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有心”的课堂什么样 
张晓华 

    时隔半年，由于学校随堂听课的安排，我再次走进一位年轻教师的语文课堂。该节课讲授的内容
是统编本教材五上第五课《搭石》，因是第一课时，教师清楚地安排了相关教学环节。其中，针对本
单元的教学目标“阅读要有一定速度”，任课教师进行了重点强调，并规定默读时间和需完成的具体
任务。教学中各个对应环节，教师都准备了课件，在屏幕上加以展现。从表面上看，这位教师既关注
了本单元具体的语文要素渗透，也切合第一课时的教学重点。可是，在听课过程中，我总是觉得课堂
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隔得远远的，教师在一个步骤接一个步骤地走教学流程，学生在一个环节
接一个环节地被动跟随，教师指令、要求、评价学生，学生也只好配合教师，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
这其中最缺少的，是课堂中师生之间心与心的碰撞，于是教学仿佛成了生产流水线上缺乏温度的固定
流程。 
    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课堂教学，不也是用心“唤醒灵魂”的过程吗？如果不是，再精彩的教学设
计，在课堂上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同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一年前本校的一位教师准备参加
全区的教学竞赛，试讲过程中骨干教师团队共同参与研课、反复打磨，最后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教案
非常精彩。对于比赛获奖，该教师似乎是稳操胜券。可是在比赛现场，虽然教学的环节与预想的一样，
可教学效果平平，该教师只是照搬教学预设，忽略了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下课后，这位教师坦言，
因为紧张，只想着如何复述教案了，无暇顾及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如果教师的心不在课堂里，怎么
能上好一节课呢？最后的比赛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怎样才算把心带入课堂？于永正老师在上《小稻秧脱险记》一课时，为帮助学生理解词语，自己
化身为“小稻秧”，让学生走上讲台做“杂草”，学生在与教师的表演中明白了“气势汹汹”“蛮不
讲理”“一拥而上”等文中词语的意思，课堂生动有趣，充满智慧而又不着痕迹。而在古诗《草》的
教学中，于老师让学生给奶奶背这首古诗，老师扮演奶奶听后故意说，那么多花不写，为什么要写草
呢？又故意将“一岁一枯荣”听成“一岁一窟窿”，让学生来进行解释，学生在笑声中加深了对古诗
的理解。不难看出，每一个教学环节，于老师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智慧地将学习兴趣与学生课堂学
习整合在了一起，不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更是为了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乐趣。这样的教学，教师
带着心走进课堂，也走进了学生的内心世界。 
    把心带入课堂，还要在课堂中关注每一名学生的真实学习。如果只关心教学的进程，只关心教案，
眼中没有学生，教学就会游离于学生真实需要之外。于永正老师在执教《新型玻璃》一课时，请一名
女生读课文，但这名女生第一遍、第二遍都读错了，于老师并没有着急，而是耐心细致地一遍又一遍
地指导，这名学生一直读到第八遍才读得正确流利。在这样的教学场景中，我们看到教师真正把学生
放在了心里。 
    特级教师孙建锋在上《最后一片叶子》一课时，针对“大树把无数的叶子结为一个整体，无数的
叶子在树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句话，请学生进行批注交流。一名学生的话格外令人动容：“家把
爸爸妈妈和我结为一个整体，可是，爸爸妈妈离婚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自己的位置。”看
着学生流下的泪水，孙老师躬身把这名男孩抱起，一边用纸巾拭去孩子的泪水，一边讲起了珍珠贝的
故事。只有经过困难与挫折，每个人的内心才能长出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可以说，在这样的课堂中，
我们可以听见心与心相互撞击的声音，这声音多么动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好教师，不只关注自己的教学任务与流程，还会真心关注课堂中每一
名学生的真实学习需求，并给予最真诚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说，教师只有把心带入课堂，才会成就
有温度、有深度的课堂。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9年 11月 20日第 9版） 
本期主编  齐国艳                                  

 
 

 

2019年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 

高中历史省级工作坊现场会在滕州一中东校举行 
11月 20日～21日上午，2019年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高

中历史省级工作坊现场会在滕州一中东校举行。山东省教科院高中历史教研

员王怀兴主任，枣庄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枣庄市教科院邓淇院长，滕州市教

育和体育局刘金山局长，滕州一中刘春雨校长出席会议。来自全省各地市的

专家学者、高中历史教师、历史教研员近 400名代表齐聚滕州一中东校，共

话新课改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改革。 

会议共分四项议程。首先是开幕式。枣庄市教科院邓淇院长致开幕词，

他介绍了我省学生选考历史的基本情况，他表示，在历史学科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的情况下，历史教学承载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使命，担负着实现“成人”与“成才”有机融合

的重要责任。本次会议通过专家引领、课堂实践、研讨质疑，将有力提升我省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及教研水平。

随后，滕州一中音乐老师准备的音乐文化展演为与会专家和老师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其次是李成顺专家报告会。济宁一中正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李成顺作了关于《新课程背景下历史考查的

若干思考》的报告，李成顺老师从新课程背景下的考试定位、合格考、等级考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分

析，解答了新课改下高中历史教师所面临的诸多困惑，为全省高中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 

第三是课例展评。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董延强和滕州一中教师马强分别执教《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

社会》和《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一课，滨州市邹平一中历史教研室主任、正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教育

部“国培计划”课程专家刘庆亮老师和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正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孟伟老师进行了点评。

他们认为，两位老师的课堂展示了高中历史学科的魅力，让历史课堂既有温度又有深度；展示了新课程改革下

高中历史教学的教材观、教师观和学生观，让历史课堂有情怀，有方法，有细节。 

第四是叶小兵专家报告会。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编委会

成员、首都师范大学叶小兵教授作了题为《统编高中历史必修教材的特点及使用建议》，叶小兵教授从四个方

面入手，明确了统编教材的教育功能，分析了统编历史必修教材的主要特点

和难点，指出了使用统编教材后教师应转变的教学观和教材观，为一线教师

提供了四点操作性极强的教材使用建议。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给高中历史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也

为高中历史教学明晰了思路，必将推动高中历史教师专业素养和高中历史课

堂教学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动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和高中历史核心素养

的深入落实。（朱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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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教育部“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研究”项目问卷调查工作部署会 
为深入了解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情

况，教育部教材局委托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开展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
材使用情况调研工作，我市为调研样本县，共抽取了 12 所小学、8 所初
中学校作为样本校参与调研。为确保调研工作的顺利开展，11月 15日
上午，我市召开了教育部“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研究”项目问卷调查
工作部署会。20 所样本校所在镇街学区（联区）业务主任、学校校长、
业务校长、教导主任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滕州市教体局副局长王延军主持。会上，滕州市教研室义务段朱邦伟主任传达安排了三
科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研究问卷调查工作，枣庄市教科院单波院长作重要讲话。最后，王延军局长对
问卷调查工作提出两点要求：一要确立人员，各负其责；二要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本次项目问卷调查工作部署会议的召开，确保了我市问卷调查工作的稳妥、有序、顺利的进行，
为下一步三科统编教材的合理使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张帅） 

市教研室初中部对滕州市竞技体育学校进行专项调研 
为进一步落实全市教学工作会议精神，规范教学常规管理，提升课程实施水平，滕州市教

研室初中部一行 9 人在朱邦伟、王立亭两位主任带领下于 11 月 14 日对滕州市竞技体育学校进
行了专题调研。 

整个调研活动分为四个环节：教研员随堂推门听课；然后进行全面、细致的常规业务检查；
下午与学科教师面对面评课交流；最后整体反馈。听课及座谈期间，调研组对学生和教师分别
进行了学情、教情和学校管理状况的问卷调查。集中反馈会议由教研室副主任朱邦伟同志主持，
共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由各学科教研员分学科梳理在听课及业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然后，教研室刘念殿老师和张帅老师分别反馈了教师和学生问卷中反映的问题；最后，王立亭
主任对滕州市竞技体育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检查情况进行整体反馈。 

本次专项调研总结了经验，梳理了问题，提出了符合市竞技体育学校实际情况的意见和建
议，促进了市竞技体育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稳步提升。（张帅） 

我市小学英语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 
为加强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打造滕州市新时代英语教育特色，11月 11～16日，小学英语骨干教师 70

余人参加了为期六天的杭州研修之旅。本次研修邀请到了国内外顶尖的专家来为我们授课,比如中国教育学会外

专委理事长龚亚夫教授、课标组专家鲁子问教授、牛津大学教师学院课程培训师 David Stevenson。我们有幸亲耳

聆听国内外各位专家学者的讲座, 现场观摩各位名师的示范课, 感受名校校园

文化。老师们万般珍惜这次机会，研修期间专心学习,虚心求教,认真完成了

各项学习任务。我们在各位专家、各位名师的帮助下,学习到了新的理念、方

法，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实现了整体认知的提升。“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

星”，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们将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努力

探索更加有效的教学模式,打造更加精彩高效的课堂，努力为滕州市小学英语

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怀揣梦想，心向阳光，我们一直在前行！ （谢清） 

   

 

1.三学段组织滕州市优秀课例展评活动 

2.义务段迎接枣庄市教科院关于新课堂达标推进情况专题调研活动 

3.义务段筹备综合素质监测活动 

4.高中筹备省高考模拟训练 

5.高中筹备高考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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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学年开学以来，界河中学认真贯彻落实全市教学工作会议精神，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切入点，着

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学生成绩有了很大进步。11 月 12 日下午，该校副校长赵忠安在全市初中教学管理调度会

上作了经验介绍，特刊发其发言稿，供大家参考学习。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界河中学  赵忠安 

一、抓好干部队伍，服务教师教育教学。 

学校班子成员始终坚守“领导就是服务”的理念，把“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为质量服务”作为自己

的第一要务。中层以上干部除承担自己的管理任务外，还兼职一定的教学任务或班主任工作，兼课的干部在教

学业务方面的量化与其他教师同等对待。实行领导干部分包级部，对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实行三年跟踪式管理，

做到有的放矢。领导干部还要在教学教研的同时深入教师办公室，给教师排忧解难，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二、抓牢教学教研，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开学初，我们根据市教研室工作精神，我校修订完善了《界河中学教学教研制度》、《教研组长职责》、

《备课组长职责》、《集体备课制度》等，对教学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整改。 

一是集体教研抓流程，落实资源共享。对于集体备课活动，我们要求必须坚持“四定”“六备”，钻透“五

点”，优化“两法”，精选“两题”，达到“五个统一”。每周一为我校的集体备课时间，实行主备人初备、

学科组集体研讨、课任教师个性化完善三级备课，按课型不同印制了新授课、复习课、讲评课等新的备课用纸，

要求教师要留下三级备课的痕迹，学校分包领导跟踪参与并检查备课流程，使集体备课与个性化使用落到实处。 

二是课堂观摩抓实效，做好示范引领。学校开展了“三课一评”活动，即：立好样板课，抓好常态课，上

好评价课。教导处每周一公示听课日程安排，要求分包领导和相关学科教师按时参加听、评课活动。评课时要

求少说成绩，多提不足，每人至少说出三条改进意见，并写出听课反思，通过听、讲、评、议的有机结合，强

化了教师参与的质量，提升了教师个人的业务水平。 

三是作业教学抓规范，辅助课堂教学。我校重新修改了各学科作业布置与检查实施方案，把各科的《助学》

作为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堂上能完成的绝不留到课下，能当堂批阅的绝不放到课后，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各类错误及时得到纠正。为督促教师作业批阅的规范及时，学校每周五下午进行一次作业检查，把

检查结果计入教师量化。 

三、抓实培训提高，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我校建立了《教师专业发展档案》，为每位教师量身制定了专业成长规划，为教师搭建平台，促进教师的

专业成长。学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传帮带”等形式，通过岗位培训、读书学习、专家讲座、青蓝工程等

有计划地对教师进行培训，以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我们开办了“班门论教”大讲堂，定期聘请专家来校传授教育理论，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引领教师正确

理解应该怎样当好一名老师。今年 7月我们派出 60多名教师赴外地学习，聆听专家报告，参与课堂观摩。 

学校还实施了“名师工程”、“青蓝工程”等，指定本学科的名师对青年教师结对帮扶，采取研讨备课、

跟班听课、指导授课等形式“手把手”地指导青年教师熟练掌握教学技巧。各教研组通过示范课、汇报课、研

讨课等形式，给他们提供学习和展示的舞台，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尽快成长。 

四、完善评价机制，激发教师教学热情 

学校对《界河中学教师教育教学实绩考核办法》等四个文件进行了修订，通过制度把教学质量的提升落实

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去。新修订的各项评价制度，是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主要方面直指“教

学质量提升”这个中心工作，从不同的角度重点评价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激励教师关注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

关注不同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新修订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师生的工作激情与学习热情，真正达到提高

教学质量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