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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每听到《赢在中国》的主题歌，心中
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若说赢在奋斗不息的人生路上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这些每天行走于课
堂的教师，不也应该“贏在课堂”！
　　贏在课堂，怎么贏，才能让联结我们一生的课堂熠熠生辉呢？
　　自认为，赢在一个“熬”字。
经常上示范课或研究课的教师展示出来的精彩课堂，是一点点“熬”　出来的，这犹如广东的靓汤，
其醉人的味道是慢火一点一点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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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大夏书系·小学语文名师课堂》丛书之一，丛书从最切合教师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或以案
例，或以课堂实录的形式，展示名师课堂的方方面面，教师可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直接吸收
。
本书选取了40多个典型案例，通过同一个老师多次教学同一内容，或者不同的老师教学同一内容，来
展示什么样的教学是成功的，什么样的教学是失败的。
这对广大语文教师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丛书从最切合教师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或以案例，或以课堂实录的形式，展示名师课堂的方方面
面，教师可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直接吸收。
例如，《小学语文名师同课异教实录》精选了10篇课文的同课异教实录，20位名师的精彩课堂得到原
生态的呈现。
又如《小学语文名师作文课堂实际》荟萃了20位名师的20堂精彩作文课堂实录，精到的评析与反思帮
助我们把握名师作文教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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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体验——由《学画》的不同案例想到的／叶洁芸  未曾预约的精彩——相同的比喻句，不同的教法
／许玉珍  等待，让探究更精彩——《爬山虎的脚》教学片段与反思／李萍同课异教之异人异构  心灵
对话：让“人性”流淌——《我的战友邱少云》教学实践与反思／郑百苗  弃自由之弊扬依序之长—
—《泉水》教学片段的剖析与比较／肖俊宇  你与名师的差异在哪儿——从薛法根执教的《天鹅的故
事》谈起／熊苏芹时守礼  语文教学，要做好“加减运算”——《我和祖父的园子》两次常态教学的
研讨／周有利  学名师上课不是简单照抄——筒析“抄”课现象／钟发全  深度决定高度——两个《打
赌》教学案例的比较分析／林润生  张开想象的翅膀，一起飞——两节三年级活动习作指导课之比较
／方彬  走进文本，感悟文本——《中彩那天》教学案例与反思／刘学英  挖掘文本价值，不能偏离文
本主旨——《孔子游春》的教学反思／张忠艳  青蛙为什么天天坐在井里——课堂因动态生成而绚丽
多姿／孙永祥  跃出纸外，人乎其内——《小小的船》朗读方法指导比较谈／黄婵  一样教材，两种世
界——《燕子妈妈笑了》不同教法之比较／王亚敏  两种教法，两种境界——《富饶的西沙群岛》听
课一得／丁淑珍唐勇军  让学生拥有完整的阅读过程——《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的比较分析／
赵雪玉  同用贴画，效果不同——《咏华山》教学片段比较／吕伏安  如此“感悟”行吗？
——《丑小鸭》片段比较谈／孔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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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自主习作，表达真情实感　　挑选自己认为最能表达自己成功的内容，尝试写作。
教师巡视．进行现场指导。
　　教学策略：要学生乐于作文，就必须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
写什么事，怎么写这个事，让学生做主，　而不应由教师来决定。
学生习作的时候，正是个别化教学最好的时机．教师应该提高巡视效率，进行及时有效的现场个别指
导。
　　六、交流评价，评议修改　　1　自行选择伙伴进行修改，找出习作中值得学习的文句，用波浪
线画下来。
写出好在哪里或为什么好，写出自己的感受和启发。
　　教学策略：学生相互修改习作，是一个发现他人闪光点，　弥补自己不足，取长补短的过程，也
是一个作者与读者交流，及时反馈，共同提高的过程。
　　2　推荐习作全班交流，并陈述推荐的理由。
教师及时作点评，找出亮点，放大亮点，评价激励，使学生明白别人写得好的地方，以及为什么好。
引导学生借鉴他人的长处，重新修改自己的习作。
　　教学策略：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欣赏，要保证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快感。
可以欣赏自己的，也可以欣赏同学的；可以欣赏全文或比较出彩的一个段落，也可以欣赏一句话甚至
一个词语。
　　七、评选最佳，成功激励　　教师进一步评点，张扬写作个性，表扬有独特体验的亮点。
尽可能多表扬。
组织评选班级最佳（最佳小作家、最佳小先生、最佳小编辑⋯⋯）。
　　教学策略：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人在认识别人的品质时．也开始形成了对自己的评价能力．且只
有在他人的评价中，才能不断调整自我评价。
在作文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自评，而且要让学生互评。
开始时，学生往往不知道如何评价别人的习作，有时会在评议中引发争议和冲突。
教师应抓住每一个机会，引导学生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
　　反思　　一、真正落实新课程精神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
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
”在我们的作文课堂上，要指导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周围的世
界，然后将自己的观察、感受所得形诸语言文字。
只有这样，“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才能得以体现与落
实。
以上案例，用教学设计理念来代替教学目标，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精神。
　　二、力使学生快乐地习作　　新课程的作文教学应该树立生活的大作文观，努力做到生活作文化
，作文生活化，引导学生走进生活发现美，描绘生活展示美，创新生活创造美。
以上教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先说后写，积极激发学生的情趣，珍视学生的独特体验，巧妙地引导学
生交流生活体验，述说自己成功的事例，以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激励学生“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
心”。
这样，学生就能写自己的生活，写心里的话，写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
内容；就会把写作文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去想、去做；就能在生活中体验到写作的乐趣，在写作中体
验到生活的乐趣。
　　三、积极使学生习作活而有序　　新课程的作文教学的着力点放在开阔学生作文思路和启发学生
自由表达上。
要开阔学生的作文思路，要引导学生摆脱思维定式的束缚，要激活学生的求异思维。
教师的指导，应该帮助学生打开思维的通道，疏通思维的障碍，点拨思维的方向，使学生或按事情的
发展顺序写，或按时间变化的顺序写，或按感情体验的变化写，或按事物的性质类别写等等，从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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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写作技能。
以上教案，注意启发学生自由表达，让学生自主选择表达内容，写真话，说实话，抒真情。
如引导学生个性化命题，为学生营造了宽松的思维与写作环境，减轻了学生对作文的心理负担。
　　四、导悟使学生思维拓展　　“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
”“读写结合”是传统的作文教学积累的宝贵经验，但是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的“读写结合”的“读
”，可以是指导学生用眼睛读，还可以是指导学生用耳朵读，用手读，用心读，用鼻子读，用口来读
⋯⋯向古人学智慧，向今入学文笔。
学生多读，精读，作文时才会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我们应指导学生掌握读书方法，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
以上教案，设计了读中引思的教学环节，指导学生阅读自己搜集到的成功范文，体会别人的表达方法
，从而使学生做到读写结合，以读促写，导中读写，读中悟写，悟中练写，评后创新写。
　　五、评价过程凸现发展理念　　在习作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批改和讲评的指导作用。
要培养学生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
每次作文，总有一些学生写得较好。
教师可选择其中的佳作，让学生边读边听，尽情欣赏。
其次，让学生看中学改。
作文后尽可能地选择典型的作文，用投影显示，让学生边看边修改。
其三，让学生互批互改，取长补短。
传统的作文教学评价只注重习作结果的优劣，由于忽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忽视了学生在习作过程中
的态度和情感体验，所以不能以此对学生作出或优或劣的判定，因此，作文教学必须尊重学生的差异
性，在指导学生修改作文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该案例设计了二次作文，把预设与动态生成巧妙地统一起来。
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设计了多元评价体系，教师的导评、学生的互评、最佳的选评，是围绕“促进
学生的发展”这一主题宋展开的，这样的评价，能使每个学生都看到自己的进步，明确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以上案例注意“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使习作过程变成了
学生成功生活的体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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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言是教学设计的落脚点——由《精彩的马戏》一课多例看语文教学设计　　于细微处看理念—
—由三种出示课题的方法引起的思考　　诗意的文章呼唤诗意的课堂——《白鹭》案例诊断　　唤醒
文本的生命——《巨人的花园》两次教学对比　　心灵对话：让“人性”流淌——《我的战友邱少云
》教学实践与反思　　你与名师的差异在哪儿——从薛法根执教的《天鹅的故事》谈起　　语文教学
，要做好“加减运算”——《我和祖父的园子》两次常态教学的研讨　　学名师上课不是简单照抄—
—简析“抄”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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