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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换位教学法”，让课堂注入“细雨”
周玉龙

贵州省长顺县广顺镇广顺中学　贵州　长顺　550701

摘　要：对于传统模式下的语文课堂来说，老师通常都是将学习内容和知识要点整理出来教授给学生，学生处于被动接收知

识的位置，主观性相对比较低。在最近几年提出了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即换位教学，令这种教学结构出现了“翻转”，也可

以理解成是师生角色的调换，建立起学生中心的新型课堂，老师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陪伴性、引导性的作用。在本文中将结合

“换位教学”对初中语文课堂的积极作用做以分析，以期能够促成语文教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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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教学”（TheFlippedClassroom），也可以理解成是

“反转教学”、“颠倒课堂”，其将传统模式下的“先教学、后

学习”形式改成了“先学习、再教学”，课堂教学结构以及课

堂主体角色都发生了转变，更加强调学生主体性，重视学生

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有助于提升学生自学能力，而且也

能够提升老师的教学效率。

一、前置阶段：明确任务，奠定基础

部分文本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时代认知均有比较大的

落差，因此，自学和预习当中很容易出现无法共鸣的情况，

这也是初中学生学习能力所约束的。因此，针对这一问题，

老师可以将能够帮助学生解读教学内容的资料传达给学生。

以《出师表》为例（九年级下册），该文章是诸葛亮决定

北上伐魏、克服中原前给刘禅上书的内容，因此和学生们的

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加上又是文言，学生的预习过程相对比

较困难，因此，除了文字资料，在“换位教学”模式下，老

师可以额外提供一些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的资料作为辅助，

借助云平台等技术手段分享给学生供其课前预习，除了丰富

学生阅读量、促进理解之外，还能够较好地强化其筛选信息

的能力。

在学生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课前预习任务之后，就能够

对文本产生一些认知，配合课上老师的引导阅读，可以形成

更加精准的理论体系，因为这一过程有强烈的主体参与感，

学生的记忆也会更深刻，从自己理解的“劝勉后主”表象，

迁移到对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对蜀汉忠贞不二

品格的内涵中；另外，因为自主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老师的课堂引导效率也更高。

二、课堂期间：增加自学，鼓励展示

在“换位教学”的模式下，老师必须要关注学生的自主

学习以及独立思考，预留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依托于班级内

部中等学生的学习能力，可以采取实践活动形式来完成教学

进程，实践活动可以使用小组合作讨论或者是情景再现演绎

的方式。

首先，小组合作讨论。通过小组研究，让学生取长补短，

纠正自主思考和预习阶段产生的片面理解问题，提高了学习

效率。例如，《富贵不能淫》小组共同研究中，老师可以提出

课文阐述的主要问题，鼓励学生们结合自己课前的预习和学

习展开探究，每个学生都需要参与其中，如“理解文本基础

之上，阐述大丈夫应该具备的英雄气度”，记录讨论过程以及

结果，整合成一份简短的演讲稿，由小组代表在课堂展示。

其次，情境再现演绎。增加学生展示时间，实践证明换

位教学这一思想理念，之所以能够获得学生们的认可，是因

为其强调学生学习过程的作用，给学生们提供了良好的展示

自我的机会。如学习《卖油翁》之后，老师可以鼓励学生们

在课堂上表演其剧情。

三、课后巩固：多元评价，拓展思维

在“换位教学”的过程中，老师除了针对课前预习以及

课中指导进行改良之外，还有必要对课堂结束的时候的评价

模式和延伸拓展进行改善，除了常规性的关注学生学习成果

和成绩水平之外，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进程的有效评价。传统

模式中，老师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

限性，在“换位教学”中，老师的评价环节作为整合学生自

我评价以及学生相互评价的结果而存在，类似集中数据加以

优化处理的作用，这样的评价模式，能够立足学生在预习阶

段、课堂阶段表现出来的态度进行量化评价，有助于学生完

成自我衡量和客观评判。

除此之外，课程结束之后的课后复习、下次教学预习的

阶段，是“换位教学”的拓展阶段，老师可以提供一些与教

学内容有关的拓展文本。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七年级

上册）学习后，老师就可以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一些鲁迅

《朝花夕拾》中其他的作品，合理化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以及新

媒体途径，加强和学生的针对性沟通交流，拓展学生思维，

为学生答疑解惑，以期能够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自

主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增长，初中阶段的语文课

堂教学中展开的“换位教学”也有很多可行的方案可供选择，

而且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教学模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供

参考，系统而言，“换位教学”符合素质教育的指导方针，老

师必须持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才能够真正为学生核心素

养、主观能动的全面深化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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