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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生本课堂体现了以学定教、顺学而导的教

学理念。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教师要二次备

课，得当取舍，切点明确，提升课堂效率。

现在的课堂中，老师总是放心不下，生怕落

下一题，学生就掌握不好，导致课堂被学案牵着

鼻子走。眼前的困境是教师如何使用导学案，

如何取舍，在何时介入，怎样点拨才能提高课堂

效率？

在生本课堂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预习

情况，发现学生的不懂之处，混沌指出，及时介

入，顺势而导。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及时启发

和激发学生的思维，拓宽思维的广度，增进思维

的深度，锻造思维的轻度。因此，导学案的合理

使用，是教师的一种能力，得当取舍是一种机

智，有效地介入点拨是一门艺术；所以需要我们

遵循学情，准确判断；根据重难点，找准最佳时

机，果断取舍，有效介入点拨，方能“生”得有效，

“生”出精彩。

取在不懂处明确切点
吹尽黄沙始到金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学习生字词，利用好学案让学生根据学案有针

对性地预习，这是我们可以采取高效的两两对

学，保量又保质。可以请学生自行检测，也可以

根据学生预习时出现的错误，直接出示错题，对

症出击，及时点拨，且紧扣不放，穷追到底。因

为正是这样的取舍和明确的切入点，充分地调

动起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一

种紧张和深度开发的状态。

取在混沌处大胆介入
柳暗花明又一村

生本课堂，以“学为中心”，要求学生根据学

案进行预习。学生在预习时，对词句的理解会

模糊不清，这是正常现象，在没有老师的引领

下，学生独立自学，思维总会有混沌的时候。答

案模糊，不完整，看起来是危机，那只是表面的，

其实就是潜藏的机遇。学生的思维一旦出现了

混沌状态，其实也就告诉我们教师出现了一个

值得我们去把握的良机，一个需要教师适时介

入、点拨的时机。这个时候，只要我们敢于直面

这样的“艰难”，从容应对“艰难”，恰当地点拨，

就能使课堂上响起学生成长的回音。

介入点拨是一盏指明灯，在学生的思维受

阻时、似懂非懂时有效介入，引领学生在这些语

言精妙处驻足鉴赏；在学生混沌不清时，介入就

能打通学生思维，就能使学生的思维在临界点

上产生深刻的顿悟，发生质的飞跃。此时的介

入和点拨，犹如拨云见日，还会给我们一个“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景象。

取在定势处有效介入
识得庐山真面目

生本的课堂就是充分展示学生是学习和发

展的主体，生本的课堂就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

的规律和语文学习特点而展开的。由于学生社

会阅历、认知经验、思维发展的局限，我们在批

改学案时发现学生的认识难免表现出比较单

一、粗浅的特征，甚至出现定势的思维而钻牛角

尖。教师根据学情，进行二次备课，找到学生的

定势处——思维的“瓶颈”，找准介入点，有效介

入就是为了帮助学生突破这一“瓶颈”。

在学生出现思维定势时，抓住这个时机，做

好点拨的充足准备，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和层

次，介入引领，帮助学生搭建好思维的跳板，提

供思维的支架，拓宽思维的视角，从多个角度发

散思维，在广阔的空间尽情搜寻，不仅能突破

“瓶颈”，还能跳出窠臼，提升新的认识，识得庐

山真面目。

在以生为本的课堂中，一个智慧的教师总

能根据学情抓准要点，果断取舍，在学生不懂处

及时亮红牌介入，在混沌处大胆举黄牌介入，在

思维定势处果断有效介入，顺学而“导”，逐层深

入，或雪中送炭，或对症下药，或趁热打铁，自然

能“生”出别样精彩。

得当取舍及时介入“生”出精彩
——浅析导学案的使用

莲都区刘英小学 金欢欢

劳动课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学

生完成劳动作品后，不是将作品收好，而是纷纷

将作品扔进垃圾桶里。经过了解，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其一，唯分数论英雄，作品已经打过

分数了，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其二，作品没有

和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作品完成了，不知道有什

么用处，拿回家也是扔掉；其三，作品是老师要

他们做的，他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作品做得不

够好，扔了也不觉得可惜。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以下是笔者的

一些粗浅想法。

劳动教育的评价方法要生活化

劳动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才方面有其独特的优

势。但是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创新精神较

强，作品却缺乏使用价值。因此，我们对于他们

劳动作品的评价，不要过高关注作品的技术含

量，而应更多地去考虑作品的实用性，让劳动评

价趋于生活化，以促进学生健康、快乐地发展。

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方式

虽然现在我们进行了新课程的改革，可很

多教师在对学生的评价仍然是一个等级，看起

来比应试教育的百分制模糊，可实质上没有多

大变化。因此，我们对于劳动作品的评价，要更

多地去关注孩子在作品制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情感态度、合作能力、作品的实用价值等多个方

面。

改变“教师一言堂”的评价方式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学评价的主体是

教师，教师的评价就成了“唯一”，这种评价方

式，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影响

学生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学生完成了作品，

只是为博得教师的好评，老师评判后，作品自然

是没用处了，那就随意处置吧！

因此，教学中要改变“教师一言堂”评价学

生的状态，提倡多主体参与评价，建立以教师、

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充分调动学生

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潜能挖掘和主

动发展。

改变“唯结果独尊”的评价方式

劳动教育的评价应该是一种发展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教师只关注到了活动的最终结

果，不注重学生活动过程中的收获与成长，这样

往往容易有失公正，而且容易挫伤学生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

教师不仅要关注评价学生的作品，还要关

注学生制作的态度、参与程度、合作精神等多方

面，促使每个学生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

也关注到作品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使劳动评

价趋于生活化。

劳动课堂要改变脱离生活实际的教学

劳动课堂是学生实践的舞台，应立足于学

生的现实生活，将劳动与学生生活、学习及活动

联系起来，学以致用，让作品发挥实用的价值。

改变脱离生活的导入

有些老师的导入方式花里胡哨，只是为了

激发学生的兴趣，效果是达到了，可是制作的作

品不是从学生需要出发，而是因为老师的需

要。如：三年级学生学习纸绳这一主题时，让学

生去发现自己以及身边人身上纸绳的影子，帮

助拓展学生思维，让他们认识到纸绳的可用之

处，把学习内容同生活相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制

作的欲望，又充分体现了美源于生活，制作出有

个性、合适的纸绳作品，这样就能把纸绳用到生

活中。

改变脱离生活的设计

试问大家，哪个厂家如果不考虑产品的用

途，就生产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荒唐。同

样，课堂中，我们让孩子们完成作品，不是为了

做而做，也不是为了展示而做，完成作品的真正

目的是为了让作品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只有

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其创新的价值，与生

活实际结合起来，学以致用，不让作品闲置，让

其有实用价值，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生命力。

改变脱离生活的拓展

劳动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强的课程，

是需要学生学以致用的。学生劳动知识的获

得，劳动技能的形成，劳动习惯的养成，不是单

单在课堂上就能完成的，还需在实际的生活情

景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养成。拓展活动，可以

增加学生劳动教育实践的机会，发挥学生的创

造才智，又能开阔视野。因此，很多老师都会重

视拓展这一环节，但是这个延伸，不能只是过过

场，要考虑实效性。

我们应将劳动教育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学

以致用，我们的生活才会因劳动而精彩。

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建构劳动教育课堂生活化的策略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大洋路校区 蓝伙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