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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课堂

某小学的“以疑促思 多元探究”的课堂
上，老师正执教《钓鱼的启示》。课堂有很多创
新之处， 看得出她在努力践行该校生命化课
堂教学理念。

开课时， 老师针对教材抛出的 4 个疑问
是课堂的重要观察点：钓鱼得到了什么启示？
这个启示是怎样得到的？ 为什么“我”不愿意
把鱼放回湖中？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为什么
父亲坚持要“我”把鱼放回湖中？

整堂课的教学围绕着 4 个问题， 教师有
条不紊地指导学生读书、思考、讨论、交流。课
堂问题前置，在一定程度上遵从了学生内需，
但是，一节课需要解决这么多疑问吗？“以疑
促思”到底该怎样“疑”？

不难看出，《钓鱼的启示》 开课前的问
题都指向文本内容理解， 也就是说指向文
本的原生价值———写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
情感。 没有一个问题指向文本的表达方法，
即文本的教学价值———怎么写， 这样写有

什么好处。 教学因仅仅围绕内容理解的疑
问展开， 所以最终没有完成教材原生价值
向教学价值的成功转换，导致语文味淡薄！
语文课程的本体性目标， 即学习言语表达
没有实现！

“以疑促思”，“疑”是风向标，如果导向不
明，甚至有误，那么课堂始终难以达到想要的
效果。

那么，怎么“疑”？这是课堂应该解决的首
要问题。

教学的设疑可以尝试从两个方面实行优
化。 首先做到问题 3个“不提”。

1、孩子通过阅读能解决的问题不提，如：
“钓鱼得到了什么启示？”“为什么‘我’不愿意
把鱼放回湖中？ ”

2、 与文本主旨无太大关联的问题不提，
如：“为什么鲈鱼捕捞要有专门的开放日？ ”

3、 合作探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提，
如“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可以给人以启示

吗？ ”
这样一来，就精简了问题，只留下核心问

题。 比如这节课在内容理解上的核心问题就
是：“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 为什么父亲坚持
要‘我’把鱼放回湖中？ ”

其次， 把体现教学价值的核心问题提炼
出来。 比如《钓鱼的启示》指向文本表达方法
的核心问题是：“课文运用了什么样的表达方
法， 把作者得到这个启示的过程叙述得具体
生动？ ”这样看来，“以疑促思”课堂需两个核
心问题———一个指向内容理解， 一个指向表
达方法。 教师应该在让学生自由生疑的基础
上， 逐步指导他们遵循这两个方面学会提出
问题，特别是逐步由师“设疑”转向由师“导
疑”。

教师要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同时， 联系教
材单元导语与教材课后练习提示把握“疑”的
重点， 做好教材原生价值向教学价值的深度
融合与转换。

以疑促思该怎样“疑”

记得在小学时代，刚学习作文，老师们常
布置与四季相关的主题进行写作。 与此同时，
一些相应的修辞、句式，甚至思维方式相形而
出。 写春天，一定要用上“万物复苏”“一年之
计在于春”“春姑娘来了”等语句；写夏天，就
是小狗吐舌头、知了在树上鸣叫，以及“六月
天，娃娃脸”；写冬天，得用上“瑞雪兆丰年”

“银装素裹”等辞藻。
那么，“为赋‘秋’词强说‘秋’”勉力拗造

型拗出来词句都有哪些？ 关于秋天的作文有
什么模版可以效仿？ 今天，我们一起翻翻小学
作文教材，看看“秋天”里必不可少的套路。

偏正短语，是小学生在写景记事作文中，
最经常、被训练次数最多的结构。 例如，最简
单的“湛蓝的天空”“清澈的小溪”，ABB 式的

“黄澄澄的麦穗”“红彤彤的苹果” 都属于此
类。 在常规的写作方法中，还会将这些短语按

照目之所及或是游历的空间顺序进行编排，
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常常会写出以下繁复、
套路的词句：

我们来到了田野，沉甸甸、金灿灿的谷穗
弯着腰，把大片的田野染成了金色，一阵秋风
吹来，田野里泛起了滚滚的波浪……

在此基础上， 为了避免重复和审美疲
劳，教辅里还会提醒大家注意修辞手法的运
用。 最常见的就是比喻和拟人的手法。 像上
文中的“谷穗弯着腰”就是最基础的拟人手
法的尝试。 虽然套路多多，但学生要会使用
也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联想力之后才能灵
活运用。

除了比喻和拟人外， 教辅里常常有意
教授的还有排比与引用。 不论是课堂上还
是教辅中，常常都引导学生多写排比，理由
是“排比能提高文章观赏性与句子气势”。

比如：红彤彤的苹果，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妹
妹的脸；圆溜溜的柿子，像一盏盏发光的小
灯笼；黄澄澄的桔子，像一个个气鼓鼓的小
皮球；紫盈盈的葡萄，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
珍珠玛瑙。

在行文结构上， 教辅常常引导学生以
“总—分—总”或是“总—分”的结构，开头定
调，中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或是从前往后打
一套下来，结尾部分升华抒情。 这一模式虽然
刻板单调，但可操作性强，教导了一代又一代
学生。 不得不承认，这些方法有利于学生在写
作初期快速找到方向， 从而在短时间内完成
一篇质量中等的习作。

秋天渐变的景色与情怀历来是文学家
“角逐”的焦点，世世代代流传下不少经典的
吟秋诗词文段。 古往今来谈秋的大作能广泛
流传、历久弥新到底都赢在情怀上，当我们接

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后， 再回望小学作文中
关于秋天的场景时， 常常感到那些片段稚拙
得令人发笑。 细细想来才发现其实在写作要
求中“表达真情实感”，是对一篇文章的最低
要求，也是最高的要求。

教辅与老师教授小学生写作文， 几十年
过去，在技术、手法等“硬件”要求上不断磨
砺、学习、反复练习以达到精进上乘，但真正
的“技巧”或许正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黄
遵宪当年提的“我手写我心”。 我们翻阅这些
作文时，能感受到孩子们写作时的“努力”，努
力后的结果更像是炮制一颗更虚伪的“心”，
并将其当作“真心”来写。

读了这么多年优秀范文， 写了这么多年
作文， 到最后却发现找不到所谓的“真情实
感”大概是最大的悲哀。

郑薛飞腾

在西南大学， 历史课并不枯燥
呆板，而是有趣、时尚，每一个知识
点似乎都能与时下的热点和娱乐关
联起来。

电视剧《女医明妃传》热播的时
候，许多人对古代医生这个职业不太
了解， 甚至怀疑是否有女医生的存
在。 西南大学教师鹏宇借此机会，向
学生普及了古代女医的各方面知识，
真正做到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在讨论古代器物及其使用方法
时，鹏宇引用《芈月传》里的青铜器使
用场景，从纹饰、形制、材质等方面进
行评述，指出剧中盛酒的青铜器“纹
饰是类似商周的， 形制是魏晋以后
的，铜质则是现代的”，让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下了解了青铜器鉴定的
主要标准。

曾经有学生看过《盗墓笔记》后，向鹏宇
咨询文物方面的问题， 鹏宇借此机会给学生
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 湖南等地青
铜器发掘的故事，比如何尊、四羊方尊背后的
扑朔迷离， 并剖析了整个文物发掘收藏的产
业链。

鹏宇还用纸条模仿竹简布置作业， 不仅
让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有穿越古代的趣味体
验，也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印象和理解。
鹏宇做的 PPT里还有时下流行的各种搞笑表
情包， 帮助学生用一种趣味的方法体会历史
事件…… 金锐

教学攻略

趣中识字
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小

学语文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
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 针对学生
的特点，采取贴近学生生活的方法引导学生
进入状态，在玩中学习，在趣中识字，往往会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编字谜来引导识字。 编字谜既能激发
学生的思维能力，又能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更加牢固。 如“朋”：两个月亮交朋友；“林”：
两棵树，并排站；“会”：一人坐在云朵里……
针对课文中的生字，引导学生自己编一编、
说一说。

记歌谣，在辨别中识字。 如辨别“请”
“情”“清”“晴”“睛”“倩”“蜻”“精”，联系“河
水清澈见底”就知道了“清”与“水”有关，理
解了字义；“请”，请人要用嘴，所以与说话有
关；“睛”表示与眼睛有关；天晴了有太阳，

“晴”与日有关，并编出歌谣“有水方说清，有
言去邀请，有目是眼睛，有心情意浓，丽人留
倩影，日出天气晴，有虫是蜻蜓，有米人精
神”。 孩子们在趣味中学习，在交流中巩固。

借助多媒体、动作演示、游戏识字。 如
教学“飞”字时，借助课件动画演示“横斜钩”
是鸟的身体，弯钩里的两点是鸟的翅膀。 又
如教“灭”字，可进行火上加盖东西以灭火的
演示。 在课堂中做一些识字游戏也能够活
跃课堂氛围调动学习兴趣。 如“日”字加一
画猜猜是什么？“木”字加一画变出哪些字？
“十”字加一画，变出哪些字……这样让学生
觉得既有趣又记得牢固。

依据汉字字形特点识字。 如学习《口耳
目》一课，引导学生进行图文对照，从字形演
化过程识字，如“禾”像一株粟，有茎、叶、穗、
根。“禾”作偏旁时与农作物有关，如“秧”

“稻”“稼”。 这样学生就从字形中记住了这
些字。

在发现中寻找规律识字。如在教学“月：
膀、腰、肚、背”“足：趴、蹲、跑、跳、路”时，引
导学生说说发现了什么？ 学生在观察辨别
中发现：“月”旁和人的身体有关，“足”旁跟
人的脚有关。 再引导孩子回忆：想一想我们
学过的字中还有这样的规律吗？ 在讨论中，
学生认识到“木”旁的字跟树木有关，如树、
李、森、林、桃、松、柏等；“虫”旁的字如“蜻
蜓”“蚯蚓”“蚂蚁”“蝌蚪”“蜘蛛”“蝴蝶”等
字，与昆虫、动物有关。

在字理中识字。 在教学中，用字理识
字往往会让学生记得更牢固。 比如“看”字
是把手搭在目（眼睛）的上边，向远处望；
“明”字由“日”和“月”组成，表示明亮；
“男”由“田”“力”组成，表示男人，因为过
去男人主要在田里劳动……这样分析字理，
使学生感受到祖国汉字所蕴含的独有文化
内涵和魅力。

陈乐明

在小学生的“秋天”里难“觅”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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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连线

为了加强英语口语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近日，郴州市二十七完
小一年级 19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来自美国的 Hill老师。身在国外的她
通过网络把孩子们带入了另一个神奇的国度。

Hill 老师用纯正地道的英语发音、生动的表情、丰富的肢体语言、循循善诱
的引导让学生进行口语交际，使学生置身于真正的英语文化氛围中。在外教的鼓
励和引导下，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发言交流， 获得了真实的口语历练。 一句句

“good”“very� good”“thank� � you”等对学生的赞美和鼓励之词，更好地激起了学
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树立了英语学习的信心。 整个课堂气氛轻松、活跃，教室里，
欢笑声此起彼伏。

通讯员 雷黎明 肖文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