪。老师走近那头大猪，轻轻吻了它。孩子们在猪圈外笑得前仰
后合，老师吻了猪也和他们一样大笑了。 

读这个故事，在觉得这位英国教师的滑稽可笑的同时，我也
看到了这位英国教师平易近人的态度，看到了教育所拥有的和谐
欢愉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师生平等的意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
一位一线同仁一直以来追求的理想效果。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
往往事与愿违，求而不达，什么原因呢？就不得不说说本校学生
的具体情况了。1.家长不重视教育，家长的态度决定孩子的态度，
所以孩子首先在心理上对学习就不够重视。2.温故而知新，我们
的孩子只有学新，没有温故，没有复习对知识的吸收就会打很大
的折扣。3.做事不用心，包括上课，身在曹营心在汉，课堂效果
又打折扣。这样的折扣打来打去，我们教得很累，学生学得很累，
成绩看着更“累”。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轻松的、愉快的、高
效的教学方法，想让我们的工作不要这么“累”。想来想去，干
嘛不把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去学呢？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
以我大胆地做了尝试，设计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授课，我叫它“教
学五部曲”。 

一部曲：预习课文。预习分两个环节，1、家庭预习。布置
预习作业四项：生字一行，组两个词；近反义词，多音字，解词
抄三遍;课文读三遍；找出课文中你感触较深的句子或段落在课
本空白处写上批注。2、课堂预习。课堂一开始，以中年段为例，
给 15 分钟时间自学本课生字词，明确目标。从课文中找出每个
生字相对应的词语，用荧光笔涂上色；给课文后面生字栏里所有
的生字注音组词；读一读课文中你涂上色的词语，并在不理解的
词语下面划上横线。 

二部曲：检查生字预习效果。1、齐读或开火车读或指名读
涂上色的生字。2、听写。听写部分我尽量在生字本上进行，同
桌互相批改，将不会写或者写错的字，再按照写生字的格式，一
行组词，交给老师批改，这样的话，作业的量也就针对不同的孩
子是不一样的，生字掌握的好一点的孩子，写得肯定少一些，生
字掌握不好的孩子写得会多一些。也是针对每个孩子在生字部分
的弱点布置作业，需要机械性重复练习记住的都是他不会的，他
会的、已经掌握的就不用再写那么多了。 

三部曲：初读课文，整体感知。本环节可以采取各种读课文
法，播放录音听读、教师范读、全班齐读、小组比赛读、开火车
读等等，但 好一节课只用一种方法，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在使
用过程中，各种比赛读课文效果是 好的，气氛活跃、兴趣很高，
加上老师的各种评价，能牢牢抓住孩子的思绪，尤其是老师也加
入比赛就更加有趣了。但是用的时间也比较多，所以只能看时间
而选择哪种读法。有了充分的朗读基础之后，概括课文的主要内
容，就也简单多了。 

四部曲：质疑解疑，精讲课文。1、质疑。本环节将进行小
组合作学习，在读了本文后，你有什么感受或者疑问，请在小组
内交流，写在便签纸上，每人必须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交给
老师。讨论质疑需要 15 分钟。老师抛出这一个问题，然后给孩
子们充分的时间去质疑，其实质疑的过程也是孩子自己深入探究
文本的一个过程。他必须冥思苦想：怎样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
题？什么问题才算有价值？要找到问题必须读文、思考、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自己也是在摸索寻找适合自己的一套自
学方法。2、解疑。接下来我会收到四十多个，甚至更多的问题，
边收集边梳理。你会发现，刚开始，孩子们不会提问，但训练多
了也千万不要小看孩子们的想象、归纳、总结、提问的能力，只
要他们用心去做了，有一部分孩子的提问可以说是直击主题；有
些孩子的提问可是突破难点很好的引子。举个例子，在教学四年
级《检阅》一课时，有一个孩子的问题就是“这个棘手的问题是
什么？”这个问题直击课文的重点。还有一个孩子的问题是“为
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小伙子真棒！这些小伙子真棒！”这个问题的
解答又突破了难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梳理和评价就显得非
常重要，梳理出的问题要理清文章脉络、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联系生活实际拓展等等，看似混乱的问题，当边解答问题，边完
成板书后，条理一下子就展现在黑板上了，我会让孩子们养成边
听课边记笔记的好习惯，所以都会拿便签纸将板书记好，贴在书
上。这个环节中，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点名评价，孩子们
也许翘首以盼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更期待的是老师能提到我的名
字，并把我的问题提出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分析。因为每个人
的问题都在我手里，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点到名，或被表扬，或被
讨论，或被举例，或被调侃。抓住了孩子们这样的心态，也就把
孩子们的注意力牢牢地锁定在了课堂。 

五部曲：拓展生成，举一反三。本环节基本就是课外完成的
了。例如《窃读记》结束后，我把一个孩子的问题放到了 后，
“你还知道林海音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吗？”这个孩子推荐大家去
买一本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读一读，或者从网上搜索《城南
旧事》的电影看一看，或者，她偷偷一笑，也和林海音一样，去
新华书店窃读吧！当然拓展的方式也还有很多，比如，查阅资料、
背诵课文资料袋等等，让孩子给孩子推荐，也许效果会更好，因
为只有孩子 了解孩子。 

朱永新教授在《新教育》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教育实验
是一项细致而长久的工程，需要通过一代人去影响另一代人，不
能急于求成，不能固步自封，一定要学会等待，一定要耐得住寂
寞。”是啊，构筑理想课堂，不就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目标吗？
希望我们的方法能让老师轻松教，让我们孩子轻松学，让我们的
课堂效果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