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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之教”思想引领课堂结构变革
																			

严卫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摘  要：叶圣陶指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思想，对进行新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引领、提升作用，是夯实学生课程学习基础，增强学生语文学习活力的必要保证。基于这一理论，

对小学课堂教学进行结构变革，可以让学习真正发生，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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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要打造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消除学生被

动学习的依赖心理，达到“不教而教”的教学高度，教

师就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优化教学活动，创新教学设计，

始终把学生的内在需要放在重要地位，把儿童摆在课

堂学习的中央，最终促进教是为了不教目的的达成。

一、小学课堂中“教是为了不教”思想融

合的注意要点

为了提高小学教学活力与质量，顺利达成学科的

育人目标，教师要把“教是为了不教”思想作为指导，

还必须做好该思想的解读，找到该思想和课堂教学的

最佳融合方法。具体来说，教师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

问题：一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把儿童中心的

理念投入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在教学当中扮演好参

与、促进、指导、合作等角色。教师不仅要思考学生

要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还需要考虑学习对学生发展的

作用，时时刻刻把学生放在首位，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是教师要扭转知识传授者角色，课堂学习不是简单

的知识灌输，教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具体的学习方法。

教师的使命在于把方法与策略教给学生，并且在运用

方法学习的过程中，探索发现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小学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实践研究

（一）课前：创设情境，引导探究

预习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每次上课

前，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从学生身心出发，

布置符合相应的预习作业。同时，为了兼顾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求，预习作业还可以分层设计，让不同的学

生都能得到发展，享受学习的乐趣。

语文课堂，教师可以让学生采用五步预习法进行，

即标好拼音、初读课文、关注习题、熟读课文、提出

问题，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预习能力。同时，要引导他

们学会质疑、学会查字典、学会单元统观等习惯。实

践证明，充分有效的课前预习，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

有一次听《孔子游春》一课，当教师谈到有教无类、

万世师表时，随口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孔子的诞辰是

什么时候吗？”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教师一看，这

个问题可能有点偏，正准备公布答案时，一只小手偷

偷地冒了上来。教师示意让他回答，他摸了摸头说：“好

像是 9 月 28 日吧！据说，还有国家建议把这一天定为

教师节呢！”说得真好，语文教师带头鼓掌。教师为

了鼓励学生预习要兼顾拓展阅读，故意问道：“你是怎

么知道的呀？”那男生有点不好意思，“	《补充习题》上

有一篇相关的阅读理解，上面有全面的介绍，我在预

习的时候看到了。”

听了他的话，全班都为他竖起了大拇指。相信经

过这堂课，孩子们以后的预习会更仔细。数学课，教

师可以尝试让孩子做做小调查、解解课后习题等，找

到数学与生活的连接点，向生活借一杯羹，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英语课，教师可以借用丰富的学习资源，

让学生听一听、读一读、练一练，在听说读写中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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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设场景化的情境，进行前置性问题预设，

唤醒学生关于屋子的记忆，让学生思路从屋子结构功

能进入屋子情感和精神功能，避免学生思维偏差，又

使问题的引入做到自然适切。

三、组织多样化对话，深化探究体验

问题提出后，如何分析问题是关键。目前，问题

探究式阅读教学主要以师生问答为主要模态，不仅形

式单一化，而且也不适合小学生学情。这就需要我们

基于小学生认知特点和文本特质，组织多样化的对话，

引领学生在对话中进行探究，深化学生探究体验，从

而使探究活动始终具有动力支持。

围绕“你是一座（	 ）的老屋”核心问题，我们

不妨设计几个情景剧，分别是“老屋与小猫”“老屋与

老母鸡”“老屋与蜘蛛”。学生以小组探究学习的方式

进行，各小组揣摩故事情节、人物对话、造型艺术等。

在学生扮演的基础上，用“小猫”“老母鸡”“蜘蛛”

等角色，面对面地运用“你是一座（	 ）的老屋”进

行对话式陈述。在学生情境剧扮演的基础上，让学生

提炼一些核心词汇，例如：善良、仁爱、同情、体贴

等，从而形成探究结果，这是一座善良之屋、仁爱之屋、

同情之屋、体贴之屋。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为什么

总也倒不了”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老屋本身是美丽的，

世界也需要这样的屋子，给人以善良、仁爱、同情、体贴。

基于问题引领的探究式阅读教学，既要立足于文

本，又要不拘泥于文本，进行适度的延展，从而使文

本探究做到有收有放，使阅读教学从文本向生活延展，

将学生的探究式学习推向深入，引领阅读教学进阶。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延展性问题可以这样设计：

想一想，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老屋，你希望拥有

怎样的屋子。通过延展性问题探究，将学生的思维从

“老屋”向老屋寄予的精神和情感深入，让学生意识到

美好的精神品质是人们永恒的追求，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从而引领学生主动地成为像老屋一样的人，将文

本阅读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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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情境。

（二）课中：注重差异，合作推进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在教学中，教师要以课

程标准为纲，根据学生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注重

个体差异，引导学生进入具体的学习情境，让教学富

有层次性、阶段性的特点。此外，我校还结合学生的

课前预习，努力建立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平等

对话、合作推进的臻美课堂，并形成自己鲜明的特点：

语文学科，以统整学习、项目研究、整书阅读等多种

形式，擦亮“智趣”；数学学科，则以小小珠心算特

色班为主阵地，以多种形式的课题小组为抓手，让孩

子们在数学思维中探索与发现，享受学习的乐趣，凸

显“活学”；英语学科，将枯燥乏味的学习，用“我

是配音王”“课本剧我来演”“英语闯关我能行”等活动，

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呈现“乐学”……

（三）课后：精设练习，有效训练

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拓展和延伸，不仅

可以有效反映出课堂学习的质量，还可以对当堂学习

内容进行巩固与复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课

后作业安排上，我校提倡“精选题”“少做题”“会整合”，

这就要求教师要多做题、多研究，用教师的“题海战”，

来换取学生的“减负”与“高效”。此外，我们还倡导

将作业指向生活、链接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练习

与实践，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譬如，在学习数学课《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

算》后，除了完成书本上的指定习题后，教师可以让

学生回家用多种方法测算自己房间的大小。可以直接

量取长和宽，也可以先计算一块地砖或地板的面积，

再清点数量求得。这样的数学作业，与书本上单纯的

应用题相比，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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