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效效课课堂堂是是怎怎样样炼炼成成的的
道通实验学校“四步四悟”实现课堂效益最优化

培养学生的“自悟”
能力是新一轮课程改革
的要求，也是“三适教育”

（适合学生的教育、适合
社会的教育、适合未来的
教育）实施中课堂改革的
灵魂，这与“尊重学生的
主体性地位”是一致的。
章丘市道通实验学校在
本校各学科自主实验探
索的基础上，借鉴、吸收
各地经验做法，提出了

“四步四悟”高效课堂教
学模式，希望能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努力实
现学生的自悟，实现课堂
效益最优化。

综上所述，“四步四悟”教学模
式为:“自学醒悟”，促进学生自我觉
醒，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要善于目标
引领、问题启发；“探究领悟”，教师
巧妙引领，重在对方法规律的认识
和引导，要大胆放手，让学生自由争
辩，达成共识；交流感悟，让学生在
班内互动中深化认识、体会、感想；
建构彻悟，通过训练、总结，形成知
识网络。

“四步四悟”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的核心在于“悟”。它力求在多维互
动的教学过程中，达到认知过程和
情感体验过程的有机结合，激情、明
理、导行的相互促进，真正让学生在
课堂上领悟新知，形成学习能力。同
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认识提高
的快乐，道德向上的快乐，独立创造
的快乐，参与合作的快乐，从而使教
学过程在学生主动、积极的体验中，
生动、活泼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
学目标。

整堂课虽大体分为四步，但应
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浑然一体。同
时，学生每一步中都应任务明确，积
极参与。“四步四悟”高效课堂教学
模式要求教师讲的时间少了，对学
生学习指导多了；学生自主学习、交
流的时间多了；对教师的要求提高
了，要求教师课前准备要充分，课堂
设计要科学。同时在课堂上，教师要
随机应变，适时反馈评价，充分利用
学生学习中自我生成的思维火花，
巧妙引导。课堂上每一步的设置必
须服务于学生的学习、体验。每节课
根据实际可以适当调整每一步的教
学时间，时间可以自行控制。

章丘市道通实验学校通过创新
“四步四悟”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
学生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持续学
习能力，构建出富有特色的高效课
堂，让学生在自悟的过程中，不断感
悟，提升能力，全面提高了课堂教学
质量，创造了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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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对老师要求高了

让学生自主学习

自学先行，学前醒悟

醒悟是领会晓悟、觉醒明
白的意思。从教学而言就是通
过唤醒学生沉睡的主体意识，
从而使认识意识由模糊转向
清楚，进而在学习中有所发
现，有所思考，有所体悟，因此
醒悟是学习的前提。在课堂教
学之初，教师首先要做好启发，
让学生明确自学的方向，启发
学生进入思考状态；学生可以
提出问题，搞清楚哪些是已经
掌握的内容，哪些是通过下一
步学习需要解决的问题，让学
生围绕问题展开自学，通过对
问题的思考明晰学习内容，即
让学生从宏观角度了解学习内
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突出、
训练学生的“自我醒悟”能力。

1 .个体探究：任何形式的
学习都要建立在学生独立思
考的基础上，要注重学生的独
立思考，教师可以在讲授前对
学生提出适合个体探究的任
务，指导学生对自己已经懂的
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同时将
不太理解的内容记录下来，以
求解答。如在教授四年级数学

《三角形边的关系》时，教师在
课堂教学之初给学生提出自
我探究问题：“现有2根小棒，
一根长 5厘米，另一根长 3厘
米，再配一根多长的小棒就可
以围成三角形，有几种配法?
在纸上画出需要的长度的线
段，然后用2根小棒上去试一
试，围一围。”这个环节可以由
学生个体自我探究获得对知
识的初步认识，通过自我探
究，对问题有了初步认识，同
时也激发学习兴趣。

2.小组合作探究：在自学的
基础上，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
讨论，以“兵教兵”的方式互助互
学，自主探究。仍以《三角形边的
关系》为例，可以以小组为单位，
让学生用准备好的四组小棒来
摆一摆，看看那几组小棒能围成

三角形，哪些不能，它们之间有
什么不同并填写表格。要求学生
边摆边比较三边的大小并做好
记录，并试着归纳当围成三角形
时三边的关系。这种设计比个体
探究的设计难度要大，对于知识
点的归纳也上升了一个层次，体
现了小组分工合作、共同探讨的
特点。

通过以上方式，让学生在
教师教学之前掌握自己能够
认识的规律，教师则可以根据
学生的掌握情况，重点讲解学
生不会的难点，帮助学生归纳
知识要点，做到有的放矢，提
高课堂效率，为下一步“教师
引领，探究领悟”做好准备。

教师引领，探究领悟

领悟，就是教师引领学生
掌握课堂的重难点，也是学生
不能自主掌握的知识。这一环
节重在掌握学习内容的实质，
并掌握方法规律。教师要大胆
放手，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学习
空间，提出具体要求，指导学
习方法，鼓励学生小组合作学
习、自主探究，让学生在活动中
体验，在体验中领会。师生共同
探究，进行全班交流展示，教师
补充点评。比如在《三角形边的
关系》一课中，学生在“醒悟”阶
段无论是个体探究还是小组探
讨，所得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甚
至是错误的，这就需要教师引导
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发
现规律，发掘出本课的知识要
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鼓励
学生全员参与，要充分信任学
生，给予充分的时间，使其能够
自由争辩，取长补短，达成共识；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介入，
加强对学生学习方式方法的指
导，突出教师“领”的作用。通过
师生、生生多渠道交流，达成一
定学习目标。

班内互动，交流感悟

感悟是指人们对通过学
习而产生的感想与体会，是更
深层次的学习体验。只停留在
了“领悟”阶段，而尚未进入

“感悟”阶段的表现：充其量只
是记住了、了解了某些知识，
而从未有过“心有所动”、“心
有感触”,甚至很少有联想、想
象、回味、咀嚼这样的创造性
心理现象，更不用说将它表达
出来了。像这样学习，永远只
能在“必然王国”里打转，而无
法到达心领神会、陶醉其中、
左右逢源、举重若轻的“自由
王国”。实践证明，只有真正感
悟的东西，才是学生的真知
识、真能力，否则就是虚知识、
假能力。因此，在此阶段，我们
通过班内生生、师生的交流、
思维火花的碰撞，加深学习的
体验，升华思想认识，将学习
引向深入，获得本课的知识要
点，达成学习目标。

这个阶段，教师要注意艺
术性的启发和引导，使学生投
入到全班性的大讨论当中。学
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激活思维
的火花，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
撞，从而对前两个阶段没有解
决的学习难点有所感悟，豁然
开朗，并在讨论中真正将知识
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建构网络，清晰彻悟

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指
出：“充满了支离破碎、毫无联
系的知识的头脑，就像一个混
乱的储藏室，在那儿连主人自
己也找不到任何东西；只有体
系而没有知识的头脑，则像一
个小店铺，里面每一个盒子上
都贴着标签，然而盒子里却空
空如也。”因此教师在教学中，
一定要注意信息系统的构建，
形成认知结构，在此基础上将
新知识纳入其中，使认知结构
越来越完善、系统，最后形成
清晰的知识网络，从而真正将
知识学到手，达到彻悟。可以

通过以下三方面帮助学生构
建清晰的知识网络。

（一）是加强思维训练。首
先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分层
次设计训练内容。让学生巩固
新知。在强化训练中让学生在
认识上由模糊而清楚，由错误
而正确，达到举一反三，拓展
提升，形成能力。在训练的形
式上，要追求形式的多样化，
让学生有新鲜感，提高训练的
效果。在训练的内容上，要侧
重于知识方面的训练、方法方
面的训练和思维方面的训练，
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如
在学习《三角形边的关系》一
课后，我们设计了以下几个训
练题型：（1）任意三条线段都
能组成三角形，这种说法对不
对？（2）长为10、7、5、3的四跟
木条，选其中三根组成三角形
有几种选法。（3）姚明，篮球明
星，身高2 . 26米，腿长1 . 31米，
被称为“小巨人”。你能用今天
所学的知识说说姚明一步能
跨出两米多吗？他一步能跨出
三米多吗？三个题型都属于同
一知识点的训练，但是，在设
计上由浅入深，注重训练层
次，在形式上由单纯知识检测
到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在富
有新鲜感的训练中有效巩固
所学，提升能力。

（二）是要善于归纳总结。
一是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本节
课所学的知识，把前后学的知
识梳理成线，编织成网。二是
让学生反思本节课自己的表
现，取长补短，学生形成学习
能力。

（三）是进行“综合检测”，
对学生本节学习内容进行一
次全面考察，从而让学生彻底
明白课堂教学内容，明确自己
的掌握情况。

通过以上方法，关键让学
生在这个阶段达到一个“明”
字，对知识和自我的学习状态
彻底了然于胸，查缺补漏，达
到“彻悟”的层次。

骨干教师展示课

师生共度欢乐节

学校音乐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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