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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  师生互养

——名师眼中的好课
丛立平

吉化第一高级中学校　吉林　长春　132022

摘　要：什么是名师？“名师”即明师，明白的老师。要明白专业知识、心理学、教育学等知识；要懂得古今中外的教育理

论：内发论、外铄论、白板说、陶冶教育、杜威的做中学、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更要懂得教育改革内容：三维

目标、新课程标准、核心素养等。对于这些，执教者在教学时可以怀揣明白装糊涂，但如果不懂这些去教学，就会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那什么课算是“好课”呢？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认为好课应该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养的课。好课就是能使师

生共同成长，师生的核心素养都能得到涵养与提高的课。下面谈一谈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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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课应该是有问题意识和引起思考的课
教师教学首先要了解学情，针对问题进行教学。可以说

问题是教学的起点。教学过程其实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教学的终点，一个
问题的解决，应该能够引起师生对多个问题的思考。问题导
向学习法就是用活生生的问题，激发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有意义地学习，为实际生活遇到的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比如从小说环境描写的角度，探讨《祝福》要表现的主
题及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时，我们可以这样提问：“祥林
嫂是什么时候死的？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凶手是
谁？祥林、贺老六、阿毛又都是在什么时候死的？”“鲁迅这
样设置环境有什么深意吗？”所以说好课一定是有问题意识
的课，因为问题能引起师生的思考。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好课绝不是知识的满堂灌，习题的满堂
练。而应该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大胆质疑。

二、好课应该是体现学科本质和跨界整合的课
时尚来来往往，只有风格永存；课改潮起潮落，唯有学

科本质不变。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学科本质。语文学科的本质
是什么？有言语文化观，有工具文化观等。我认为语文就是
在交际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用生动、形象，委婉、
含蓄的言语，有文采地准确的表达出来。语言的建构与运用
恰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教育家叶圣陶说过，学
生对课文“了解跟分析的基础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
作者接触凭借语言文字……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
作者的心。”名家都说出了语文学科的本质，可以说一字一词
一语文世界。

在学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之后，我们可以将其
改写成诗歌，打通诗与文的界限，实现学科内的整合与跨界
等。如：

夜深人静独去游，荷塘月色美尽收。蝉噪蛙鸣空自乐，
流水脉脉点点愁。

寂寞庭院思荷塘，淡云胧月僻路长。暂赏月色千般好，
清风莲影入旧乡。

聘聘婷婷荷叶展，丝丝缕缕月光寒。可怜幽径人徘徊，
满腹愁思寄江南。

学生不仅会发现诗文中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的渊源，
领悟抒情散文与抒情诗歌中情景关系的共性，感受到诗文不
同的语言美感，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意蕴美，并收获了审美创
造的惊喜。

又比如：高中历史课《探索生命起源之谜》时，教师如
果有些生物学科知识，这堂历史课会上的更加出色。所以说
好课应该是充分体现学科本质，又有学科内整合及学科间跨
界整合的课。

三、好课应该是有思维训练与培养的课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始于模

仿，成于创造。课堂要教结构，训练思维。教结构、教范式，
学生才能举一反三，才能运用结构解决问题。教结构用结构
才能使学生有更多的收获。 比如：下面的一段文字的结构是
什么？

“烈日在高空中嘲笑。
夸父拖着疲惫的身躯，跑呀跑呀。金黄的尘埃被激荡得

飞扬起来。‘太渴了，即便是渭河的水，我也能一饮而尽，该
歇歇了。’夸父抬起头，刚才还在头顶上的太阳早已落到西山
了。‘可是，太阳，万物之主，是我的爱！我怎能让他弃我而
去！’夸父慢了下来，终于訇的一声，夸父倒下了。望着金
黄的尘埃缓慢落定，夸父在他生命的尘埃落定之前，奋力的
扔出了手杖，沿着他追寻太阳的轨迹，在西天，化成一片郁
郁葱葱的桃林。

选择梦想，生命因梦想而伟大！”
第一段，写景，简单描写，入境；第二段，叙事，运用

联想、想象，用记叙表达方式，入事；第三段，一句话收束，
画龙点睛，运用议论、抒情语句，入情、入理。如果我们在
写作教学时，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告诉给学生，学生就能运
用这种写作结构写出无数个片断来。这是落实思维发展与提
升学科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

四、好课应该是有科学预设和互动生成的课
好课固然要有科学的预设，要有好的教学设计，更要有

互动生成。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学生的学习天性，开发学生
的个体潜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语文课堂才能达到润
泽生命的效果，才能真正做到用生命点燃生命，用智慧点燃
智慧。

互动生成的课堂切入点，最好是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
课堂讨论与争辩，而不是追求课堂的虚假繁荣而进行的肤浅
的东拉西扯。在灵动的思辨中，教师有意识地拓展学生学识
的宽度，发掘学生思维的深度，提升学生精神的高度，将师
生的生命融于各科学习之中，我们的教学才更具艺术魅力。
当然，这种灵动生成的课堂要活而不乱，活而有序，活而有
格。通过师生、生与生之间的互动生成，撞击出智慧的火花，
进而启迪性灵，开发心智。正如泰戈尔说：水本无华，相荡
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一堂好课应该是科学
预设和互动生成的完美结合。

什么是好课？一言以蔽之，好课就是能够落实学科核心
素养的课，就是要打造教学相长的学习型课堂的课，好课就
应该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养的课。名教师就是既照亮学生又
成就自己的好教师。因此我说：好教师与好课同行，好课会
影响学生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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