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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连燕纯

“黄金考点”“解题模板”等传统
“干货”，为何无法激发学生们的学习
热情？曾经参与过中考命题的教师李
铭（化名）在广东省珠海市第八中学
（以下简称“珠海八中”）任教时，遇到
了教学生涯新挑战。

李铭发现，很多“00后”学生成长
于信息时代，不再满足于“教师主讲
式”教学。他们渴望更具个性化、互动
性和趣味性的学习体验，以及能够激
发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课堂。

近年来，中考命题趋势也在发生变
化。今天的中考命题更注重考查知识
迁移和应用能力。李铭老师曾经的传
统教学方式，在当下不仅难以帮助学生
赢得中考，也难以帮他们提升发现、解
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这为珠海八中“疑思行”课堂改革
带来了新契机。近年来，学校精心设
计学历案，实施任务式、情境化和小组
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营造了课堂教
学新生态。

改革初探：“一研二研”集
思广益，“一课一得”聚焦重点

语文课堂上，学生们“穿越”到
北宋，分组撰写开办活字印刷店的

“商业计划书”。他们开展路演，争取
语文教师岳圆这位“天使投资人”的
青睐。

角色扮演点燃了学生们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他们从语文七年级下册
《活板》一文中寻找“第一手资料”，
了解活字印刷术所需的材料、人工成
本和制作步骤。他们在热烈讨论中逐
渐认识到，价格低廉的材料和熟练的
工人，是一家活字印刷店击败同行的
核心竞争力。他们争相设计可行性更
强、成本更低廉的创业方案。

学生在比拼中，不但深刻理解了
活字印刷的技术优势，提升了文化自
信，还提升了语言运用、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以教为主”曾是珠海八中一些教

师惯用的教学模式，有些课堂成为教
师的“独角戏”，而学生在课堂中应有
的主体地位被削弱。一些教师在课堂
中自问自答，抢占了学生深度思考的
空间。

担任珠海八中校长后，洪明利决
定让语文学科当好“先锋队”，率先打
破“以教为主”的传统课堂。其他学科
也纷纷组建名师引领的同伴互助式学
习共同体，深耕“一研二研”备课模式，
打磨好“以学为主”的学历案。

开学前的“一研”，包括教师个人
初备和集体研讨。第一轮重在“集思
广益”，备课组成员先根据分工独立备
课，撰写教学方案。随后，主备教师详
细介绍单元设计，其他成员集思广益，
提出问题，共同讨论，明确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以及突破策略。

第二轮“精雕细琢”则贯穿整个学
期，每周进行一次。教师在“一研”的
基础上，结合本班学情对教学方案进
行二次备课，共同探讨教学效果和学
生反馈，并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动态优
化调整教学设计。

“一研二研”备课模式让岳圆等年
轻教师快速成长。起初在做《活板》这
节课的教学设计时，岳老师想让学生
在一堂课中提升语言、思维、审美、文
化传承等语文素养。“一研”时，备课组
骨干教师就引导她，不能指望学生“一
口吃成胖子”，要明确每堂课的主要任
务，尽量让学生“一课一得”，而不要想

“一课多得”。
“二研”则是学科组骨干对年轻教

师教学设计的“精准诊疗”。一开始，
岳圆把自己在《活板》这堂课中的角
色，设定为教师。学校副校长、语文组
负责人黎天桂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
角色容易让学生出戏。经过探讨，岳
圆的身份最终设定为“天使投资人”，
引导学生们通过修改完善“商业计划
书”，一步步了解活字印刷术。

凭借精准把握教学主要任务等教
学能力，仅工作两年，青年教师岳圆就
在第三届南方六省初中语文“新课标”
背景下“整合教学”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中斩获特等奖。

层层递进：真实情境培养
真知，分层问题“量体裁衣”

长期以来，很多学生习惯于被动
学习，缺乏质疑和创新思维。有鉴于
此，洪明利将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提
高审辩性思维能力作为“疑思行”课堂
改革的重要目标。珠海八中在课堂教
学中注重创设真实情境，鼓励学生大
胆提问，激发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探
索。

“情境设计不能流于形式，必须围
绕课堂核心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
能力。同时情境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
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洪明利列举
了一道设置虚假情境的数学题。这道
题设定8支球队比赛，第一名积分为25
分。经常打球的洪明利对比赛积分标
准提出疑问：“赢一场是积3分还是2
分？8支球队按照什么样的赛制，才能
出现第一名积分25分的情况？”

为引导更多教师基于真实生活设
计真问题，珠海八中开展“推门听
课”活动。学校行政领导、名师骨干带
头参与，引导年轻教师大胆放手，为学
生创设敢于质疑、善于思考的课堂氛
围，不让学生陷入机械刷题的学习误
区。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不掉队，学校
要求教师基于学情、尊重差异，设计基
础性、诊断性和拓展性问题，力求80%
的学生掌握核心知识。

初三复习课前，数学教师杜玉梅
借助AI作业系统，精准掌握学生对一
次函数知识点的答题情况，设计出层
层递进的问题串。

层层递进的问题设置，像是一级
级台阶，引导着不同层次的学生拾级
而上，在思考和探索中不断突破自我。

持续升级：重塑师生教学
关系，减负增效自然而然

“在《行路难》这首诗中，李白为何
要用‘长风破浪’，而不用‘长风激浪’
呢？”语文教师王婷的问题激起学生们

热烈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罗炜韵等
学生逐渐意识到，“破”字更具力量感。

罗炜韵这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那‘激流勇进’中的‘激’，会不会比
‘破’更具力量感呢？”这个问题不在教
师预设的教学范围内，但教师没有慌
张，也没有打断罗炜韵的提问。教师将
这个问题作为推进学生们深度思考的
良机，鼓励他们分组讨论。很快，学生
们得出了结论：虽然“激”能形容水流的
湍急，但“破”是动词，体现出更强的画
面感，以及李白个人更强的情感。

“疑思行”课堂教学改革重塑了课
堂，更重塑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多
学生不再是被动接收知识的“容器”，
而逐渐成为主动探索、拥有批判性思
维的学习者。这样的课堂生动而有
趣，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让学生的
思维有了更广阔的锻炼空间。

为督促教师持续优化教学方法，
学校对教师开展课堂观察，将“学生参
与学习人数比例达90%以上”“达成学
习目标比例80%以上”两项指标，作为
评判教师课堂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同
时，学校用“学生‘疑思行’的时间是否
大于50%”这个指标，评价课堂是否真
正做到“以学生学习为主”。

推行“疑思行”课堂改革后，很
多教师会在课堂上带领学生们完成学
历案的习题，这让学生的作业负担大
为减轻。

珠海八中的练习册是教师们专门
设计的，内容系统且连贯，但题量不
大。在学校多学科的学历案中，包含
题量合理的练习题。这些题目都是学
校教师通过多个渠道，一道题一道题
精选而来的。部分题目是学校教师根
据学情自主设计的。作业注重进阶
性，分为基础性、诊断性、拓展性三个
层次。“如果老师是从校外给学生选教
辅资料，或者是从题库中给学生选试
题，由于相对轻松，老师就会感觉多多
益善，这样很多学生就会陷入‘题海
战术’等低效学习中。”洪明利要求
珠海八中各学科组用好学历案，做好
作业管理，尽量让学生从过重的作业
负担中脱身，拥抱深度学习。

告别机械“刷题”拥抱深度学习
——珠海八中实施“疑思行”课改纪实

卢永霞

“读思达”是福建师范大
学教授余文森提出的具有普适
性的教学法，它是指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经历阅读、思考、
表达的学习过程，实现对知识
的深加工，从而把知识转化、
内化为素养，是一种以学生学
习为本位的、让核心素养落地
的教学法。近两年，笔者在开
展整本书阅读实践研究中发
现，“读思达”教学法能有效
助力整本书阅读教学。在整本
书阅读中，“读”是指对语言
文字作品信息的输入；“思”
是指对阅读吸纳的信息进行加
工；“达”则是对加工后信息
的输出，包括口头表达、书面
表达、行为表达等，其最终目
标是使学生通过阅读提升素
养，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首先，“读思达”是返璞
归真的教学选择。

笔者在听课时看到：本来
很有意思的故事内容，被某些
教师烦琐的讲解和细碎的问题
弄得兴味索然；或者学生刚刚
启动阅读，教师就出示学习任
务、评价标准，让他们顿觉阅
读不再轻松。凡此种种用力过
猛、适得其反的做法，阻碍了
学生阅读兴趣的形成与维持，
妨碍了他们对语言文字作品的沉浸式
体验。

“读思达”则依据知识加工、转
化原理，从阅读行为最根本的三个活
动（阅读、思考、表达）出发，指向
以素养为导向的三方面关键能力（阅
读力、思考力、表达力）的培养，将
课堂教学简化为阅读、思考、表达三
个基本环节、步骤、流程，让学生通
过这三个环节相对完整的学习，实现
对知识的深加工。这是一条适用于整
本书阅读的教学路径，它让整本书阅
读教学变得简单，同时又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阅读品质。

其次，“读思达”是遵循规律的
学习路径。

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
认知发展理论，完整的认知过程包括
认知输入、认知加工、认知输出三个
环节。完整的阅读过程也包括阅读、
思考、表达三个环节。其中的“读”
对应认知的输入，“思”对应认知的

加工，“达”对应认知的输
出。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怀
特海将人的认知过程分为浪
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阶
段。与此相对应，“读思达”
的 学 习 过 程 也 遵 循 上 述 规
律。如在阅读环节，当学生
不带任何外在的目的，翻开
书本进入纯粹的阅读时，首
先对作品会有一个整体性的
直觉把握，这个沉浸式感知
的 初 读 阶 段 ， 就 “ 具 有 丰
富、惊奇和热爱的特性”；当
他们经历了浪漫阶段，体验
到纯粹而美好的阅读享受之
后，便需要对吸纳的信息进
行 深 入 思 考 ， 从 朦 胧 变 清
晰，由整体至细化，进而领
悟原理，获得具有迁移性的
认知和方法；最后，学生把
通 过 阅 读 和 思 考 获 得 的 知
识，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
口头或书面表达，与他人分
享与交流，或把所学知识用
于新的情境和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属
于自己的新的本能 （思考与
行动的程序）。可见，“读思
达”是符合认知科学规律的
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路径。

最后，“读思达”是落实
新课标的实践要求。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将
整本书阅读纳入课程体系，
不仅在“课程理念”中提倡

“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整本
书”，在“课程内容”中将“整本书
阅读”作为六个学习任务群之一，还
在“课标目标”中明确提出各学段整
本书阅读的具体要求。如何落实新课
标的要求呢？

仔细研读新课标，不难发现：无
论是整本书阅读的学段要求还是学
习内容，新课标都围绕“读思达”三方
面来表述。整本书阅读学段要求和
学习内容的第一句话都指向“读”的
内容，第二句话大多指向“思”的内
容，第三句话则指向“达”的内容。

从新课标的表述中，可以把握整
本书阅读教学的操作要义，即读、
思、达，这与新课标提出的语文实践
活动“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完全一致。由此可
见，“读思达”是落实新课标关于整
本书阅读的实践方法。

（作者系福建教育学院副教授、
语文研修部小学教研室主任）

﹃
读
思
达
﹄
助
力
整
本
书
阅
读
教
学

论道
课改一线

近年来，深圳市坪山区坚持“教
育大计，教师为本”，秉承“教师是立
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发展的第
一资源”理念，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聚英才、纳贤才，让优秀的人培
养更优秀的人，实施《坪山区青年教
师三年培养计划》，搭建多维平台助力
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深圳市坪山区中
山小学拥有平均年龄仅30岁的青年教
师队伍，学校建立健全教师发展平台
和培养机制，全力打造中山小学“名
师工程”。以名师、骨干教师为导师班
底，其他教师为学员，成立了14个名
师工作室，全员参与盘活整个教师队
伍。各名师工作室注重教研训一体
化，定期开展教学教研活动，紧紧围
绕减负提质、高效课堂、作业设计、
以研促教等内容进行研讨，通过名师
讲座、名师示范课、年轻教师汇报
课、同课异构、教学技能大比拼、课
例赏析等方式，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
提升，进而推动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短短几年内，中山小学成功构
建了一支师德卓越、专业技能精湛、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团队。其中，
省级名校长、市级和区级名教师等骨
干教师共43名，占学校教师总数的
42%。这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带
领着学校不断前行，为“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
了坚强支撑。

名师团队深耕教学，精研课堂，
落实“双减”政策要求，遵循新课标
精神，关注学生良好习性养成和感官
体验，遵循“环境创设、具身学习、
习与性成”教学理念，探索出以“习
性准备—习性助学—多维习得”为主
要环节，以“调动学生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意觉”为主要教
学策略的“三环六感”课堂教学模式。

主持人带领工作室成员深挖教
材，精心备课，巧妙设计教学环节，
围绕“三环六感”课堂教学模式，探
索减负提质、跨学科学习、项目式学
习等教学改革，呈现出一堂堂高水平
的品质“金课”。

“习性准备”是“三环六感”模
式的第一环，遵循“环境创设”理

念，指在课堂开始前，教师通过创
设明显可感知的、多感官参与的、
真实且多维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
感知并形成初步的学习框架，激发学
生的学习期待。

语文教师陈焯文教学《普罗米修
斯》时，关上门窗、拉上窗帘、将灯
熄灭，营造出黑暗的环境，进而向学
生提问“没有光明，是什么感受”，使
学生们理解光明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
性，让学生感受普罗米修斯“盗”取
火种这一举动的伟大意义。通过打
造感同身受的环境，使学生更容易
对普罗米修斯的人格进行认识。英
语教师李翠娥将艺术与语言学习相
结合，让学生仿佛置身于绘画展览
馆，与凡·高对话，与张大千品茗，
通过丰富的视觉材料和互动活动，为学
生的英语口语表达和跨文化理解作好铺
垫。体育教师李晓婷通过创设森林运
动会的情境，让学生在比赛中学习，
同时用丝带、铃铛刺激学生的视觉、
听觉与触觉，引导学生迅速参与到课
堂中，通过游戏情境的创设，很好地
完成了热身和新课的衔接。

“习性助学”是“三环六感”模式
的第二环，遵循“具身学习”理念，
运用“六感”教学策略，采用小组合
作等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多感

官协同作用，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
在实践中完成知识的内化，提升了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语文教师李媛教学《中国美食》
时，充分利用嗅觉刺激，将提前准备
好的自热火锅放在讲台上，香气四
溢，刺激学生在感官参与、真实体验
中高效学习。语文教师高淑琳教学
《自相矛盾》 时，通过范读、赛读、
模拟叫卖等听觉联动、触觉体验策
略，在学生朗读时点拨句意，培养
学生语感，引导学生体会古文意
境，并利用思维导图，让抽象的思
维可视化、具象化，使学生在合
作、探究中理解文本的内涵。数学
教师刘丽萍教学 《三角形的内角
和》 时 ， 引 领 学 生 运 用 量 、 撕 、
拼、补等多种验证方法，让数学定
理变得可视、可触、可听，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效果。英语教师廖泽娜教
学《Water》时，结合环保主题，运用
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等“六感”
策略促进学生理解水的形态特征，提
高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英语交流能
力。科学教师侯跃芳教学“电路”单
元时，引导学生通过探究实验，调动
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验证实
验结果，并进行分析总结，有效培养
了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教师黄德曦

在“小小一粒米”主题班会上，通过
组织学生亲身体验插秧播种等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粮食来之不易。
教师林洁清在“感受生命的神奇”主
题班会上，通过引导学生摸盲盒猜动
物、角色扮演，调动学生视觉、听
觉、触觉多种感官，让学生看见生命
的活力、听见生命的声音、触摸生命
的触感，提升学生对生命的认识，激
发学生对生命的热爱。

“多维习得”是“三环六感”模式
的第三环，遵循“习与性成”理念，
强调引导学生多维度地掌握和内化知
识。学生的习得不仅是学科知识和技
能的获得，还包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锻炼思维能力、形成有效的学习
策略、接受艺术的熏陶、增强文化自
信，以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教师在其中充当引导者
角色，引导学生在合作、探究、静思
等学习过程中以好习性促好学习、以
好学习养好习性。

语文教师王影教学《写读后感》
时，通过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学作
品，鼓励他们表达个人感悟，不仅提升
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也锻炼了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语文教师郑鸿雅教学
《“贝”的故事》时，通过讲述生动有
趣的故事，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习新字，同时增强了学生对汉字
文化的认识和兴趣。语文教师刘奈教
学《人之初》时，通过教授基础汉字，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识字能力，还融入了
道德教育，培养了学生的人文素养。语
文教师岳丽教学《火烧云》时，通过描
绘自然景象，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探
索欲，同时教授了相关语文知识，提升
了学生的文学素养。语文教师冯娟教学
《杨氏之子》时，从“扶”到“放”，既
为学生感悟杨氏子的聪慧搭建了平台，
也为学生的丰富想象插上了翅膀，还培
养了学生的良好品德。

跨学科教学通过融合不同学科的
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复杂
问题并提升他们的综合解决能力、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数学教师吴磊教
学《用字母表示数》时，巧妙地将数
学概念与音乐相结合，利用儿歌中重
复的歌词作为教学起点，逐步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字母在数学中代表数值的
概念。语文教师刘明艳教学 《肥皂
泡》时，融入做肥皂泡的科学实验，
让学生在享受文学魅力的同时，也沉
浸在科学的世界里，培养学生学习激
情。体育教师王修齐教学“篮球——
双手运球”时，将五言绝句与运球练
习相结合，并配上有节奏的音乐，让
学生在背诵古诗的同时锻炼运球的节

奏感，课后90%的学生初步掌握了双
手运球技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
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此
背景下，中山小学信息学科骨干教师
积极开展教学探索和课堂实践。信息
科技教师杨帆在教学时，利用美颜相
机引出人脸识别的奥秘，学生使用电
子设备进行小组探究，学习如何利用
信息技术进行面部识别，培养创新能
力。信息科技教师万芷君在教学时，
则通过设置与《西游记》相关的情境，
与学生进行人机交互，展示如何进行模
型的训练，带领学生参观“神经网络”
工厂，书写“别具一格”的项目书，将
人脸识别应用于现实，妙趣横生。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教书
育人使命，是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中山小学
教师团队将“专业、良知”贯穿教师
课堂教学、教育科研等各环节，研究
形成小学习性教育育人体系，习性教
育课题“习与性成：小学习性教育育
人体系构建与实践”获得国家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是深圳市20年来教学改
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山小学教师团队通过建立教育
基地、共同体学校等方式，将优秀的
教育模式和经验辐射全区乃至全国：
现已建立了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等6个
习性教育基地，并在200余所共同体
学校推广应用，受益师生达20万人
次；接待来自云南、四川、甘肃、上
海等省份的200余支考察团来访交流
与跟岗研修，先后赴贵州省黔西市、
江苏省南京市、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等
地开展送教送培活动近100场次，充
分发挥深圳市坪山区品质课程及习性
教育教学理念辐射带动作用，助力当
地教育高质量发展。

未来，中山小学教师团队将继续
坚持习性教育理念，优化教学实践，
应用数字技术赋能课堂教学，大力弘
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质量教师队
伍，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努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陈剑芬 张彬 岳丽 刘馨馨）

深圳市坪山区中山小学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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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刘明艳在上语文跨学科教学示范课教师万芷君在上信息科技教学示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