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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勇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工作者都在关注教师

在实施新课程过程中的自我专业提升与发展。这场改革也给一线教

师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每一位教师都将在这

场变革面前实现新的 “蜕变”，完成新的跨越。

通览近两年教师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其研究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从教师培训角度 （教师作为被动的受训者）研究的较

多，从课例研修角度 （教师作为主动的研究者）研究的较少；

第二，普适性研究尤其是以城市学校为参照的研究较多，而对

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学校的关注较少；

第三，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多，而实践层面的研究较少。

总体上看，对于农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和途径的研究仍

然处于探索阶段。

在教师专业化和新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农村教育经费

的不足和教研条件的局限，进行课例赏析、研究和设计已成为农村

学校开展校本教研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和最佳路

径。课例，也就是课堂教学实录，它是真实记录教师课堂教学全过

程的一种实用文体。课例研究通常意义上是关于一堂课的研究，即

以一堂课的全程或片段为例，进行解剖分析，捕捉精彩瞬间，总结

成功经验或者反省失误之处，寻求改进良方。课例研究是教师研究

课堂、改进教学、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最佳载体之一。

指向课堂实践的研究工作，使教师从不切实际的 “研究”回归

立足于本职岗位的研究，这是解决教师层面的研究工作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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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实在在的事。对于一线教师而言，理论水平的提升固然重要，

但如果忽视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没有指向课堂实践的纯理论研

修，则可能会导致 “乱花渐欲迷人眼”，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线教师

“越学习越不知道语文到底该怎么教”！做好课例研究工作，能解决

好一线教师的研究工作 “怎么做”的问题。

本书意在探询当下农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希望通过

研究，能为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促进农村教育质量提升，实现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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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课赏析

思路明晰的板块教学范例
!!!余映潮 !散步"课堂教学赏析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赤化中学#张文楷

!"# $

余映潮#语文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
会 $下称 %中语会&'副主任#全国中语会名师教研中心主任#教
育部 %国培计划&首批培训专家之一#河北师范大学 %余映潮工作
室&主持人(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原中学语文教研员(他几十年潜
心钻研)探索与实践中小学阅读教学设计艺术#是知名的语文课堂
教学艺术研究专家)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专家)中考语文命题研究
专家#!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等多家杂志的专栏作者#
被誉为 %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研究的领军人物&(他著述
丰富#已发表各类教学文章!"##余篇#出版了 !中学语文教例品
评!##篇"!怎样学语文"!余映潮阅读教学艺术$#讲"!听余映潮
老师讲课"!余映潮讲语文"!余映潮的中学语文教学主张"!余映
潮创新教学设计"#篇"等七本专著(创建了全新的 %板块式)主
问题)诗意手法&阅读教学艺术体系(其精彩的课堂教学受到各地
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普遍欢迎(

!"# $

这里#我所选课例 !散步"#为余映潮老师于%##&年!月在浙
江省六市第二届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研讨会上的教学展示课#展示课
地点是浙江省瑞安安阳实验中学(

余老师的这堂课#很好地践行了他的板块教学理论#给我们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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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对于我们学习板块教学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在这堂课上#余老师所表现出来的教学思想)教学理念)教学策略
和教学方式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余老师的 %板块教学&是 %在一节课或一篇课文的教学中#从
不同的角度有序地安排几次呈 *块+状分布的教学内容或教学活
动#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过程都是呈板块状分布排列&$余映潮(
余映潮的中学语文教学主张(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其特点是 %教学内容呈 *块状+&# %教学过程清晰有序&(

这种设计 %主要着眼于学生的活动#着眼于能力的训练#以 *教学
板块+来整合学习内容#来形成教学流程#结构课堂教学& $同
上'(

从余老师的这堂课来看#其课堂结构分为四个板块 $四个部
分',新课导入)理解文意)朗读课文)品味语言(下面#我就从
这四个方面来谈谈我观看了这堂课之后的一些感悟(

一)新课导入#目标明确

在 %新课导入&这个板块#当学生明确了课题之后#余老师便
这样告诉学生,%我们的阅读活动,理解文意)朗读课文)品味
语言(&

这样#既告诉了学生这堂课学习活动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
分#而且也告诉了学生每个部分学习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这里余老师用了 %我们&一词#可见这里的 %我们&

既指学生也包括老师#这就告诉学生这节课的学习内容与任务是由
学生和老师来共同完成的(%我们&一词的运用#既让学生感到亲
切#也反映了余老师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课堂教学活动就是师
生共同参与的活动(这便凸显了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地位(从这里
也可见余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这样#一种民主)平等)合作)和谐
的课堂氛围在新课的一开始便渐渐浓郁(

二)理解文意#举重若轻

在 %理解文意&这个板块的教学中#余老师这样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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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这样理解文意,
先试着给文章再拟一个标题#并说明你的标题是否能够表示你

读出了课文的味道(
然后#让学生阅读课文(待学生阅读完课文思考到一定程度

时#余老师再以商榷的口吻问,%可以交流了吗-&注意这里#当得
到学生回应时#余老师再继续提问题,%你的标题是什么- 说明理
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余老师对学生的尊重#对学生主体地位
的突出#以及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学生只有充分地阅
读和思考之后#探究问题才可能展开#回答问题也才可能正确(

随后#让学生各抒己见,
和谐的爱#祖孙三代#亲情#责任#世界#初春的故事#分歧

关爱

在学生拟定标题并说明理由之后#余老师再恰当地给予评价#
然后又让学生来看看老师拟的标题,

春意#呵护#生命#生命#选择#温馨瞬间
比较这些标题#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作者要用 %散步&来作为

文章的标题呢- 通过讨论比较#学生得出结论,还是课文的标题
最好(

因为,它简明)准确)含蓄#有情致)有画面感)有故事味(
余老师在这个环节#通过一个拟标题的练习与评点引导#让学

生因此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把握文意(本文的内容深刻#主题可
谓是比较宏大(对一家人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美好画面#中华民
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等这些深刻内容的理解#余老师仅通过一个
拟标题的练习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真可谓是举重若轻呀. 这一方
式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王荣生教授曾说,%追求效率#
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目标明确#二是方法得当(&$王荣生(听
王荣生教授评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老师
所用的这一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朗读课文#反复体会

在 %朗读课文&这个板块#余老师向学生提出朗读建议(

$



!"#$%&'()*%+,

!" #

建议你这样朗读课文,
$!'中速)深情地朗读课文#好像作者写完文章后欣赏自己的

作品一样(
$%'读好文中的波澜#好像你一个人在扮演着故事中的几个角

色一样(
$''朗读课文最后一段#好像你是带着深深的体会给人家作示

范朗读一样(
从 %建议&一词#可以看出余老师对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角色

的定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是学生学习的参谋者)建议者#而学
生才是学习的主人(三条朗读建议#分别从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
引导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建议 $!'%中速)深情地朗读课文#好像作者写完文章后欣赏
自己的作品一样&#这是要求学生整体把握文章内容#用心领会作
者的写作意图#也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理解课文(

文中的波澜是关于走大路还是走小路的分歧#建议 $%'提到
要读好这个波澜#就是要深入地理解课文(在建议中余老师还给予
了理解指导/// %好像你一个人在扮演着故事中的几个角色一样&#
指导学生从不同角色的角度去理解课文的内容#体会课文的情感(

课文最后一段#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也是课文主旨凸显的地
方(在建议 $''中#余老师建议学生带着深深的体会示范朗读(
只有对课文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有深深的体会#也才能读好
课文(

在这一板块的教学过程中#余老师对学生的朗读作出了具体而
详细的指导#并对学生的朗读作出了引导性的评价(

这里#余老师也用了 %以读代讲&之法#让学生在反复的朗读
之中#领悟课文的思想内容#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让尊老爱幼)
互敬互爱)和睦相处这一重大思想品德教育主题#潜移默化地渗透
到学生的血液里)骨子里(这一方法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正所谓
%寓德育教育于语文教育之中&#实现了 %文道合一&(

)



名课赏析

四)品味语言#仔细咀嚼

在 %品味语言&这个板块#余老师又这样建议,
建议大家这样来品味语言,
以 %字)词)句)段对人物的表现作用&为话题#自选文句并

联系上下文用简洁的语言进行评点(
这里#余老师的 %建议&提出了明确的话题内容#提出了语言

表达的具体要求///简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感悟和收获#自
选文句#联系上下文进行评点(只要学生有了充分的阅读和感悟#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读所悟而有话可说(这里#余老师充分尊重了
学生的阅读个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阅读个体#他们对文本
的理解和解读自是不同(正所谓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

同时#这里余老师还运用了 %话题教学法&$*+,-./012.3-45'(
话题教学指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以一个话题为中心#在遵循教学目
标的前提下#结合教材#以课文为基础进行广泛阅读与活动的一种
教学方式(其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思维#提
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使学生能以课文的阅读理解为基础#通过对这
一话题的相关内容的深入理解#拓展认知领域#开展思维活动#畅
所欲言地讨论交流(这种教学模式#内容新颖#形式活泼#贴近学
生#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余老师也是倡导话题式教学方法的(他说,%每一个话题都是
一个 *抓手+#都能让学生深深地进入文本#都要求学生在理解课
文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 *再表达+(&

这里#余老师以话题为线索#带动知识)能力)情感目标的达
成#从而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有所收获(

至此#余老师又如是建议学生,
说到这篇文章语言的欣赏#我们可重点关注 %句子&(要品味

它们的造型美)用词美)情趣美)蕴意美(要感受到它们对我们心
灵的熏陶(

这里他再次将语言品味的重点引向对课文 %句子&的品读(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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