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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记得工作的第三年，初出茅庐的我

承担了一次区级公开课展示。我十分紧

张，反复试教，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教研员平时温柔又优雅，课后点评

却犀利而直接：“看得出课堂环节经过精

心设计，但学生在你的课堂上一点也不

自由。”

我蒙了，找来课堂录像细细察看：

整堂课学生们坐得端端正正，表现得中

规中矩，乖巧、配合，像我操控下的提线

木偶。

为什么会这样？只因为我是“新手

上路”，上课时，总担心时间不够、环节

不能展开、学生表现“过火”、课堂纪律

失控……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便不自

觉地用各种常规去束缚学生，将他们引

入我预设的程序，稍有脱轨，立即纠偏，

毫不犹豫。

课堂需要自由吗？我陷入了思考：

如果没有自由，课堂会怎样？

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习惯于被安排，

被判断，被限制……他们对课堂不再有新

鲜感，学习情绪低落，学习行为死板，表达

的欲望越来越低，思考变得越来越程式

化、平庸化，直至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反之，一些名师的课堂为什么能够

“放得开”？因为他们营造了自由的课堂

氛围。

在自由的课堂上，学生有畅所欲言

的机会，他们的学习热情能够被点燃，

思维能够碰撞，精彩能够迸发，往往会

出现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拍案叫绝的课

堂生成。

“自由自在”似乎与课堂应有的特

性，如严谨、严肃背道而驰，却是课堂生

成的源泉所在。

于是，我着手尝试“自由自在”的课

堂，首先从组织形式上着手，时不时地变

换学生的座位。

假如这节课以小组合作学习为主，

我便让学生四人围坐；假如这节课要辩

论，就分出两大阵营，隔着过道对峙；假

如课堂是朗读会的形式，就把桌椅围成

一圈……

我上过一节观察水果的作文讲评课，

写同一种水果的学生坐在一起，人多人少

都没关系。在只因有共同的喜好而聚焦

的氛围中，作文评改的效果大大提升。

自从搬入新校舍，换上了更为轻便

的塑料桌椅，课堂上的位置变动就更频

繁了。

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要“动”起来，

不能总是安静地坐着，开火车朗读、小组

交流、预学检查……得要节奏感十足又

有效率。

还有那些多动的学生，既不能过分

约束他们，又不能让他们打扰别的学

生。我大胆地让他们坐到最后一排，让

他们好好利用教室后面的一大片空地。

如果上课的时候闲不住，可以起身散步、

小憩，甚至躺下放松，也便于我观察他们

的一举一动。

好几次我在课堂上提问时，小叶就

在那里举手答题，小董也在那里蹦蹦跳

跳，将课本里的字词句用肢体语言诠释

出来。

当然，形式的自由只是表面上的自

由，学生只有真正能够在课堂中表达想

法，才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由。

我让学生在便利贴上写下问题，按

小组轮流上台展示。

简单的问题邀请同学回答，有深度的

问题全班一起解决。整堂课我们都在围

绕问题思考，问题成为推动课堂的关键。

后面几天，我们根据课文的特色从

不同角度提问，以四人小组为单位，筛

选、分类、解决问题。我能明显感觉到学

生提问和回答时的快乐。

后来，我试着把作文修改课、综合性

学习的展示课都交给学生来主导，阅读

课堂也经常将字词认读环节、小辩论环

节、重点段落研读环节放手给他们展示。

我的课堂不再呆板单调，我的学生

也不再是纯粹的听众。

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的第一堂课，

我都告诉学生：“要大胆地举手发言，无

论回答出什么答案，都很棒。”这个意思

我在一个学期里会重复好几遍。

如果学生答题不全面，我会先让他

坐下，让别的学生补充，但最后不忘回过

头来让他自己修正；学生回答错了，我也

让他先坐下，经过思考，有了新的想法，

仍有机会再次举手……

“试试换一个角度去想。”

“可以想得再深入一点吗？”

“抓住关键词再想想。”

……

我常常这样启发学生，肯定动脑筋

的学生，而不是简单地评价对与错，不以

官方答案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我的课堂不再像以往那样，要求学

生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只要课堂氛围

营造得轻松，以学生的天性来组织课堂

教学，学生就不会害怕犯错丢脸，始终能

自由思考、勇敢举手、自信表达。

随着年段的升高，我的课堂仍然小

手如林，保持“百家争鸣”的盛况。

学生们从无知无畏，慢慢变得懂事，

并且明白秩序和规则的重要，在课堂上

会和我达成默契。

“自由自在”并不意味着课堂变成

“无轨列车”，而是根据教学目标有的放

矢，课堂节奏张弛有度。实现课堂的“自

由自在”，要

求教师找准

学生学习的

节 拍 ，并 体

现教学艺术

的综合性，最

终实现生命

生长的“自由

自在”。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走进教室，黑板上是写得满满当当的板书。
无奈之下，我只得拿起黑板擦，自己擦起来。
原本想着，当着学生的面擦几次，学生看

在眼里，会有所改变。可是连续几节课，上课
前，他们仍留给我一块待擦的黑板。

我真想说几句，但是理性告诉我，要控制
好自己的情绪。

我站在黑板前，假装认真地看了一会，突
然抑扬顿挫地念道：

“一块大黑板，面积四五平。
一堂课下来，满眼是英文。
上下左右看遍，大半没能看懂。”
学生呆呆地看着我，其中有不少人抿嘴笑

了起来。
随后，我拿起黑板擦，一边擦，一边又吟了

一首诗：
“课间十分钟，无人去关注。
为擦此黑板，用时三分钟。
课堂时间多宝贵，你说可惜不可惜？”
学生若有所思。
第二天，当我走进教室，一块黑板干干净

净地出现在我面前。
前几天，我发现卫生角有点脏乱差，便

对学生说，“老师突发诗兴”。然后当众吟了
起来：

“卫生墙角不卫生，
垃圾桶边满垃圾。
拖把扫帚乱摆放，
如此画面不堪想。”
在我吟诗的过程中，值日生离开座位开始

打扫，不一会儿就让卫生角变了样。
类似的小诗还有一些，如写早读：

“早读时间，你来我往。
东边一群，西边一组。
不是下棋，就是打牌。
美好辰光，不该浪费。”
如写课间：

“课间外出活动，教室空无一人。
不关电灯，不关空调。
试问各位，它们为谁亮为谁凉？”
当然，如果发现学生表现好，我也会写诗

赞一赞。
有一次大扫除，教室面貌焕然一新。我就

在黑板上写诗，大大地夸奖全班：
“教室打扫净无尘，
课桌齐整窗明洁。
一排绿植心愉悦，
清新舒雅好场所。”
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改变一下习以为常

的模式，创造一些
轻松有趣、学生喜
闻乐见的新方法，
能使师生关系更
加和谐，教育效果
更加显著。

□海盐县百步小学 李 青

开学两个月了，我在本学期有

一项重要的工作——听课，听骨干

教师的课，也听新教师的课。在听

课的过程中增进对教师的了解，开

阔自己的教育视野，同时达到完善

学校管理制度、规范教学方式、提升

课堂质量的目的。

在听课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听课究竟应该“听”什

么？我的心得是：不仅要用耳朵听，

还要用眼睛看，更要用心品。

一、“听”教学常规落实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

地，是教学常规管理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从执教教师的举手投足

间，可以看出备课是否充分，预设

是否合理，生成是否丰富，环节是

否紧凑……

还要看教师的精神是否饱满，

语言是否丰富，板书是否清晰，多媒

体使用是否恰当，作业布置是否落

实有效……

除了以上内容，学生的课堂作

业本、教师的教本和教案，在听课结

束时也需要重点关注。

从课前的设计到课后的反思，

再到作业是否及时认真批改和复

批，都能反映出教师的工作态度。

二、“听”学生参与热情
课堂教学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

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

导者，要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

分体现。

听课时要注意观察教师对学生

的关注程度：当学生开小差时，教师

是否及时提醒；当学生出现差错时，

教师是否有应对技巧；当学生对所

教内容不感兴趣时，教师是否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

在高效的课堂上，学生注意力

集中，思维活跃，脸上洋溢着参与学

习的热情。

在有着18年教龄的吴老师的

课堂上，她发现一个学生开小差，却

没有点名或让其站起来，而是顺着

教学环节让学生齐读课文，在巡视

的过程中，走到那个学生身边停留

几秒，无痕地让学生回归课堂，保护

了学生的自尊心。

三、“听”班级文化布置
通过听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

的教学效果反馈，但这样的反馈具

有一定的片面性。教师的素养更

多地体现在平时的教育细节中，班

级文化布置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方面。

一花一木皆传情，一墙一壁皆

育人。高雅的文化氛围、优美的育

人环境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学生的

情操。

墨香浓郁的图书角、励志感人

的雏鹰争章栏，还有花团锦簇的学

习园地……结合班级实际精心设计

布置的教室环境，能反映一个班级

积极向上的班风班貌，同时也能让

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养成良好习惯，

提升核心素养。

我在今年刚入职的朱老师所带

班级的教室里，看到了整洁有序、别

出心裁的环境布置。教室在朱老师

和她的学生手中，成了愉悦身心的

成长乐园。

听课后，应该有一个交流环节，

教师们不仅可以在此时交流教学中

的亮点与不足，还可以就学校教育

教学管理发表看法。站在对方的角

度去思考问题，双方就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支持，就能为学校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dzh6024205
拖堂的问题还没有解

决，又来个候课？仅有的

10分钟课间，拖一下，候一

下，学生可能连去卫生间

的机会都要被剥夺。必须

“按时”上下课，才能让教

学秩序回归正常。

徐如松
候课的本意是教师提

前三五分钟来到教室，做

好上课准备，等待上课铃

声的响起，并没有霸占学

生休息时间的意思。

俞铁钢
教师候课不是一个新

事物。候课制度早就发展

成熟了。各地各校根据实

际要求，已经发展出自己

的一套候课常规。

龙泉许东宝
教师还是提早一两分

钟到教室门口比较好，免

得铃一响，心慌火急，丢三

落四。

别小看这样的一两分

钟，其实从中可以看出一

个教师是否敬业、专业、

守业。

以前由于别人拖堂，

导致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

没有，还忘拿哨子，体育课

非常难上。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

上课前的一两分钟。

说实在话，一节课也

就 40 分钟，真正用在学生

身上的时间又有多少？如

果一位教师能主动提前去

教室，提前准备，提前介

入，这就是对学生的爱，是

在向课堂要效率，是给学

生减负。

杨铁金
过于注重细节的管理

方式，常常会引起教师的

反感。一旦人的积极性与

创造性没了，所有被认为

科学的管理方式都白搭。

yhglll
教师候课，有利有弊。

教师在教室，学生下课不会玩得太放肆，

有助校园安全；教师也不用赶时间，可以提前

准备课件。

弊端在于，需要教师奔波往返。

我本人任教5个班级，分别在两幢楼，跨

越5个楼层。如果两节课连上，我赶到另一幢

楼的教室需要三四分钟，中途如果想到办公室

喝点水或换一下教学材料，就会更加匆忙，也

就没有时间给上一个班的学生单独辅导作业。

高成吉
教师候课可以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从短

期效果看是好的。

但是课间只有10 分钟，教师候课就意味

着要占用这段时间，学生的休息时间就会相应

减少。

因此，我觉得应该把属于学生的时间还给

他们。

倪华东
候课值得提倡。

一、有助于师生提前进入上课的心理状

态，不至于铃声响了，学生还满头大汗。

二、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课间在玩些什

么、平时对什么感兴趣，积累教学资源。

三、有助于拉近师生距离。教师可用候课

时间和学生聊聊天，这比纯粹的说教有效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候课变上课，不要

拿候课去压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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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自编小诗治班风

听课“听”什么

嵊州市一直注重越剧传承，每年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和机关机构学唱越剧的学生超一万人次。到2023年
8月底，该市拥有59朵“小梅花”（中国少儿戏曲最高荣誉“小梅花奖”获得者）。图为鹿山小学学生在越剧传承
人的指导下苦练基本功。 （本报通讯员 陈君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