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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案例作为教师教学的重要辅助工具，应做到及时更新。为适应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全面使用，特

对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进行建构，以真实性、典型性、多样性及时代性为案例选择标

准，以部编本初中语文48篇课外古诗词为文本基础，构建包括评述型和讨论型两大类典型教学案例及教

案、教学课件、微课视频、朗读音频等教学辅助资料在内的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为

广大教师进行教学实践提供可借鉴和使用的案例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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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tool of teacher’s teaching, the teaching case should be updated in a 
timely manner. In order to adapt to make up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comprehensive use, to make up the junior high school of Chinese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put for-
ward those ancient construction, with the examples of authenticity typicality diversity a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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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riteria, 48 article extracurricular department to make up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poems as the foundation of text, build include review and discuss two kinds of typical teaching 
case micro video lesson teaching courseware and teaching plans. The Ministry compiles the case 
database of extracurricular ancient poetry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including 
reading audio and other teaching auxiliary material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use case resources 
for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in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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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案例库建设是规范案例开发和案例教学的理论工具，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的实践平台。

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是结合教育部最新修正发布的《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及部编版

初中语文教材特色进行的归纳整理，不仅能够促进案例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还能帮助

学生完成高效自学。师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随时从案例库中提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料。部编本初中语文

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的每一篇课外古诗词案例大致包括案例发生的背景、案例主题、案例具体细节、

案例故事的结局、对案例的反思和评价五部分，同时每篇配备教案、教学课件、微课视频、朗读音频等

教学辅助资料，较大程度地体现着教学内容的内化更新。 

2. 案例类型 

2.1. 评述型教学案例 

评述型教学案例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再现课堂现实状况，另一部分是总结案例或者做评述性分析，

让学习者从中获得一些方法或者经验，这种案例比较适合初中新入职的语文教师使用，因为新入职的初

中语文教师关于课外古诗词教学的理论和实践还不丰富，通过借助这一类型的案例进行学习，恰好可以

达到学习的目的。帮助新入职的初中语文教师快速适应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的教学思路，掌握合

适的教学方法。诸如《给孩子一双腾飞的翅膀——<秋词>教学案例》[1]一文中，作者从案例背景、案例

描述反思与分析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对《秋词》的古诗教学进行阐述，能够给刚接触语文教学的新教

师起到引领教学实践，摸清教学思路的借鉴作用。 

2.2. 讨论型教学案例 

讨论型教学案例和评述型教学案例不同，它只有再现课堂现实状况这一部分，没有对案例的评述分

析与经验总结，主要由学习者进行研究学习，一般也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讨论型教学案例适用于熟悉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课外古诗词部分并且教学实践和经验都比较丰富的语文教师，因为这些教师已经具

备一定的诗歌教学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通过研究与讨论就可以从案例中汲取对课外古诗词教学有益的

经验。以《景语，情语，诗语——我的<约客>磨课历程》为例[2]，该文通篇围绕《约客》的不同教学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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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角度进行教学案例阐述，于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而言，在教学实践中可起到举一反三的启发效

果，帮助老教师形成更富有新意的教学思路。 
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案例库中的这两种类型的案例做出选择。 

3. 案例内容构成 

为了更好的适应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的学习要求，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主体部分是

诗歌教学案例，主要包含以下五大要素： 

3.1. 背景 

因为纳入案例库的诗歌教学案例真实的发生在教学实践中，所以在写作伊始，就需要向读者交代案

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情的起因。例如介绍一堂诗歌教学课，就需要向读者交代这堂诗歌教

学课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上课的教师是刚入职的新教师还是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是一堂临时

抽查的“家常课”还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公开课”。重点介绍案例中的特殊背景。 

3.2. 主题 

每一个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都有一个主题。也就是本篇教学案例想向学习者反映的

一个诗歌教学问题。有的教学案例是围绕如何恰当运用诵读法帮助学生领会诗句的深层含义而展开的，

有的则关注教师怎样启发学生的思维。 

3.3. 细节 

案例中的细节服务于主题。诗歌教学案例中的细节是对部分教学实践的放大，有针对性地向学习者

交代一定的内容，捕捉关键性的教学细节。比如介绍如何恰当运用诵读法帮助学生领会诗句的深层含义，

案例就会把学生怎么从对诗歌由“陌生”到“豁然开朗”的转变，特别是关键性细节交代清楚。细节是

最有利于学习者从中汲取诗歌教学经验的构成要素之一。 

3.4. 结果 

教学结果，也就是教学效果。和教学实录不同，教学案例不仅记录教学过程、思路，还关注教学的

效果，这种效果包括学生与老师的内心感受。读者在知道结果以后，将对整个教学过程有更深入的理解。 

3.5. 评析 

评析是指对教学过程及指导思想、利弊得失的分析。这种评析能够向读者揭示整个诗歌教学案例的

意义和价值，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理论角度切入，挖掘诗歌教学的规律，最终指导实践。 

4. 案例选择标准 

4.1. 真实性 

纳入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的案例必须是真实发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而不是某

一个人或者某一机构编造而来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学案例从实际教学中来再到实践活动中去，

发挥教学案例对教学活动的指导作用。细节描写是展现真实性的重要方法，因此，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

古诗词教学案例尤其重视对反映案例主题所要交代的特定内容的细节描写，真实的再现教学过程中的矛

盾冲突和师生的心理活动情况，而不是作者对人物行为的主观臆断，只有符合现实情况，案例才能引起

读者的共鸣，进而引发其思考，指导课外古诗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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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典型性 

一个好的诗歌教学案例必须包含一个典型的问题情境。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中的

每一个案例都包含若干教学疑难问题，它们发生于教学实践过程中，是教师“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事。 

4.3. 多样性 

学生是独立于教师的生命个体，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在真实课堂情境中，教师抛出一个

疑难问题，不同学生会给出不同回答，尤其是诗歌教学，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面对不同的看法，教

师需要对各种问题情境进行判断、选择与决定，现场组织教学语言，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完成既定的

教学目标。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将这些复杂的情境一一体现在文本中，从不同角度

反映教师在课外古诗词教学中的行为、情感和态度。各个案例既有值得学习之处也有值得一线教师反

思之处。 

4.4. 时代性 

被选入库的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应当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实践的需要，体现新课改

所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这三种学习方式。同时，被选中的教学案例都在紧紧围绕丰富学生语言积累、

发展学生语文思维、掌握语文学习方法展开，努力减少学生的“被灌输感”。 

5. 教学案例库的总体架构 

部编本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以六册教材共 48 篇课外古诗词的典型教学案例为内容，在团

队成员的搜集整合下，拟以应用方便的共享文件夹、微信公众号、网页等为载体，多渠道构建专业化的

学习平台，动态补充更新案例库内容，方便师生自主选择学习。 
 

 
Figure 1.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teaching case bank 
图 1. 教学案例库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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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作为案例库建构的根本，结合学科特点及应用实践，拟分为具体案例和辅助资料两个一级

子库，在此基础上，下设评述型教学案例、讨论型教学案例、教案、教学课件、微课视频、朗读音频等

六个二级子库，见图 1。 

6. 案例库应用潜力 

6.1. 指导教学 

案例教学法对课堂教学的参与人员即教师和学生产生的作用是最直接和显著的。具体来说，一方面，

实施案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教师教育观念的更新和角色的转化，而且可以促进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另

一方面，运用案例教学法能缩短教学情景与理论之间的距离，为学习者架构知识之间的桥梁，更好地培

养他们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分析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能力[3]。 

6.2. 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注重深耕母语文化，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增设课外古诗词部分就凸显了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此同时，考试也加大了对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考察，这都对语文教师的诗歌教学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课程改革以来运用案例库指导教学的方式被提出，对典型诗歌教学案例进行整

理从而形成案例库，再辅助诗歌教学则可以大大提升教学效率。因此研究部编本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

的建构，对帮助古诗词教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7. 结语 

案例可以直接、生动地反映教学的具体过程，因而其可操作性较强，相信教师在充分了解了部编本

初中语文课外古诗词教学案例库的案例选择、架构以及构建方式以后，将会更加信赖案例库教学方式，

最终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提高课外古诗词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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