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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课堂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
刘敬禹

东海县青湖中心小学　江苏　连云港　222300

摘　要：新课程标准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打造“真学、深学、乐学”的

“三学课堂”，要从让学生说话做起，使学生在独立平等、轻松和谐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学习个性，发挥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

性，达成学习目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课堂教学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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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小学语文“三学”课堂，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

文学习能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且有助于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对于“教学”的内涵诠释，

经典教育学教材的定义就是“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边

活动”。笔者认为，“教学”这一理论概念和实践行为，至少

有三种内涵，其一是“教师的教”，其二是“学生的学”，其

三是“教与学的关系、互动”。“三学课堂”正是基于对“教

学”理论认识和实践探寻基础上而生发的。“三学”应当涵

盖“学材”“学法”和“学程”三个方面。实践中，教师可以

让学生“自学（学生个体学）”“互学（学生小组学）”“导学

（教师引导学）”相互交融，从而让语文课堂教学呈现出一种

生机勃勃、活而不乱的动态之美。

一、开发学材：“三学”课堂建构的基础

小学语文教学，最为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学什么”的问题，二是“怎样学”的问题。开发学材，就是

要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在教学中，教师要揣

摩编者的编辑意图，通过整合资源，将教材转变为学材。开

发学材，是建构“三学课堂”的基础。在开发学材的过程中，

教师要拓展学材建构的广度，提升学材建构的准度，注重学

材建构的精度，从而提升学材建构的质量，让学材更匹配学

生的学习。在语文教学中，教材一般并不能直接拿过来作为

例子，而是需要经过重组、加工，需要重构。开发学材，教

师要考量的是，引导学生向哪个方向学，将学生的学习重点

定位什么，等等。从这个视角来说，学材的开发是“一千个

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篇文章的内容很多，比如字词句

篇，比如听说读写，比如工具人文，比如语修逻文，等等。

对语文教材进行“学材再构”，需要教师练就修剪的功夫，需

要教师将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核心内容凸显出来

二、鼓励发言：“三学”课堂构建的根本

（一）说话是学生的基本权利

允许学生说话，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

想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怎么表达，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轻松

愉快的交谈中培养大胆发言、勤于提问、敢于争辩的品质，

无限地释放各自的潜能，同时也应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收获与

进步。如教学《雪孩子》时，师让学生展开想象，看着雪孩

子变成白云，小白兔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让学生畅所欲言，

有可能非常感谢雪孩子、舍不得让他离开；有可能想明年还

会再见……不管学生说出什么答案，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还

应该多鼓励，让孩子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才充满童

趣，是学习童话故事的最高境界。

（二）让学生说话，要允许表达灵感

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学生全面的发展，这就要求教师

要尊重学生与众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

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

自我理解，鼓励学生追求创新，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是学

习过程成为一个富有个性化的过程。教学过程中插话的学生

通常是上课认真听课，主动思考的学生，他们的插话往往是

情不自禁、脱口而出，这种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也正是学生

思维灵感火花的迸发，而这种迸发是不定时的，这火花像流

星一样可能会昙花一现，同时它又可能是模糊的，或者是片

面的。当它出现时，必须立即去巩固它、补充它。创新往往

需要灵感，灵感常常是创造性飞跃的前奏。《一匹出色的马》

这篇课文中描写春天的景色很美，书上的插图也很精美。老

师正想让小朋友对春天的郊外一番赞美时，“半路杀出个程小

金”，学生突发灵感，谈起了他们所看到郊外实景，说村里河

面上满是烂菜叶，从那儿走过，会闻到一股臭味！老师并不

认为学生在“煞风景”，而是让学生把心里想法说出来，然后

把话题自然引到环境保护上去。《狐狸分奶酪》这篇课文写

道：“熊哥哥和熊弟弟在路上捡到了一块奶酪，高兴极了。可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分这块奶酪，小哥俩开始拌起嘴来。”老

师问学生有什么话要说。举手发言的很多，大部分学生觉得

小哥俩不团结，斤斤计较。就在这时一位平时不爱讲话的学

生冒出一句：“我觉得熊哥哥和熊弟弟捡到东西应该交公。”

教师抓住这个话题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由此可见，老师要允许学生“情不自禁”

地说话，并给予足够的关注，适时抓住学生思维灵感的火花，

让其尽情表达，保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让学生说话，要允许进行争论

课堂教学中的争论可能发生在生生之间，也可能在师生

之间。在小学低年级，也会有学生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但大

部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弱，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和从众心

理。在理解《悯农》这首诗意时，有学生提出谁知道这碗里

的饭，每一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呀！人们到底知不

知道？有的学生不知道，如果知道作者不会这么说了。有的

学生说；“没种过庄稼的人他们只知道拿钱买粮食吃，怎么知

道种粮食的苦呢？当然不知道。”也有的学生不同意这种说

法，作者亲眼看到农民种田这么辛苦，他就知道。这是作者

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由得赞叹起来：人们啊，你们可知道这碗

里的饭来得不容易啊！因此，有老师参与、教师引导的积极

的争论不但可以深化学生对教材的了解和充分认识，也潜移

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也激发学生的独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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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主动性，对巩固学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课堂上留给

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讨论、争论，对学生的意见给予充

分地尊重和肯定，并适时点拨指导，让学生的品味语言的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潜力在长期的语言

交锋中得到锻炼与发展。

三、研究学法：“三学”课堂建构的关键

建构“三学课堂”，不仅要解决好学生语文学习“学什

么”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学生语文学习“怎样学”的问题。

学法，就指向学生“怎样学”的问题；“学法”是学生学习方

法的集结，也是学生学习方法的简约化表征。在“三学课堂”

上，教师不仅要研究自身的教法，更要研究学生的学法，从

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的教法依据学生的学法来确定。换言之，

只有将教法建立在学生的学法基础上，教法才是有意义、有

价值的。研究学法要坚持“三结合”，也就是将个人学习、小

组学习以及全班学习结合起来的形式。学法，基于个体来说，

就是个体性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基于群体来说，还包括

群体性的交流方式、研讨方式等。基本的、普适性的学法有

预习、听课、复习、作业等；语文独特性的学科学法如朗读、

阅读、表达、写作等。研究学生的学法，是建构“三学课堂”

的关键。学法的研究应当贯穿学生语文学习的始终，因此，

学法研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四、设计学程：“三学”课堂建构的核心

对学生的学材开发、学法指导，只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

提供了空间、可能。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当精心设计学程，

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统筹规划，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自能

学习、自发学习、自觉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设计规划学程，

并不是让教师将学生的学习流程“钳制住”“规约住”，而是

要求教师在引导、启发学生的过程中，赋予学生自主的、自

能的思维、探究时空，以便充分发挥学生语文学习主体性作

用。设计学程，是建构“三学”课堂的核心。学程设计不仅

仅注重预设，更要注重生成。传统教学中非常注重“教”的

成分，往往忽略“学”的价值。学程设计，以学定教、因学

施教、顺学而导，从而则彰显了学生“学”的本位。学程设

计，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完美结合。在语文教学

中，教师要优化教学预设，优化教学引导，优化教学反思，

从而塑造主体性的课堂、生成性的课堂、互动性的课堂。学

程设计不仅要独特、精致，更为学生对文本的自主思考、探

究留有空白。通过学程设计，引导学生积极地投入到语文课

堂学习之中，就能让师生互动和谐，就能提升学生的语文学

习力。建构“三学”课堂，能提升“教学双能”，一方面增强

了教师确定教学内容的能力、执教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了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增强了学生参与群体（小组、全班）的

能力。“双能”视野下的“三学”课堂建构，让课堂这一场域

真正成为学生心智交流、心灵滋养、灵性启迪的活动场、情

感场、生命场。

五、结语

“三学课堂教学模式”应创设以生为本的轻松和谐的学习

气氛，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激发学生表达欲望，使他们

养成主动思考、求异创新的习惯，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样才能使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创新能力得到充分发掘，真正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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