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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样的老师，真是孩子们的幸运。”看了山东电视台《超级语文
课》节目中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的教师赵昭讲的《月
光曲》一课，网友留言道。近日热播的《超级语文课》把浓缩的中小学课
堂搬上了荧屏，来自全国各地学校的老师们“赛课”的热情打动了很多观
众，也带来了对课堂提质增效的新思考。“双减”后的课堂孩子们如何“吃
得饱”？新课标颁布后的中小学课堂，能否真正通向核心素养？

立足学生主体，实践中提升素养
没有赘述和冗余，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打开文本的钥匙”。

深耕小学语文23载的“福建省语文学科带头人”何捷关注几个标点符号，
让学生更好读懂《田忌赛马》中的人物心理。“刘邦为何自称臣，又为何称
项羽为将军？”名字和称号，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刘从良老师
破解《鸿门宴》的密码。而南京市浦口区车站小学朱文洁老师则敏锐“捕
捉”到诸葛亮的笑声，大家才明白熟悉的《草船借箭》可以这样解读……

“课程设计充分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中国人民
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杜祥分析，“教师在吃透课标的基础上，以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为依托，设置了适当的情境和学习活动，发展了学生语言、思
维、审美等能力，最终上升到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胡春梅表示，语文课程培
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
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在《超级语文课》中有的课例侧重思维能
力，有的课例侧重审美创造，但在教学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
化自信都以语言运用为基础，并在学生个体语言经验发展过程中得以综
合发展与整体提升。”

思辨精巧细微，“出其不意”中收获真知
“《月光曲》选自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一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借助

语言文字展开想象，体会艺术之美’，这应该是本课学习的重点，也是难
点。一般来说，语文老师都在此下功夫，努力引导学生通过语言走进音
乐，然后从读到写，学会从音乐回到语言。”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语文教
师周其星回忆自己平时备课的过程。

“这节课上，老师另辟蹊径，围绕课文内容，补充相关史料，培养学生
审辨性思维力，符合新课程标准中提到的‘能根据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初步
判断信息真伪，感知情感倾向，形成自己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初步认识’。
这样的教学，对当下的语文教育，的确是极有益的补充。”周其星说。

胡春梅认为，语文教学内容的时代性体现在，教师教学充分吸收语
言、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关注现今时代语言生活的新发展；内容的典范性
是指教师能够精选文质兼美的作品，重视对学生思想感情的熏陶感染作
用。“《月光曲》这个教学课例，教师注重语文学习与艺术之美以及学生生
活的联系，其中对于‘虚构性’与‘真实性’教学的精彩片段，已将小说文
体教学的核心概念牢牢印刻在孩子们的脑海中。”

“不过，这堂课上，所有信息都是老师提供的，虽然信息丰富有利于
对事实作出相对全面的判断，然则信息提供的渠道还略显单一，也是一
种变相的控制，还是‘给’的课堂，而不是‘探’的学习现场。”周其星提出
了进一步改进课程的建议，“如果问题前置，学生在走进教室之前就已经
围绕‘真假’去研究，回到教室来讨论，是不是更有价值？”

精研教材、紧扣生活，才能打造出“超级课堂”
究竟什么是一堂“超级语文课”？答案在节目中“众说纷纭”。“鼓励、

鼓舞、调动、发问”，这是节目中每节课都坐在教室后方的“评课员”窦昕
眼中超级老师的标准，而和他一同评课的旅行博主房琪，则认为应当是

“打动人心的课堂”。
杜祥认为，课标是课程的生命线，也是教师开展教学的依据，要打造

一门“金课”，教师必须吃透教材，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设计学习场景和
学习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生成“经验”，这是“金课”的标志之一——
生成性课堂。

“一方面，欣赏上课老师的教学艺术，另一方面，也敬佩他们的勇
气。”周其星表示，“一节只有十几分钟的语文课，一班不很熟悉的学生，
一个陌生的舞台，这本身就构成了一次富有难度的挑战。聚光灯下的公
开课，既要在紧扣教材上出新意，又要让学生听得懂、学得到，也让专家
以及更多不在场的观众赏心悦目，必须要有可圈可点的设计和可以支撑
的亮点。而这，离不开研究教材，教师要用好教材、用对教材，就需要研
究教材。”

“记得《月光曲》课文后有道选做题：听一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展开联
想和想象，把想到的情景写下来。无论是将‘话’化为‘画’，还是将‘画’
化作‘话’，都是想象为桥，训练学生的想象力、感受力、表达力。”周其星
联想到了自己上课的情景，“我们班当时听的是《森林狂想曲》，因为有了
课文的引导训练，学生普遍都写得特别好，或许，这就是授之以渔吧。”

“例如，课例中为学校话剧社团《鸿门宴》出谋划策这一情境任务的
设置，推动了学生对课文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艺术手法、主题思想等诸
多内容的自主探究和深入理解。可见，教学实施也要从学生的生活实际
出发，通过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这样才能更好提升教学效果。”胡春梅
说。 记者 周世祥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这堂语文公开课缘何走红网络

如果说，
母爱是一轮火红的太阳，
我就是一株小草，
在太阳慈爱的眼神中生根发芽。

如果说，
母爱是春天的丝丝细雨，
我就是一棵小树，
在蒙蒙细雨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如果说，
母亲是一湾潺潺的溪水，
我就是一尾小鱼，
在汩汩溪流的怀抱里快乐舞蹈。

母爱，既不是轰轰烈烈，
母爱，也不是惊天动地，
母爱是生活中看得到的一些琐事，
母爱是平日里喋喋不休的声声唠叨，
母爱是平凡的往事，
母亲是伟大的奉献，
我爱我的母亲。

平凡的母爱
淮师附小山南校区 四（13）班 刘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