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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的“取舍”
□ 周文胜

寻找“制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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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班总有几个“棘手”的学生，

小任就是其中之一。

体育课集合，别的同学都在走廊

整齐排列，他却一会儿藏在课桌底下，

一会儿在队伍中蹲下，一会儿往厕所

方向跑动。从教室去往田径场的路

程，他一会儿在楼梯上跳跃，一会儿突

然停止不动让后面的同学因惯性撞在

他身上，他则顺势推搡前面的同学。

我多次提醒、教育他，可他并未改正。

为此，我的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他，生

怕他出现安全问题。

此外，课堂常规、正常的教学秩序

被他打乱，这打断了我的教学过程，还

耽误了其他学生的练习时间。如果老

师有“制动开关”，按下按钮，就能让学

生由动变成静，该多好？

我知道，一味压制、批评他，会让

他对课堂失去兴趣甚至厌烦学习，但

如果听之任之又会让他愈发不像话。

为了找到两者的平衡，我做了很多尝

试。

一开始，我和他的班主任联系，

希望她在班级里加强纪律规范。没

想到，班主任摇头叹息：“不只是一个

科任老师来反映这个情况。我们也

没法管，他在家从来不写作业，怎么

教育都不听。和他父母沟通，父母只

会打他，效果甚微。我也为这个事烦

心呢！”

我要自己寻找“制动开关”。一

天，我在书籍《教育漫谈》中看到这样

一句话：我们若想使儿童变成明智、贤

良、机灵的人，将鞭挞及其他奴隶性

的、肉体的惩罚运用于他们的教育中，

不是合适的方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

情形下才能偶尔使用。

是的，我不仅要在课上注意他，下

课时间也要观察他。我发现，他总是

徘徊在同学周围看大家玩，无人让他

加入游戏。他给我一种被孤立，很孤

独的感觉。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曾经教

导我：如果一个孩子极端闹腾，你首先

要考虑他是不是缺乏关注。

我要肯定他，将他带入课堂的管

理者中来，让他对课堂具备一定的设

想和责任感。上体育课，我让小任担

任排头。一开始他扭捏着，踟蹰不前，

我知道他是在担心害怕。我说：“老师

给你示范一次，放轻松，你可以的。”我

示范一次后，让小任试一次，他便声音

小小的试了一次。我鼓励他声音大

点：“没关系，老师永远在你身后帮助

你。”他直了直腰背，转身带队伍下楼，

这一次他没有捣乱。

五月的一天，因为突发情况，我上

课耽误了两分钟。我急匆匆跑到教室

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两路整齐的队伍，

小任在队伍前以非常标准的立正姿势

站着——犹如一个等待命令、随时准

备出动的战士。这一刻，我的眼睛有

点发酸。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就这样，随着一次次的课程推进，

再没有学生反映小任无故打闹了，同

学们玩游戏时也开始带上小任了。

我想，我或许找到了“制动开

关”——走进孩子心中，发现他的需

求，引导其展现自我，肯定自我，确立

自我存在价值感。

为拓展思政教育“第二课堂”，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组织学生

参加2023年“校园思享会”第三届中小学思政辩论赛。近日，该校

辩论队出征高新区小组赛，并成功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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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时，取谁舍谁？如何取舍？这

是“取舍”间的艺术。

最近，在进行统编语文教材四年级

下册“作家笔下的动物”单元的整体设计

时，我结合单元“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

动物的感情的”语文要素，设计了“图文

共赏：我们的动物朋友”这一单元大任

务，引导学生在学习单元课文中完成“读

美文、摘美段”“品名画、配文字”“画动

物、写动物”等任务。

下面，借《猫》这节课例分享备课中

“取舍”的心得。

舍“旁逸斜出”取“目标之需”。有一

个环节，设计时我比较满意，试讲后不少

教师也夸赞有加。在学生品完“说它贪

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

回家呢”这句中“吧”“啊”“呢”等语气词

的表意功能后，我设计了一个情境补白：

朝阳初上，老舍先生侍弄院里的花草，花

影中看不见猫，心想：这小家伙，今天怎

不抱着花枝打秋千了？

夜深人静，老舍先生在灯下伏案写作，

身旁好像少了什么，心想：_________。

晨光熹微，老舍先生早起运动了，清

风吹来满院的花香，仍不见猫的踪影，心

想：__________。

意在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体会老舍

先生这“一天一夜”对猫的爱怜和担心。

但有教师提出，此环节的主要目标是让学

生体会语气词的作用，指向的是表达。而

情境补白更多是在帮助学生理解内容，学

生对老舍先生爱猫之情的理解不是难

点。或许，这是教师设计的“亮点”，有语

文味，但也有可能是环节的败笔。

于是，我舍弃了这个情境补白，顺着

环节目标与学生继续品味老舍先生的精

妙用词。

变“先扶后放”为“先放后扶”。一般

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先扶后放，中年级语

文学习更是“指导一段，迁移全篇”。一

开始的设计，我是指导第二自然段，领着

学生体会老舍先生是如何表达对猫的喜

爱之情的。然后再让学生自学其他内

容，运用迁移。这好像问题不大，并且试

讲效果也很好，但我发现“学得太顺

了”！我何不让学生尽情地“跳一跳”去

摘桃子，摘多摘少，我再给他们补？于

是，我“痛下杀手”，把环节倒过来，先放

后扶：让学生满篇寻找老舍先生表达对

猫喜爱之情的方法，借助表格或思维导

图等工具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在小组汇

报交流环节进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我

作为教师在互动中发挥指导作用，帮助

学生概括、归纳表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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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师不能真正

理解教材，读懂学情，课

堂就可能出现目标泛化、

模糊，教学内容一锅粥的

现象。一节课究竟如何

才能做到扎实、高效，实

现学生思维的增量？我

们不妨思考如下“三个问

题”。

一问“这节课想让学

生学到什么”。每节课的

基础性目标、关键性目标

都需要教师心中有数。

教师只有走进教材细品

细研、走进学生了解学

情，才能够制定适合的教

学目标。

二问“这节课教什么”。“教什

么”就是教学内容。课堂上我们有

时候会看到教师的满堂灌现象，灌

得多了，学生就会没有兴趣。一节

课究竟要教什么内容？要围绕“关

键性目标”进行选择，对教材我们可

以有取舍，可以有二次开发，也可以

有拓展。当课堂上所有教学内容都

为设定的目标服务时，教学目标就

会更精准，“一课一得”的课堂自然

会让学生学得更扎实，印象更深刻。

三问“这节课学生学会了吗”。

学生到底学会了什么？要看学生本

节课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看有无

发展？学生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引

导，但关键是让学生自主获得学习

经验。当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知识、能力、方法时，才意味着学生

真正学会了。所以教师要根据教学

目标找准教学的起点，确认教学的

终点。任何一节课都不可能从零开

始，教师要针对学情来确定学习目

标，精选学习内容，要相信学生的能

力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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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文交上来，我精心

批改、挑选部分佳作，做成课

件，然后上讲评课。作文获得

展示的学生受到肯定当然高

兴，但其他学生受益不大。

因为常年做班主任，要批改

学生日记，平时表现不佳的学生

更是关注重点。因为写作能力

有限，他们的日记都简短质朴，

直叙其事。比如这一段：我和赵

力打赌，比谁的力气大。我们捏

纯净水瓶子，他瓶子中的水喷出

来了，我瓶子中的水飙出来了，

很明显算我赢了……虽然学生

写作水平一般，但“喷”和“飙”这

两个动词用得妥帖，“飙”当然比

“喷”更有力度。如此精准用词，

没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

肯定做不到。

我把这些句子搜集起来抄在备课本

里，有空就拿出来在课堂展示、赏评，效果

不错。因为每个学生都有写出佳句的能

力，展示面自然大，特别是不爱写作文的

学生，看到自己的佳句被当成典范赏析、

学习，成就感自然爆棚。

当人人都能写出精彩句子时，游戏升

级，美其名曰“三行诗”。“三行诗”是一种

微型诗，写作任务轻、难度小、易操作，容

易出精品。学生一个句子能够信手拈来，

写三个句子自然也不在话下。

为了激发学生的写作动力，我特地对

每周随笔的写作要求做了调整。原来每

周要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随笔，现在只

要每天写一首三行诗，周末把5首三行诗

抄写在随笔本里就行。这个消息一宣布，

全班就轰动了。

把写作当成游戏，不为分数，只求趣

味，才有可能让学生爱上写作。一个月下

来，我总共收到2000首三行诗。我挑选了

部分佳作，为作者编辑了一份电子版的个

人作品精选，作为他们的成果。

用心在写，写得又多，学生的水平自

然就提高了。虽然人人都能写三行诗，但

认真的读者很少。我深知，作品是作者和

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没有优质的读者来

品读、鉴赏，好的作品就难以散发出更大

的魅力。学生能写，但未必善读，这个任

务只能由老师来完成了。我告诉所有作

者，如果你们需要，老师将成为每一首三

行诗的首席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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