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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教学观念，打造高效的课堂 
◆莫碧云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赤岗小学  511447） 

 
摘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一切教育改革的重心在于提高课堂效率上。

对教师来说，高效课堂是教学方式的改革，也是每一个老师不断追求的

目标。高效课堂的实现离不开教师的引领作用，教师只有从角色、观念
上转变，才能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还课堂于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打造高效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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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高效课堂是在学生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获。但
现在的课堂普遍存在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辛苦的现象。教师
花了大量时间备课，课堂上把知识反复讲深讲透，学生的收效却
很低，甚至负效。究其原因，是教师还停留在我教你学，我说你
听的传统教学观念中。都说，思路决定出路，要打造高效的课堂，
必须从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开始，观念的改变，会让高效的课堂
变得豁然开朗，另有一翻新的景象！ 

一、推而动之不如激而动之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北风和太阳》的故事，讲的是北风和太

阳打赌谁能让穿着厚大衣的行人把衣服脱下来。北风鼓足了劲向
行人吹起来，可是北风吹得越厉害，行人把衣服裹得越紧。而太
阳不慌不忙地把暖洋洋的光撒向了大地，行人感到越来越热，便
一边擦汗一边脱下了大衣。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讲方法，单靠力
气蛮干是不成的，与其通过外力的推动让他人改变，倒不如从内
激发他人想改变的欲望。 

同样，学生的学习也一样，教师花大力气为孩子弄了一桌丰
富的知识盛宴，但如果学生一点胃口都没有，一点想吃的欲望也
没有，何谈吸收呢？此时，教师还强迫孩子张开嘴一口一口地喂，
学生吃进去的都是没有消化的知识，低效且劳累。那么，如何激
而动之呢？内驱力是核心，激发学习的兴趣是关键，让学生把“要
我学”转变为“我要学”，让知识成为孩子想挖掘的宝藏，孩子
们一定会集中集力，并愿意付出努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
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的强大动力。如
果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么，他在学习中所付出的精
力和在学习方面产生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
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等待点燃的火把，孔子也说过：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
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应从关
注“教什么”转为如何让学生”爱学“”乐学“，采有丰富多样
的形式和手段点燃学生心中的这支火把，让他熊熊燃烧，闪耀出
智慧的光芒，自然教师不用推之，学生都会自始至终主动参与学
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二、灌之不如引之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

别人把我们直接送到目的地，下一次再去的时候，我们很难记起
去的路线。但当自己通过问路、记住地面标识物、慢慢摸索找到
目的地时，路线已牢记心中，即使再去一次，也会记忆犹新。其
实，学习也一样，只有亲身体验、思考过、探索过，知识才会印
象深刻。现在的课堂教学之所以费时低效，是因为教师把知识直
接呈现在学生的面前，滔滔不绝讲授灌输，有些教师怕学生不理
解，还不断把知识点嚼烂讲透，以为学生会更容易记住。但这种
摆在面前的知识，就像直接把学生送到目的地，学生根本不需要
动脑，更缺乏体验，往往学得不牢固。教师拿着粉笔拼命讲到声
嘶力歇，学生听着如坠之云里雾里。教师成了课堂的主角，一人
在唱独角戏，忽视了学生才是学习的真正主人。要知道，学习是
一种慢慢内化过程，教师不能省略学生自觉思考和体验的过程，
也不不能包办代替。叶圣陶先生说过：“教师之为教，不在于全
盘授与，而在于相机诱导。”最好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启迪和
引领。教师应转变“知识的授与者”为“知识的引路者”，不是
把“我知道”的告诉给学生，让学生被动地听，被动地接受，而
是让学生主动发现知识、建构知识，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

有了亲历，有了体验，才能满载而归。 
三、给之以鱼不如授之而渔 
“未来的文盲，并不是没有知识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

可见，一个人自学能力比知识还重要。因为知识是无穷无尽，只
要掌握自学的能力，才能在无边的知识海洋中畅游。教是为了不
教，给之以鱼不如授之而渔，知识会忘，自学能力就像一条随时
开启知识的钥匙。所以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转变只
有我讲学生才懂的传统的理念，多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鼓励学
生自己学，由过去的抱着学生走变为让学生自己走。如今的洋思
中学的“先学后教”模式，就是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培养。教
师讲课之前先要学生自学，以学定教，如果学生通过自学能懂的
知识，教师就不讲。减少教师讲授的时间，增加学生自学、探究
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 

四、增之不如减之 
高效的课堂，就是在一节 40 分钟的课堂上高效率、高质量

地完成教学任务，促进学生获得高效的发展。但有时教师用两节
课的时间也无法讲完一篇课文，课堂的练习还要留到课后解决，
既增加学生的负担，又不能立即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那么时间
都浪费在哪里呢？那是因为教师不懂得做减法，课文讲得详尽精
细，生怕漏了什么，胡子眉毛一把抓，追求面面俱到，沉迷于课
堂上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深探巧挖，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其实
书本上大部分知识，学生通过自学都能够解决，老师的讲反而更
耽误时间。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是留白，恰恰是那留白，给人无限想象空
间，是国画的神韵所在。我们的课堂也一样，适当的留白反而更
美。“减法”就是指课堂上要去掉那些与教学无关的东西.一节课
的时间是有限的,与本节课无关的东西多了,就会挤占宝贵的教学
时间,所以做“减法”的实质就是追求高效的课堂。通过减法确
立主题，抓大放小，精简语言，删枝剪叶，只有取舍有道，才能
把握重点，精而讲之，减少无用功，让我们的课堂简约而不简单，
学习效率事半功倍。 

当然，要化繁为简，需要教师站得高，才能够看得远，宏观
地把握课程目标，做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很多语文老师都会
感叹：“教语文实在太苦了！”但教了一辈子小学语文的于永正老
师却说：“教语文，其实很简单。”他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大量
读写，读写结合”，让学生“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读整本的书”，紧紧抓好住“读写”这两条线不放，就能把语文
教好，那是因为于永正老师懂得做减法。为此，我想起了一个时
间管理专家做过的那个实验，如果先把沙砾、沙子或水先放瓶子
里，就不能再放大石块进去。那么，什么才是课堂的大石块呢？
先去处理这些“大石块”，才能给课堂减负，轻装上阵。 

高效课堂迫切呼唤教学观念的转变和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让新的教学方法、教学行为、教学模式在新的理念浇灌下开出美
丽的花朵，让课堂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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