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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效 从 简 约 开 始
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 詹传华

摘要：高效的课堂不是看“面”上的

“轰轰烈烈”，而要追求“里”上的“实实在

在”。只有建立在简约基础上的课堂才能

让课堂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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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学生获取知识

的主渠道。高效课堂是每位教师孜孜追求

的目标，高效课堂是追求高效益、低成本

的课堂。然而在现实课堂中追求面上的温

度、形上的复杂度蔚蓝成风，看似很“枝繁

叶茂”，其实“空洞无物”，预设多、生成少，

课堂杂乱、冗繁、肤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

纳说过：“任何学科的内容都可以用更为

经济、富有活力的简约方式表达出来，从

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可见，高效课堂应

从简约开始。
那么，高效课堂应如何做到简约呢？

一、学情了解要有底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情是教学的依

据。没有充分的学情了解，教学的生成只

能是美丽的空中楼阁，高效更是无从谈

起。因此，深度分析学情，做到心中有底、
有数，课堂教学才能有的放矢、脉络清晰。
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提出：“学生的发

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

平；另一种是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

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
把握好“最近发展区”可以很好促进教学

效率的提高，而正确认识学生的现有水平

是到达“最近发展区”的前提和基石，也是

教学得以实施的依据。教学只有建立在学

生的现有水平区 （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
性格特征、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实验水

平、认知能力等）上的教学，教学才能成为

“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高效教学才能成

为“可能”，简约才有了“根本”。
二、教学目标要明确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依

据，也是教学达成的归宿。好的教学目标

应该紧扣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学情等因

素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和设计，让学生“跳

得起，够得着”，增强学习欲望，挖掘学习

潜能，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同时，教学目标

更要明确、具体、简约，不能含混笼统，模

糊教学方向，造成教学目标难以达成，课

堂成效将大打折扣。如《楞次定律》的教学

设计中的过程与方法目标设计：培养学生

总结、概括、抽象思维的能力，这一目标就

显得空洞笼统，可以将此目标设计得更明

确，如：通过实验体验，引导学生分析现

象，寻找现象共性，归纳内在规律，培养学

生的总结概括和思维能力。
三、教学主线要清晰

简约的必然是清晰的、科学的，教学

主线清晰与否也是高效课堂的关键所在

和重要标志。清晰的教学主线会给人清晰

的教学轮廓，让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能

够给学生提供清晰的学习线路。张希龙老

师在《基于教学主线设计的安全评析》一

文中指出，教学主线设计有四种类型：一

是以知识为主线的教学设计；二是以物理

学史为主线的教学设计；三是以活动为主

线的教学设计；四是以方法主线的教学设

计。教学主线设计形式灵活多样，教师要

牢牢抓住“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着眼

两字“高效”，要以课标、学情、教材内容为

依据，合理选择，高效地促进课堂生成和

学生的成展。如张希龙老师在初中的串并

联电路一节中，就设计了如下的教学主

线，整节课就显得脉络清晰。

四、教学结构要新颖

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成效。好的

教学结构对教学成效可以起到意想不到

的效果。海口市实验中学的杜和蔓老师在

《牛顿第一定律》中的设计架构就独辟蹊

径，打破了传统教学的顺序，她深入研究

了学生已经看过的高中牛顿第一定律的

内容，并觉得高中的牛顿第一定律与初中

的牛顿第一定律并没有“两样”这一内在

心理认识。基于这样的学情分析，杜老师

索性从引入新课开始就提出了让学生比

较初高中牛顿第一定律的表述上异同点，

让学生体会高中表述的深度和意义，接着

就 提 出 问 题 ：“那 么 有 关 力 和 运 动 之

间———牛顿第一定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呢？历史上曾有哪些人物提出对这个关系

比较有影响力的看法？”当学生回答完之

后，老师引导学生分析两位历史人物的观

点。之后，杜老师又带领学生：“让我们随

着伽利略一块回到 17 世纪，看一看当时

他是如何反驳亚里士多德的，现在我们在

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是当时的伽利略，

那你是通过哪些现象、哪些事实发现亚里

士多德的观点有问题、有错误的？并请举

例说明。”一个小小的结构改变，将本是乏

味的课堂变成了探究之旅，让学生兴趣盎

然地“经历”了科学家曾经“经历”的探索

历程，从而提高了课堂成效。
五、教学方法要科学

科学的必然是简约的。高效的课堂离

不开科学的教学方法的支撑，没有科学的

教学方法，高效同样成为“水中花”“镜中

月”。运动过程分析是高中物理教学的重

难点，掌握运动过程分析方法是学好高中

物理的基石，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老师就

题论题，做一题无法会一类，究其原因在

于教的方法不科学，不简约，无法抓住根

本、抓住内在的东西。运动过程分析其实

就是力与运动的关系，只有牢牢抓住：

F圳a圳v 即力、加速度、速度三者之间的

关系，运动过程分析其实就是物体速度

（包括方向和大小）变化的分析，而速度的

变化情况取决于加速度，最终来自于力。
因此，从正向分析就存在力的分析法，从

逆向分析就存在现象分析法，掌握这两种

方法，学生分析运动过程就有了清晰的路

线图。
六、教学评价要精致

教学评价是对课堂教学行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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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

促进学生成长和教师发展具有不可或缺

的作用，同时也是形成高效课堂的“催化

剂”和“推进器”，对课堂教学具有很强的

导向和激励功能。教学评价的运用贵在让

听者心悟，起到“一语惊起梦中人”“听君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作用。科学的教学

评价就要追求评价的简约，避免冗长繁

杂。但简约而不简单，精致而不随意。教学

评价包括教的评价和学的评价，两者的评

价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
当然，简约的课堂，不仅是学情了

解、教学目标、教学主线、教学结构、教学

方法、教学评价上的简约，还包括了简练

的教学语言、精致的教学练习、简易的教

学手段、适当的媒介应用等。简约不是简

单的删减，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铅华洗

却见本色”的浓缩，是“三言两语是精华，

一枝一叶总关情”。课堂的高效理应从简

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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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学习节奏的主体，学生提前预习学科

知识，以及锦上添花的优秀学案，都为翻

转课堂搭建了通往知识大门的桥梁。想

要把生硬的文字内化为学生的知识，提

高学生的素质，必须研究学案的设计、学
案的使用、学案的落实情况。把重心放在

学案的设计上，对学案的严、细、实都要

一抓再抓，只有做到了精选、精编、精炼

才能为翻转课堂添彩，提高翻转课堂的

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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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2017 年度一般课题《翻转课堂在生物

探究性实验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课题编

号〔2017〕-JKGHYB-087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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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效果

许多研究和事实表明，有效的教学过

程不能排除游戏的“必然”和“自然”成分。
游戏，像实验、练习和考试一样，是一种教

学的方法或技术媒介。教学游戏是一种非

常实用的教学手段，教学游戏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游戏的作用

1 . 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

问题。
加强学生所学知识，增强学生之间团结

合作的感情和精神，更重要的是锻炼学生的

实践能力，使学生认识到只有经过实践检验

的实验项目才是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
2.对生物多样性和特异性的认识，以

及对基因重组作为生物变异主要来源的

认识，为知识的灵活应用奠定了基础。
二、游戏教学实例

1 .基因自由组合的规律。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欣赏等位基因

的分离，非同源染色体上非等位基因的自

由组合，我使用人类 10 对单基因控制的

性状：耳垂和无耳垂；卷舌与不能卷舌；拇

指可以向后弯曲与不能向后弯曲；食指比

无名指长与比无名指短；左右手嵌入时，

右拇指在上方与左拇指在上方；双眼皮和

单眼皮；有酒窝而无酒窝；脚正常与脚扁

平；色觉正常与色盲；白化病和正常皮肤

等。在课堂上，运用不同的特质组合，要求

具有相应特质的学生起立或坐下。若有耳

垂的人站著、无耳垂之人坐下，能摇舌头

的人仍站著、不能摇舌头的人仍站著...等
等。最后，在 50 人的班级中，当第七和第

八对相对性状被测试时，只有一个人站

着，表明了班上学生的独特性。使用不同

的特质组合，最后剩下的人是另一个人，

这也显示了他在班上的独特性。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学生们了解了人类的一些单一

基因特征，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以极大的

兴趣参与了学习的研究。然后，我和他们

一起计算了 10 个基因性状的自由组合有

210=1024 种。学生们逐渐明白了为什么

不同性格的组合是不同的人。

2.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
起初只是要求将打乱顺序的有丝分

裂各个时期的细胞进行排序，这样的设计

可以考查学生对细胞有丝分裂各个时期

特点的掌握程度；之后增加对细胞中染色

体、染色单体和 DNA分子的数目变化这一

重点内容，在游戏的过程中，这对学生具

有足够的挑战性。在游戏设计过程中也不

应该将太多的知识点包含进来，因为这样

将会使游戏的难度过大。
三、游戏效果

经验是个人从实践开始，然后获得认

可，形成情感，最后产生感情的过程。在课

堂上引导学生进行游戏体验，能够使教学

快速有效，让教育充满活力。学生在游戏

中不仅可以获得快乐，还可以学到很多知

识。然而，在课堂上也要注意不要让学生

只对游戏感兴趣，要找到正确的切入点，

精心设计游戏。游戏必须对学生提出一定

的要求，激发学生思考，使学生能够愉快

地学习知识，有意识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

游戏与高中生物教学
江西省上犹县上犹中学 陈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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