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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为语文教学带来了契机。在新的教育形势下，每位语文教师都应主动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努

力提升个人专业水平，将构建高效教学环境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施同课异构模式，鼓励教师深入研究

教材，优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能，塑造独特的教学风格，从而促进教师在专业领域的成长。本文以
小学课文《与众不同的麻雀》为例，旨在深入探讨语文教学中的“同课异构”现象，着重分析其中的“同”

与“异”及相互关系，并基于语文课程和教学的独特性，专注研究不同教师在应对相同课文时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组织等问题。通过对小学语文“同课异构”教学案例的深入研究，旨在为教育实践提供有

关教师观念的转变以及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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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as brought an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new educa-
tional situation, every Chinese teacher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ept,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personal professional level, and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teaching environment as the primary task.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me 
class heterogeneous model,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deeply stud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p-
timize the teaching desig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hape the unique teach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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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eachers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In this paper,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xt “An Uncommon Sparrow”, for examp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teaching of “with-
in-class heterogeneity” phenomenon,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nd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based on the uniqueness of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focus 
on different teachers in dealing with the same tex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content organ-
ization.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teaching case of “within-class heterogeneity”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it aims to provide the change of teachers’ concept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class-
room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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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课异构教学探讨模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思维形成具有强烈的影响，凸显了教师在教学中的独特个性，

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启发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大胆尝试不同的教学模

式，进一步使同课异构活动呈现出多样性的“百花齐放”局面[1]。“同课异构”即基于同课，即针对同

一篇课文，异在构思，即教师个人展开独特构想。教师基于自身的个性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设计，赋

予教学以个性，众多教师展示同一门课，必然会予以启迪和灵感。从同课异构课三位教师(分别为教师 A、

教师 B、教师 C)的不同课堂入手，分析其中的亮点和不足，探索小学语文课堂的有效策略，从而为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奠定基础。 

2. 同课异构的教学案例 

教学内容 

同课异构课的教学内容是长春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十一板块第二

篇课文——《与众不同的麻雀》，其版块主题是“与众不同”。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多角度思考问题，深

刻领悟“与众不同”的创新观念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本文选取一则童话故事，描述一只小麻雀因站姿与

众不同而受到同伴的批评，然而该麻雀坚持独特的立场。随着情节发展，它首次察觉到大花猫的存在，

及时发出警报，从而挽救了同伴们的生命。该故事旨在强调追求创新与规遵平衡的重要性，揭示了因与

众不同而产生新途径、取得独特成果的可能性。本文选择三位老师的公开课为研究资源，对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的处理及其教学风格进行整理，得到教学方面的启示。 

3. 课例的呈现与分析 

3.1. 教学目标同中有“异” 

不同之处： 
【课例一、二】 

1) 学习用多种方法学会本节课的 8个生词“妨”“碍”“谴”“责”“毫”“继”“续”“刮”，正确书写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5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小慧，苏静 
 

 

DOI: 10.12677/ae.2023.13121551 10042 教育进展 
 

范 6 个生词“群”“责”“丝”“刮”“悄”“救”，了解汉字书写规律。 

2) 学会用结合上下文和联系生活实际等方法了解“与众不同”“七嘴八舌”“一致谴责”“没有妨碍”等词语

的意思。 

【课例三】 

1) 学习用多种方法学会本节课的 8个生词“妨”“碍”“谴”“责”“毫”“继”“续”“刮”，正确书写规

范 6 个生词“群”“责”“丝”“刮”“悄”“救”，了解汉字书写规律。 

2) 能够在课文中找到词语“与众不同”“七嘴八舌”“一致谴责”“没有妨碍”等，并对上下文进行复述。 

相同之处：1) 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体会问号和感叹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借助插图展开

想象，读好对话。 
2)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对文中一群麻雀和与众不同的小麻雀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以及在整组课文

的阅读中对“与众不同”这一板块主题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三位老师的教学目标中都提到基本的知识与技能目标，认识书写本节课的生词，学习词语的含义，了

解汉字书写规律。而 C 老师的教学目标只提到了找到重点词语并复述情节，对于词语本身的释义未涉及。 
在对课文内容整体把握部分，A 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不同的是提出了初步体会问号和感叹号所表达

的不同语气，借助插图展开想象，读好对话。三位老师都引导学生体会与众不同，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

下，保持自己的个性。在面对与众不同的人时，应该尊重和理解。 
综合来看，三位老师制定的教学目标同中有异，相同的是基础性的目标和人文性的目标，都通过对

课文朗读这一过程落实。这几项目标都涉及语文教育教学中学法的要求。但侧重点不尽相同，因此，“同

课异构”可以体现在教学目标的相同方面，也可以突出教学重点的不同方面，教师的不同见地确立了不

一样的课堂教学架构，给孩子们展示了风格各异的课堂。 

3.2. 教学内容的处理方式不同 

教材内容相同，变化的是教师的思维判断、情感认知和处理方法。在《与众不同的麻雀》中，三位

老师在教学内容的处理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 
【课例一】 

师：我们看看这个字，谁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记住它？ 

生：就是女字旁加一个“方”。 

师：对，女字旁加一个“方”，就念“妨”。“加一加”是我们识记生字的好方法。 

(生跟读两遍) 

师：我们看看这个字，读。 

生：碍。 

师：“碍”和我们学过的一个字很像。 

生：“得”字。 

师：请仔细观察，这两字有什么不同呢？ 

生：偏旁不同。“碍”是石字旁，“得”是双人旁。 

师：我们看看这个“碍”字。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遇到了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去路。大石头多碍事呀！所以

这个“碍”字就用石字旁。 

(生跟读) 

师：它们两个放在一起还可以组成一个词，一起读，妨碍。(生跟读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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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看一看，这一句是不是带了感叹号？所以要读出感叹的语气。跟老师读。 

(生跟读) 

师：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指责，小麻雀说自己没有妨碍大家。读，没有妨碍。 

生：没有妨碍。 

【课例二】 

师：你们曾经做过妨碍别人的事么？ 

师(低头问第一桌男生)：你坐在外面，里面的同桌想出去，你偏不让开，这样你就？ 

生：那样我就妨碍她出去了。 

师：你做过这样的事么？ 

生：没有。 

师：妨碍别人可不好，咱们班同学都没做过妨碍别人的事，真是好孩子！ 

【课例三】 

师：生字的读音，你们都读得很准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它们的意思。“妨碍”，女字旁加一个方就是“妨”，

和以前学的“访”有点相像，你怎么记住它？ 

生：一个是女字旁，一个是言字旁。 

师：“碍”和“得”，你怎么区分？ 

生：一个是石字旁，一个是双人旁。 

师：小麻雀说没有妨碍别人，读读这个词语。(出示：没有妨碍，生读) 

师：同学们，现在你就是那只和大家不一样的小麻雀，你为什么说自己没有妨碍别人呢？ 

生：我并没有妨碍你们捉虫子，你们为什么要谴责我？ 

师：对呀，我没挡着你，又没有妨碍你，这就是没有阻碍、没有阻拦的意思。 

A 老师对生字词的讲解更深刻具体一些，利用偏旁记忆字，比如通过图片展示尺中的毫米单位，理

解字义“毫”，利用熟字加偏旁、熟字换偏旁的方法识记字形，“妨碍”；理解词义“谴”是什么偏旁

的，言字旁的字会跟什么有关等，并在每一个字词融入情境，课文中的“和我们大家不一样……”和“与

众不同”进行联系，学生在反复朗读中，融入神态、动作表达感受，通过语气体会情感。C 老师主要让

学生根据字的组成来猜测它的意思，比如偏旁不同，碍是石字旁，得是双人旁。联系生活举例，通过具

体的情境来帮助学生理解“妨碍”的意思。而 B 老师在这方面知识让学生猜测词语的意思，学生猜“妨

碍”的意思是阻止、打扰等。 
在对课堂主题中“与众不同”的理解部分，三位老师用不同的方法处理。A、C 老师引导学生体会“与

众不同”的不同意义，B 老师在这部分让学生明白可以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也要接受别人的与众不同。

三位老师处理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引导学生明白“与众不同”的意义。认识到“与众不同”有没有意

义，可以让学生谈一谈，如果是他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与众不同”的小麻雀？要允许孩子有说实话

的思路，从辩证的角度去谈，可能会有孩子提到不喜欢这样的小麻雀，从而升华主题，引导学生思考什

么样的“与众不同”才是有意义的。 

3.3. 教学风格各有千秋 

小学语文教材里课文是规范性、典范性的文学作品。语言文字的处理和理解运用更趋于多样性，丰

富课文内容，将知识更好地呈现给学生，课堂呈现方式往往能表达出教师的风格。A 老师为课堂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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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和树枝的彩色贴画，让学生上台参加活动，另外两位教师多以课件进行展示，三位老师的课堂都一

个特点是以老师为主体，表面上向学生抛出问题，学生回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增加参与度，但看出所

有的问题设置都是学生能够回答出老师需要的答案，以此给人一种教师紧紧抓住学生走的感觉，课堂中

学生的主体性不强，甚至有些表演的成分在其中。另外两位老师的课堂相对没有那么夸张，教师的感情

显露的不明显，都是以课文为基础进行提问和练习，相比较而言学生主体性相对较弱。自由的教学课堂

风格，需要教师自身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应对学生提出的观点和问题。教师需要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前提下，

寻找适合自己的教师风格[2]。 

4.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的具体策略 

4.1. 基于教学内容，灵活调节教学角度 

在本节课的汉字识字教学中，教师应当致力于遵循汉字的构字规律，特别需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形

声字的构字特点。以“妨”为例，该字属于形声字，但对于学生理解为何它被归类为形声字可能存在一

定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无需让学生过度凭想象识记，而可以引导学生采用“加一加”或“换偏旁”

的方法进行记忆。以“谴”字为另一例，“谴”为形声字，然而，在当前学年级，学生可能并不熟悉声

旁“遣”。因此，教师应该将识字重点放在形旁上，引导学生发现具有言字旁的字与言语表达或口头表

达相关。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识字效果。在汉字书写教学中，可以通

过以下归类内容的选择来组织教学。首先，通过对比左右结构的字进行分类，引导学生发现汉字书写的

规律。其次，在强调书写“刮”字时，教师可采取适度夸张的动作示范，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每一笔的笔

画走势，促使学生深切领悟书写汉字所需的技法，注重笔墨的气韵，深刻体验起笔、运笔、收笔的艺术

感觉。将字进行分类对比可视为一种内隐化的过程，而动作示范则为外显的教学手段，旨在使内隐化与

外显有机结合。这种教学组织方式使得教学章法有条不紊，有的放矢，更有助于明确达成教学目标。 

4.2. 基于学生发展，明确教学方法 

对一堂语文课进行实效性评价的核心标准，主要关注学生在课堂上是否实现了语言能力的发展。在

教学方法上，需突显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激情对话方面，教师的情感表达能否激发学生对文本

的喜好至关重要。教师在课前活动、范读、提问、讲解、小结等环节中需充满激情地传授知识，力求保

持适度的表达张力，以创造兴致盎然的对话氛围，使得教学活动更像是一场充满激情的师生对话，而非

刻板的课堂讲述。 
其次，有效问题的提出方面，教师在课堂中应采用巧妙的提问方式。例如，通过引导学生发现“与

众不同”这一概念与课文中的具体表达相联系，以促使学生自行发现“联系上下文”是理解词语的方法。

这种提问方式旨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发现乐趣，使其在课堂上获取成功体验。 
最后，关注语用在具体故事情境中方面，教师应通过反复朗读课文、引导学生在实际语境中理解其

具体含义，以及在师生对话中恰当运用所学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旨在培养学生运用课文中语言元素进行

实际交流的能力。这样的学术化教学方法将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好地运用所学，促使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 

4.3. 塑造独特的风格，拉近师生距离 

教师的教学风格是对其教学能力的显著代表，体现了教师独特的教学魅力。从教育者的角度而言，

塑造独特的教学风格具有促使学生注意力集中、促进师生亲近、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的优势。形

成独特教学风格的过程通常经历四个关键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这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需要深度思

考和研究，教师应明确教学风格，融入个人思考，寻找适合自身的独特教学方式，使模仿体现出对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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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科学提炼，从而系统地展开语文教学活动。其次是独立阶段，这一阶段对于教师教学风格的形成

至关重要，教师需灵活掌握他人的教学经验，以自身独特的语言和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活动，进

而构建特殊化教学风格的基本框架。接着是创新阶段，教师应融入独特的思想和理念，深化语言艺术，

将自身优势视为突破口，以此完善教学风格。这一过程标志着语文教学个性化创新的开端，要求教师对

教学内容拥有独到的见解，突破教学的局限性。最后是不拘一格阶段，这是教师在形成教学风格的过程

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也是提高教学艺术水平的象征。教师需要着重掌握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技巧，巧妙处

理课程内容。在教学活动设计中，灵活运用规范化的教学方案，变通处理[3]。 

5. 总结 

无论进行何种教育教学的探索与革新，其根本目标在于服从和服务于语文教学课程的整体目标，将

语言文字的学习、感悟、应用有机地融入不同的课堂教学场景，以不断提升教学效益。同课异构模式被

视为一种有力的教学手段，旨在推广并倡导特定的教学思想或方法，赋予教学以新颖感与活力。在当前

知识不断拓展的时代，教师应不断继承知识，并不断深入学习有关学科的最新前沿知识与理论，以更好

地满足学生对知识探求的需求[4]。不同类型的展示课各有特色和优势，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通过对同课

异构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教育教学思想的革新，有助于教学影响扩张与延伸，了解其他地区的教学理念，

增加教学新鲜感，通过对比，提高教学教研能力，给学生提供有效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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