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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与“有为”

本报讯（芜湖  何苏农）今天是“国培计划（2017）——安徽省乡村教师

团队高级研修项目·淮北师范大学小学语文班影子学校”第二次研修的第二

天，同课异构、专家点评、专家讲座……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上午首先进行的是五上《地震中的父与子》的“同课异构”，分别是无为

县泉塘大有小学徐正翠老师和淮北市人民路学校庞婷婷老师执教。两位老师的

教学有许多相同之处：教学从质疑课题导入，通过梳理学生的问题，抓住主要

问题并以此组织教学过程；紧扣人物的语言、动作、外貌描写，体悟父亲对承

活动报道

同课异构



诺的坚守和对儿子深沉的爱；拓展都能联系“5·12汶川大地震”，接近学生

的生活，强化学生的体验，并练习说话、写话，落实“语用”目标。

不一样的精彩在于两位老师为了达成“抓住主要内容，体会作者通过人物

外貌、语言、动作的描写，表现父亲之爱”的教学目标，采用了相异的教学策

略。徐正翠老师根据人教版教材编写特点，从《第六组  单元导读》入手，直

接点明教学目标，并围绕这一教学目标进行教学，从文本的人物描写中体会父

亲的“了不起”，可谓“无为”的教师上了一节目标明确的“有为”之课。淮

北名师庞婷婷老师是从父亲的情感变化入手，在不同人的劝说时，从父亲的话

中领悟出父亲的急切、乞求、绝望的心情，体会父亲的信守承诺；从时间的流

逝中，品味父亲的坚持。特别是两次引读和复读“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和你

在一起！”把学生的情感推向高潮。看似没有突出人物描写，其实是庞老师以

情感体验为抓手，处处引领学生从人物的描写中体验情感，感悟伟大的父爱。

这样的“无为而教”， “润物无声”地落实“有为”的教学目标。

“同课异构”课堂教学观摩展示之后，便是学员点评和专家指导。

首先是两位执教老师作了简短的说课。接着，对两节课教学的得与失，学

员踊跃发言，从各自的不同的角度，畅谈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并进行了热烈的

研讨，让大家获得了新的启示。

最后，萧县教研室正高教师杨海棠老师，从叙事、写人的文体角度，对两

节课作了精彩的评述。在引导大家梳理了课标对这一文体教学要求之后，从识

字写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语言文字的迁移运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诊断性地评

点，对各个教学环节设计意图作了引领的分析。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

研讨和拓展



    

12月 5日下午，徐州铜山教研室特级教师张敬义在长城饭店会议室作

了《学语言，用语用》的专题报告。张老师从文体的界定，文体特点和教

学要旨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具体地阐述。并通过具体课例分析了“叙事写

人”类文体的教学要点，怎样确定教学策略（读课文、理结构、研细节、

赏语言）。最后用诗一样的语言和学员共勉：咬定读定不放松，立根只在思

维中，语文实践不间断，培养习惯益终生。

（撰稿人：无为县襄川中心小学  何苏农）

评徐正翠老师的《地震中的父与子》

1．徐老师整堂课思路清晰，各个环节衔接紧密，过渡自然。从单元导读入

手，让学生在上课之前就明确了本堂课乃至整个单元的目标。接着读题质疑，

学生提出的两个问题：这是怎样的地震？这是一对怎样的父子？接着很自然地

走进课文找答案。第二个问题不难回答——“了不起”。在讲解第一个问题时

就顺势出示了四张地震后的图片，帮助理解接下来出示的本课生字词。整个过

程一气呵成，自然流畅。

    2．徐老师紧紧抓住关键句“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这句话

来体会人物心理展现人物形象。抓关键字“挖”来体会并学习作者在遣词造句

上的匠心独运，请学生想象父亲还会有什么动作，为什么只用“挖”？既让学

评析一：

专家讲座



生通过想象体会父亲这 36小时的艰辛和坚定，又让学生感受到作者推敲斟酌用

词的精与准。

    3．拓展延伸中出示了我国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个感人事迹的照片，由母亲临

死前的短信引出让学生写文中的父亲可能对儿子说什么，设计巧妙合理，学生

在写的同时也在回忆思考文中父亲的形象，通过孩子们的笔写出父亲的心声，

真正做到读写结合。

评庞婷婷老师的《地震中的父与子》

1．庞老师的和徐老师的课堂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都从让学生质疑提问入

手；都抓住“了不起”来评价这对父子；都将“挖”字拿出来考究；都围绕关

键句“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都安排了一个任务：认真读 3-12

自然段，找到哪些语句写出了父亲的了不起。连拓展延伸里的内容安排都很类

似，都是联系汶川地震想象写父亲可能对儿子说的话••••••可能英雄所见略同

吧！两位老师的设计思路和环节安排非常相似。

    2．庞老师的生字词教学更加扎实有效，让学生自己说有什么不理解的词，

让学生自己说有什么理解词语的好办法，教给学生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三种方

法，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老师还范写了两个易错字。

    3．庞老师的评价用语及时有效且非常富于变化，对学生有很大的鼓励作

用，能充分调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整堂课学生的参与度。

    4．个人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

    （1）让学生自由读 3-12段找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父亲了不起的时候，是否

可以让学生圈画批注，写写自己的感受？既能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

习惯，也能让学生更全面地找到相关语句、更深刻感受人物形象。

    （2）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消防队员在劝阻父亲的时候，父亲心里可能是有

犹豫的，要不要继续挖下去？此处学生理解应该是有偏差的，如果父亲犹豫

了，就不会一直挖了 38个小时，爱子救子之心带着他站了起来坚定信念没有放

弃地一直挖，直到找到自己的孩子为止。而此处庞老师对学生的评价是：你有

自己独特的想法。对学生的评价应以鼓励为主，但是学生出现误解时应及时指

正。

    （3）让学生想象写父亲对儿子说的话时，配乐的声音太大，既打扰了学生

思考想象写作，又盖过了学生回答问题的声音。选择的旋律是比较活泼节奏是

比较欢快的音乐，似乎与当时创设的情景不符。

（撰稿人：无为县绣溪小学 毛敏）

《地震中的父与子》教学评析

今天是“国培计划（2017）——安徽省乡村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淮北师

范大学中小学语文班影子学校”培训研修的第二天，同课异构课题是人教版五

年级上册第 17课《地震中的父与子》。执教老师一位是无为泉塘大有小学的徐

正翠老师，另一位是淮北人民路学校的庞婷婷老师。两位年轻的老师共同为我

们大家带来了精彩的的课堂。

评析二



既然是同课异构，同在文本，题材，也要同在教学效果，达成的目标！不

同在于两位老师为达成教学目标，教学的思路，教学的切入点，教学的方法不

同。两位老师在教学中都是从课题中出发，让学生从课题中质疑，梳理出几个

问题，带着问题读文本。期中徐老师和庞老师还根据时间，地点等要素，教给

学生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两位老师都抓住文本体会这是一场怎样的地

震？在这场地震中，从父亲的语言、外貌、动作等体会这是一位怎样的父亲

（了不起）。两位老师都抓住怎样的父亲组织教学过程，但方法不同。徐正翠老

师很明确引导学生抓住父亲的语言描写，外貌描写，动作描写，让学生感受这

位父亲的了不起！庞婷婷老师却是紧扣父亲的那句平时对孩子的话——不论发

生什么，我总会和你在一起，来开展教学，层层推进让学生从文本中感受父亲

的了不起。庞老师在这部分教学时，对学生的朗读情感培养到位，可以逐步引

导朗读，也肯花时间进行学生情感朗读教学，从而真正的让学生从文本中感受

父亲的了不起。父亲在地震中的外貌、动作的描写，也是扣住父亲的话——不

论发生什么，我总跟你在一起。可以说两位老师为突出父亲的“了不起”，教学

方法中侧重不同，但是学生都可以感受到父亲的了不起！

有了情感的铺垫，两位老师都设置了写话环节：父亲想对儿子阿曼达说的

话。可以说孩子们写的话都很好的表现了他们对文本的体验和感悟。唯一遗憾

的是在学生读自己写话内容时，播放的音乐过大，全班的学生可能都不太听

清，这样的反馈效果就不是很好。在写话、读话时，音乐的运用可以省略，这

样前面情感的铺垫后，学生可以很安静的这话，过后也可以有感情的读话！

课堂教学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每节课都有收获就是一节完美的课例！

（撰稿人：无为县洪巷小学 王剑）

    紧张而充实的一天的培训结束了，看着大家的笑容满面，听着大家的欢声

笑语，分享着国培带来的正能量。今天，我们感动满满！收获满满！幸福满

满！

报送：教育部项目办、省教育厅项目办、 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校领导

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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