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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放牛班的春天》讲述的是一位音

乐老师与一群“熊孩子”之间的故事。

这所学校的校长对学生执行的是

“行动——反应”原则，即犯错就惩罚。

但是，老师马修的做法有些不一样。他

刚到学校，就遇到了一出恶作剧，看门

大叔的眼睛被一个孩子设计的机关弄

伤了。按照校长的“行动——反应”原

则，要立即抓住作恶者，把他送去关禁

闭。即使抓不到作恶者，在一群孩子

里，随便找一个替罪羊也要关进去。

马修知道了这个恶作剧的始作俑

者，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孩子送去关禁

闭，也没有告诉校长，而是让他去照顾

受伤的看门大叔。让他知道这样做的

后果，从而知错改错。

从这里开始，孩子们开始慢慢感觉

到，马修老师和其他老师有些不一样。

但他们还在相互了解、相互试探，至少

他们对彼此产生了兴趣，他们的关系会

更近一步。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马修锁在

柜子里的乐谱被几个“熊孩子”翻了出

来。这似乎也是必然，因为这些孩子可

能经常去翻老师的东西，不同的是，马

修会以不一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

到了晚上，马修走进孩子们的寝室，听

到孩子们在唱嘲笑他的歌曲，非但没有

生气，反而去纠正他们的声调。

睡觉前，马修在床上辗转反侧，这

件事在他脑海中不停地盘旋。他盘算

着，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而他擅长的，

也就是教他们唱歌了。不久，他的第一

节音乐课开始了。

他要组建一个合唱团，第一件事是

把这些孩子们分出高中低音。这个分

组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比

如，那个最小的孩子不会唱歌，马修老

师说“没关系，我会教你的”，并把他任

命为合唱团的团长助理。还有一个孩

子会吹口琴，但他五音不全，马修老师

就让他做“谱架”。

有个坏孩子被送过来，他偷了体育

老师的手表，在被抓去关禁闭的时候，

马修老师还说了一声：“他是我唯一的

男中音。”可见，在马修老师的眼里，并

不是像其他老师一样，把学生们分为好

生、差生，或者好学生、坏学生，根据他

的评判标准，每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特

点、优点。

最后，那个最调皮的孩子成了世界

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影片告诉我们一

个道理，教育孩子并不是告诉他们什么

是对，什么该做，而是看到孩子的优点

并无限放大，找到其快乐的源头，帮助

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寻找孩子快乐的源头

家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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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

验教科书《生物 1（必修）──分子与细

胞》（人教版）第六章第1节的内容。信

息化背景下如何让学生从知识、能力和

素养三个方面都实现学习目标，对教师

而言关键是构建科学的体现学科特点和

校本特点的教学范式。

一、高中生物学科校本教学范式是何物
笔者认为，高中生物学科校本教学

范式应该有“一核心、三元素、五环节。”

“一核心”就是学生的核心素养。长

沙市十一中任何学科课堂都是“用美的

教育点亮学生美的人生”教育理念的具

体体现，点亮学生美的人生，就是要提升

学生的核心素养，让他们具备未来发展

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三元素”即课堂应体现参与、互动、

发展三元素。参与即学生为主体，人人要

参与，在合作和交流中学习；互动是师生

要交流，以学定教、教学相长；发展是课堂

教学的根本目的，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

展都是个体成长的过程，是将来推动社会

进步的力量源泉。所以笔者也常把高中

生物课堂教学范式称为“三元课堂”。

“五环节”即创设情境、明确目标；自

主学习、个性指导；合作释疑、互助研讨；

精心点拨、启发引导；巩固训练、整理提

高。这五个教学环节，其实就是今天我们

构建的信息化背景下高中生物课堂教学

范式。

（1）创设情境、明确目标。让学习在

情境中发生，有所感悟，从而找到目标，

领悟到学习目标之美。在《细胞增殖》

（第二课时）这节课，笔者引述了中国是

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并提

出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治疗癌症？我们

该怎样应对？通过该环节，学生的求知

欲被激发。

（2）自主学习、个性指导。指教师在

向学生明确自学任务后让学生自主学

习。这一环节可以有两种形式选择:一

是教师通过网络向学生布置课前自学微

课或预习作业。二是自学任务在课上完

成。教师可根据学科、内容和班级学生

实际确定。在这一环节中，学生领悟到

自主学习之美。

（3）合作释疑、互助研讨。学生有了

交流展示的欲望和基础后，教师再组织

学生进行交流展示，让学生陈述在小组

或全班交流自学过程中的收获和遇到的

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或者展示

自己的探究成果。本节课，笔者设计了

以下两个问题，探究问题一：细胞周期的

判断。学生对照图表观察和分析，深入

理解概念，提高观察图表能力和比较分

析能力，并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探究问题二：细胞分裂各时期的特

点。让学生通过观察图片、自己的板图

来观察细胞内所发生的现象，引起思考，

加深理解。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的细胞分

裂各个时期的先后顺序，难度大一点的

问题是染色体、染色单体、DNA数量的

变化。这样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建构过

程，培养了积极探讨的思维品质。

（4）精心点拨、启发引导。这一环节

主要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教师根据大

数据，确定本堂课需要突破的难点，需要

拓展的重点或需要深化的概念，和学生

一起探究完成。这一环节是学生建构新

知、掌握规律、训练思维、提升能力的核

心环节，能充分体现学习升华之美。

（5）巩固训练、整理提高。一是教师

精选习题，实现高效的知识迁移和变式

训练；二是及时反馈，利用网络平台（如

智学网）及时精准反馈当堂测评的情

况。教师可根据测评情况自动生成个性

化的作业，体现个性化学习之美。

以上五个环节不是绝对独立的，在

不同课题、不同学情的背景下，实施步骤

可以适当调整，关键是要体现学为主导、

知识建构，体现课堂之美。

二、高中生物学科校本教学范式如何建
不难发现，信息化背景下的高中生

物课堂教学范式仍然是应用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建立的课堂教学范式，操作时，还

要把握“四归还”“五不讲”。

“四归还”，即把课堂的空间还给学

生；把课堂的时间还给学生；把课堂质疑

问难的权力还给学生；把探究性学习的

权力还给学生。

“五不讲”，即讲了学生也不会的，坚

决不讲；不讲学生就能自己学会的，坚决

不讲；学生自己能讲明白的，坚决不讲；

能用学生的动手实践代替教师口头讲

的，坚决不讲；能采用小组合作学习解决

的问题，坚决不讲。

清晨六点半，我准备好早

餐，喊女儿起床。

女儿睡眼惺忪。看着她，我

既有看到孩子长大的喜悦，转而

又有几分心疼，转眼就要参加中

考了，晚睡早起成了她的常态。

班里的家长为孩子的叛逆

烦恼不已，而我和女儿依旧亲密

无间。

有一天，女儿偷偷告诉我：

“班上有个男生喜欢我哦。”

我说：“这男生真有眼光，下

次家长会偷偷指给我看看。”

女儿得意地说：“不用看啦，我又不喜

欢他。”

“那下次有喜欢的男生了，要告诉妈妈

哦。”

“一定会啦，还要妈妈给我鉴定一下

呢。”

青春期的叛逆与躁动远不止这些。有

一天，我无意间看到女儿在镜子前面噘嘴

扭腰“凹造型”，一阵忧虑不禁袭上心头，担

心女儿过分追求个性和打扮，偏离了学习

重心。我轻轻地从身后搂住女儿，对着镜

子说：“我们来试试，什么表情最好看。”我

瞪眼、噘嘴、扬眉，逗得女儿哈哈大笑。过

了片刻，女儿认真地跟我说：“妈妈，我觉得

还是笑起来最好看。”我望着女儿的脸庞，

五官并不出色，但她眉眼弯弯，嘴角轻翘，

笑起来很甜。微笑，是美好而无声的语言，

就像穿过云层的太阳，温和而怡人。

几天前，女儿十五岁生日，她收到了不

少好朋友的礼物，其中还有一封“情书”。

女儿乐颠颠地打开，跟我一起看。

“初次听说你的名字时，你便自带‘学

霸’光环。见到你的第一眼，却发觉你恬静

大方，性格又好。当然，少不了‘学霸’身上

高傲独行的气质。无论何时，你都笑嘻嘻

的。和你在一起，似乎心情都变好了呢。”

看罢，我俩相视而笑。

青春期的叛逆与躁动，总会在陪伴与

倾听中平复。

不少父母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

孩子一开始多喜欢某一件事物，可总是

三分钟热度，过不了几天就失去了兴趣。

面对孩子的三分钟热度，父母不

要焦虑和担忧，也千万不要强逼孩子

专注在某一个事物上，我们唯一要做

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三分钟热度

是兴趣发现的一个过程。在孩子呈现

出对某一事物的兴趣时，父母应该多

鼓励孩子去尝试。在尊重的前提下，

父母可以适当引导，让孩子去发现这

项活动的意义，并从中收获自信。孩

子如果能从活动中感受到乐趣，他们

就能把这份兴趣长久地坚持下去。

这告诉我们：父母要尽可能早地

发现孩子的兴趣点，有意培植，耐心等

待。千万不要以自己的视角或感受，

硬性摊派给孩子兴趣。

高中生物学科校本教学范式的构建策略
——以“细胞增殖（第二课时）”的教学设计为例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聂庭芳

教子有方

班
上
有
男
生
喜
欢
我

□
陈
小
洁

父母应尊重孩子三分钟热度
□ 莫愁

——《放牛班的春天》中的人本主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