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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 “情智 "新课堂 ，走 向教学新 常态 
滕玉英 

【摘 要】学习知识需要溶入不同的情境之中，才能显示出知识的鲜活性、真实性、具 

体性和美感性。“情智课堂”强调的是情、理的交融，气、势的互补，师、生的情投意合。只有 

在理性知识、师生感情和课堂氛围的交融统一中，才能厘清新常态下教育教学的路径 ，学 

生才会感受到真、善、美，真正实现情智课堂师生情智共生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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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情感的艺术。是一种引导人智慧成 

长的艺术。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启迪智慧，点 

化生命。智慧是一种才能，更是一种人生觉悟．是一 

种开阔的胸怀和眼光。人需要智慧，就如同大地需要 

雨润一样。 

新常态教育需要我们投入 自己的“情”与“智”。 

马克思说：情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是人强 

烈地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列宁指出，没有人 

的情，就从来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黑格尔 

认为：情与智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因此，从哲学 

的视角来看．完整的人就体现于情与智的和谐统一。 

从教学的视角来看，教学的对象是人，这个“人”字， 

一 “撇”就是情，一“捺”就是智，人的生命性和完整性 

就体现于人的情和智。 

“情智”，是情与智的融合，情的生成总渗透智的 

发展，智的发展也伴随情的生成。情智，是有情有义， 

有知有智；是以情生情，以情促智；是因智生情，因情 

育智；是情与智的交融，情与智的共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初中“情智课堂”，就是创设适 

合初中学生乐学的课堂情境，激趣一设疑一引思一应 

用 。启迪师生情智共生的一种教育策略、教育行为、 

教育理念的总和。初中“情智课堂”，不仅仅关注人的 

智能、智慧的发展，还要关注人的情绪、情感经由教 

学而获得生成。是对原常态教学中“重智轻情、情智 

分离”的一种改善与超越。是一种值得不断深入研究 

的教育新常态。 

关注情的教学过程 ．就是教师从 自己对学科本质 

的理解．从内心对教学的情感累积和独特的感受出发 

去揭示和拓展智中情的意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倾注 

着情，滋养着情，陶冶着情，通过学习过程中情的体验 

获得智的发展。注重情的生成并不能轻视教学中智的 

发展，但这个智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教学中忽略人的 

情，那么教学就失去了其本质意涵。情与智的交融才具 

有实践价值，人的完整性才得到彰显。我们试图演绎 

“情智”新课堂，走向教学新常态。 
一

、以“学”论“教”，理念对接行为 

理念需要实践才有生命力。“以生为本、以学定 

教”真落地，教师就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弊端， 

做到目中有“人”(学生)，心中有“材”(教学内容)，手 

中有法(教学方法)，让现代教学理念对接我们的课 

堂教学行为。 

1．“一减少”：减少教师的无意义讲授 

无论课堂教学如何改革，“讲授”固有其独特价 

值，但总体来讲。课堂上我们教师讲得还是太多。教 

师对学生就是不放心，实际就暴露出“相信每个学生 

都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教育理念没有真正内化，就像 

学生考试后题目做错说自己粗心一样，也不是理由， 

粗心恰恰暴露出学生思维的片面性，肤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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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激情，不是纯粹声音响、讲得多。教有激情， 

要爱心投入。考虑教学对象学生的感受，一种教学方 

法不好时。讲三遍与讲一遍是一样的。教师要思考的 

是教学形式的改变，而不是重复。课堂上教师要控制 

自己讲授的时间．语言要精练不哕嗦，多给学生体验 

的时空 ．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 、能动性 ，让学生出 

场 、出彩 1 

2．“二增加”：增加学生参与学>--j的主动性；增加 

问题思维的深刻性 

情智课堂要解决“情”与“智”的问题，在倡导“教 

育无痕。学习留印”的新常态下，就要“增加学生参与 

学习的主动性；增加问题思维的深刻性”。“二增加” 

是相互关联的，这与教师设计问题有关系，问题越有 

思维含量，越能引发学生挑战求知心理，学生才可能 

进入真学习、在学习，而不是疑似学习或虚拟学习。 

学生主动参与了，学生亲身经历了，过程中定会点燃 

思维火花 ，启迪智慧。 

3．“三结合”：学生“自己学习、小组学习、全班交 

流”相 结合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体现在教师问题设 

计追问后的“自己学习、小组学习、全班交流”三结合 

中。当然，小组学习、全班学习形式中，学生个体自己 

学习也一定始终贯穿其中，才可能进行有效的小组 

学习、全班学习。学生自己先学，可以从书本中学习， 

从文本中学习。进行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还要突出 

做中学，实践中学习。让学生“书中学”“做中学”“交 

流分享中相互学”，学得主动，学得生动! 

“自己学习、小组学习、全班交流”一定都是在教 

师引导下有效进行的，要求教师用自己的智慧驾驭 

课堂，站在学科思想的高处，为学生铺路搭台，设置 

脚手架，把学生推到前台，主动参与学习攀登。 

二、实践反思 。积累专业功底 

实践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为思考 

对象，来对 自己所做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自 

我觉察水平来促进和提高专业技能的途径，是积累 

和发展自身专业功底的必要条件。 

1．听课议课 ，走进 同行的课堂，比照、反思 

有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们自己上 

课后 ，再走进同行榜样教师的课堂听课、观课、实践 

反思，会收到很好的自我比照、改进教学、突破自己 

教学瓶颈的功效。听课，不是带着任务式、领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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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去听。而是带着欣赏优点、发现不足、调整 自己 

的想法，进入现场听课，真正投入 自己的二次备课。 

带着欣赏的眼光，带着追问的意识，带着“若我来上， 

我怎么处理为好”，聚焦课堂，关注学生的课堂学习 

行为．思考教师的教学行为，是否真正能演绎“以生 

为本 。以学定教”的课堂理念。在听课现场 ，特别是 

“同课异构”，能帮助我们比较、纠正、理解，实现理念 

与行动的更好对接1 

2．上课录像，走进 自己的课堂，斟酌、反思 

自己的教学课堂是否真的在改进提升，教育教 

学实践是否合乎教育理论、遵循教育规律，是否科学 

有效．既需要别人的评价．也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 

有时别人说了建议，自己不能一时反应过来，利用现 

有微格教室，或媒体摄影，或 自己的智能手机 ，我们 

就可以记录自己的上课过程，实现走进自己的课堂， 

反观自己的教学行为。当自己愿意看自己的录像课 

时，就说明自己在否定与肯定之中前行，专业功底在 

积累提升，进而，使 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变得更有成 

效、更富有创见、更富有智慧。 

3．深度学习，走近大师的思想，琢磨、反思 

朱永新教授认为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通过三 

种模式来实现，即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共同体。 

教师专业发展的三方面。都是建立在反思性实践的 

基础上，相辅相成的。要让实践反思走向高地，必须 

深度学习，加强专业阅读、专业写作。 

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阅读帕尔默 

的《教学勇气》、洛克的《教育漫谈》、怀特海的《教育 

目的》、张楚廷的《教育哲学》、斯腾伯格的《思维教 

学》、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李醒民的《科学的文 

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 

阅读纸质文本，学习网络视频，聆听专家报告， 

品味名师课堂，通过深度学习教育理论、学科教育思 

想史、课程标准，拓宽了教育的眼界，提升着教育的 

境界，吸收着文化的滋养!认识到：教学的自我内部 

景观，必须把握三种重要通道——智能的、情感的和 

精神的，三者无一可以忽视。 

专业写作，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我们的教育 

生活、教育经验是由无数碎片组成的，如果这些碎片 

不及时记录，未经理性思考 ．只能停 留在 比较低的层 

面上不断重复。写作的背后就是反思、琢磨、提炼。要 

写得精彩，你必须做得精彩。走在“实践、反思、学习、 

研究、再实践”的路上，真正在过程中做出来、说出 



来、写下来 研出来，才会品味到教师职业的快乐与 

幸福! 

三、总结提升。走进情智课堂 

教学即研究，认真是需要的，认真是对学生负责 

的态度 ，若认真的方向不对，反而误人子弟，走向另 

一 个极端。认真、敬业不等于专业。专业是要讲究方 

向、方法、思想的。聚焦课堂教学，打磨课堂内功．总 

结提升我们的做法，从知识走向能力、从能力走向价 

值导向，走进情智课堂。 

1．创设真情景。情景创设是手段，目的为了引发 

问题思考，揭示其中概念内涵、本质规律。情景创设 

要“求真”。“真情景”是指“融入知识的简单情景”．情 

景不能喧宾夺主，花费很多时间：情景不能拖泥带 

水，击不中要害，讲不到点子上。“真情景”是指“符合 

学生认知水平的情景”。能根据学生最近发展区，结 

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达到温故而知新。要从 

“简单情景”中用“学生明白的话”揭示“学生不明白” 

的道理 。 

2．引出真问题。真问题是根据创设的情景引发 

出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对”或“错”， 

而是有思维含量的真问题。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 

杂、从具体到抽象、层层递进，环环扣紧，符合学生学 

习胃口的“问题链”，刺激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思 

考 ，激活学生的思想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水到渠成地得出“真结论”。 

3．进行真探究。在情景创设基础上。提出相应的 

真问题．引发学生真探究，真探究要体现探究的自主 

性、合作性、开放性，关注学生的参与度。真正提高学 

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真探究要处理好“自主与合作”的关系。真探究， 

探究的问题要追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实验探 

究要追问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想 

到这样做?每个问题提出后，都要留有学生 自主思考 

的时间．在学生自己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进行小组 

合作探究 ，全班交流，交换思路，分享思想，碰撞智 

慧，生成新知。而不能一给出问题就组织学生小组合 

作交流探究。 

真探究要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真探究要让学 

生有亲身体验，动手操作，同时边做边思考，既要动手 

又要动脑。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教师说学生做。 

真探究要处理好“指导与开放”的关系。真探究 

中少不了教师的指导，否则学生操作存在盲 目性。但 

教师指导不要框定，不要全包，要留有学生自主思考 

的空间，显示真探究的味道，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 

4．付出真感情。教师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要以 

真实、真理、真诚打动学生，以教师的人格魅力和学 

识魅力吸引学生，在学生认知的起点处打动学生，在 

不经意间让学生自信，于无声处给学生以力量，在平 

淡轻松中给学生以灵感。积极的情感氛围离不开教 

师的赏识性评价。但课堂即时评价不要刻意为表扬 

而表扬，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花样，赏识评价需要贴 

切、真实、简约1 

5．追求真智慧。教学中，如果某些地方能以媒体 

之长补教师口述之短，提高学生听课兴趣，那么就要 

在适当处使用媒体来支撑课堂教学。让课堂因媒体 

辅助而锦上添花，真正实现抽象问题具体化，枯燥问 

题趣味化 ，静止问题动态化，繁杂问题、难以言述的 

概念和理论变得直白化。切忌简单地用课件来展示 

教学流程，代替传统的板书生成和实验演示分析。充 

分利用智能化手段及时拍摄、利用微视频，暴露、讨 

论、纠错。在“过程”中学习。 

学生的理性水平有差异 。学生对学习意识认识 

和理解程度不同。有学生理性水平高，很懂得学好了 

后面有什么长进 ，学习很 自觉 ，对这样的学生采取 

“松散型”，不要太严 ，否则会反感 ；也有学生理性水 

平低，不盯着他不学，所以要采取“看管型”，盯紧点。 

教师要分析哪些学生该严哪些该松?哪些是冲动型 

哪些是沉思型?分别对待，避免使用一种方式教学， 

让更多学生学习“匹配”。 

针对学生听觉、视觉、动觉学习类型差异，我们 

在进行课堂教学实践研究中。还进行了多方位的课 

程资源开发，从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到服务于学生 

生活、学习兴趣小组的组建，走进科技馆，感受前沿 

科技的魅力，再到引导学生自主设计的小发明、小制 

作。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家庭资源，开展校外综合 

实践活动 。 

结语：学习知识需要溶入不同的情境之中．才能 

显示出知识的鲜活性、真实性、具体性和美感性。“情 

智课堂”强调的是情、理的交融，气、势的互补，师、生 

的情投意合。只有在理性知识、师生感情和课堂氛围 

的交融统一中．才能厘清新常态下教育教学的路径， 

学生才会感受到真、善、美，真正实现情智课堂师生 

情智共生共长，充满生命活力!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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