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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名师那些事》

内容概要

《学学名师那些事》甄选全国名师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教育案例为切入点，通过对名师的范例观摩，进
行延伸与思考，最后总结出名师优秀的教育观念、教育智慧与方法等。这些教育观念、教育智慧与方
法对于我们每个一线教师来说，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与借鉴意义。它能使我们的教师教得更轻松、学
生学得更有效。名师之所以是名师，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课上得好，还因为他们高超的教育艺术以及面
对各种各样的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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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窦桂梅：情感体验课堂来自激情教学2.于永正：来点儿幽默，让课堂快乐起来3.魏书生：赏识，让星
光灿烂4.孙建峰：对话教学，简单方法教出不简单的学生5.支玉恒：融会贯通，大道自然6.靳家彦：让
学生长真知的导读艺术7.盛新凤：教学需要有诗意8.黄爱华：让学生爱上课堂的融汇教学法9.罗树庚：
让课堂更具吸引力的借题发挥教学10.程翔：学生爱听的课才是好课11.孙双金：激发情感，发掘智慧的
情智教学13.李吉林：创设情境，让知识不再枯燥14.赵景瑞：机智教学，让“意外”给课堂添彩15.唐
爱华：从错误堆儿里捡宝贝16.虞哗如：荡起涟漪的情感与知识结合教学17.吴正宪：“圈套”教学，把
课堂营造得更精彩18.李圣珍：一万多孩子妈妈的心灵教育19.霍懋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20.任小艾
：理解、尊重，让“禁区”亮绿灯21.李镇西：把平等落实到细节上的民主教育22.华应龙：激励学生进
步的积极评价23.黄静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学生24.高静：心要公平的教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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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窦桂梅：情感体验课堂来自激情教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
迁。教之道，贵以专⋯”一个私塾先生正拿着书，摇头晃脑地教学生念《三字经》，再看看下面的学
生，一个个早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没准儿还做着美梦呢！当然，这是古时候课堂教学的一幕。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古代才会出现这种情景。今天，在一些老师的课堂上，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　
　“今天我们学某某课，请同学们打开课本⋯⋯”一名老师懒洋洋地吩咐学生，学生兴趣索然地打开
书，老师开始照本宣科，学生听得毫无兴致，于是就出现了和上面类似的一幕：学生开小差，甚至睡
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很多，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老师自己没有激情，
也没有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一堂老师没有激情、学生的情绪无法被调动起来的课，能达到好的教
学效果吗？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我以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
唤醒，没有兴奋的情绪怎么激励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　　是啊，教师都没有情绪
讲课，又怎么能怪学生“沉睡”呢？要知道“伟大的教师一定是有激情的教师”。（查德·威伍语）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全国特级教师窦桂梅的课堂就总是能激发学生情绪，让学生不由
自主地被吸引着走人教学内容中，而且很多时候连听课的教师都会被感染。由此可见，善于激发学生
情绪对教学效果的提升是多么的重要。　　（一）范例观摩一：做一个“煽情”的高手　　虽然说现
在讲究把课堂还给学生，但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是来学习知识的，是接受者；作为授业者，教师在
传授新知识的时候，一定要以饱满的情绪，充满激情地进行教学工作，这样才能以情传情，感染学生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教学效果。　　教《难忘的一课》时，在完成了对课文重点的研读后，窦
老师放了一段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思乡曲》，在这悠扬婉转的乐曲中，窦老师动情地说道：“同学
们，让我们来共同朗诵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　　于是，在窦老师深情的导读
下，师生共同朗诵起这首描写思乡之情的诗：“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
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读完后，乐曲也结束了。窦老师望
着已沉醉于诗中的学生，激动地说道：“看得出，此时此刻，大家的心已经沸腾，还有什么话能足以
表达我们那份心情呢？只有那一句——”她停顿了一下，望了一眼全班学生，学生们立刻领悟，自豪
地大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声音铿锵有力。　　“对，放声朗诵，来表达你此时的心
情吧！”窦老师动情地挥了一下手臂。　　早已被窦老师情绪感染的学生再次大声喊道：“我是中国
人，我爱中国！”洪亮的声音一遍一遍在教室里响起。　　“下面，请大家拿起笔，再写一写这句话
，并将这句话永远地镌刻在你心灵的深处。”窦老师表情严肃地用红色粉笔用力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句
话。学生们也一个个凝重地、庄严地、神圣地、含着热情地随着老师写下了这句话，并铭记于心中。
　　“想读就读吧！”窦老师指着黑板上的这句话，情绪激昂地说道。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学生们一个个动容地、满怀高昂的情绪一遍遍念着这句话
。　　“很好，语气虽然不同，但感受和认识却是一样的深刻！”窦老师大力夸赞，然后又深情地说
：“同学们，通过这堂课，相信你一定记住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句话。世界上什么都可以
选择，但唯独不能选择的是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祖国。或许有一天，你身在国外，请你也剐忘了今天
的这堂课，更不能忘了这堂课里你记住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们大家再读这句话吧！”　
　受到强烈感染的学生又铿锵有力地读起了这句振奋人心的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
读得太好了！同学们，咱们今天上的不是普通的语文课，而是一堂人生感悟课，因此，这也就称得上
是——”　　学生马上接口：“难忘的一课！”窦老师在课题后加上感叹号，至此，一堂充满激情的
课结束。　　可以想象，课虽然结束了，但学生们在经历了这样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后，心灵深
处一定烙上了鲜红的“中国印”。这就是调动情绪带来的教学效果。　　在窦老师的课堂上，我们可
以随时随地感受到她的教学激情。如在教古诗《小池》一课时，窦老师一字一顿、抑扬顿挫地朗读诗
文，而且反复朗读最后一句“早有蜻蜓立上头”。在激情声中，窦老师读出了蜻蜓的可爱和俏皮，学
生也很快随着老师有感情的朗读进入到古诗意境之中，并随着老师的朗读开始非常投入地轻读，想象
着蜻蜓飞到荷叶上的样子。　　这时，窦老师趁机问道：“同学们想象一下，蜻蜓飞到荷叶上来干什
么呢？”问题一出，更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情绪，大家争相发言，表达想法：“蜻蜓飞累了，到荷叶上
休息一会儿。”有一个学生更有想象力，他说：“蜻蜓在空中飞呀飞，它看见新长出来的荷叶一个人
太寂寞了，飞下来和它交个朋友，聊聊天。”此时，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学习的兴趣很高。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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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亲人》一课时，由于本文是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抒情散文，因此，窦老师在朗读时
，读得缓慢而低沉，字字有声，声声有情，使学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深刻体验到了主人公小金花内
心的沉痛，眼前仿佛看到小金花用充满愤怒的声音喊道：“妈妈，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在充满
想象的情感中，学生们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　　曾经有人质疑窦老师的课堂是不是过于
激情了，但窦老师认为激情应该成为教师品格的重要追求。因为教师的激情能点燃学生的情绪，照亮
学生的心灵，并从外在表象化为内在的精神气质。　　（二）范例观摩二：激情课堂，激情学生　　
激情的教师总能够激活课堂，激起学生的高涨情绪。咱们来看看下面的教学片段。　　老师用充满诗
意的语言问学生：“稀疏的篱笆下，一条幽静的小路伸向远方，看见了吗？”　　学生一副沉醉的样
子回答：“看见了！”　　老师又问：“什么样子？”　　学生回答：“篱落疏疏一径深。”　　老
师问：“树上的花落了，叶子还没长大，还没形成树荫呢！”　　学生应声抢着回答：“树头花落未
成阴。”　　老师说道：“小朋友们急忙跑过来抓蝴蝶啦！”　　学生立刻回答：“儿童急走追黄蝶
。”　　老师又问：“抓到没有？”　　学生：“飞入菜花无处寻。”　　这时，一个叫宗文的学生
大声喊：“老师，请等一等，我马上就要抓着它了！”大家都静静地等着他，过了一会儿，宗文睁开
眼睛兴奋地说：“终于抓住了，嗯，真难逮呢！菜花是黄色的，蝴蝶也是黄色的。”一边说着，一边
还做着手捏蝴蝶翅膀的姿势，再看表情更是一脸的喜悦⋯⋯　　这个动人的教学片段就发生在窦老师
的阅读教学课堂上。当时，师生一起诵读《宿新市徐公店》一诗，窦老师激情地描绘着诗意，而学生
在老师激情的描述下，一边想象一边概括描绘的是哪一个句子。在闭着眼睛想象画面的过程中，学生
的灵魂在诗歌的世界里自由翱翔，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教材文本实现了“无缝对接”，享受着精神自由
的快乐与幸福。　　窦老师善于调动情绪进行教学的艺术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她仅仅凭
着语言的描述就能让学生进入到诗的意境当中，甚至那个叫宗文的学生闭着眼睛喊：“老师，请等一
等，我马上就要抓住它了！”可见窦老师的语言激情有多大的感染力！它激起了学生学习的全部热情
。像这样的课堂，学生会全情投入，课堂效果能不高吗？　　为了全面领略窦老师的激情课堂，我们
再来看看窦老师在教《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时的精彩片段。　　为了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圆明园“不可
估量的损失”，窦老师满怀情感地引读课文：“然而1860年，10月6日——”　　学生马上接读：“英
法联军侵入北京，闯入圆明园。”　　窦老师继续：“结果——”　　学生接着：“圆明园的毁灭是
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但由于历史久远，很多学
生并不能真正体会到“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读起来没有什么感情，尽管学生也想尽力读出感情，
但可以听得出那不是发自内心的。于是窦老师展示了一段真实的资料，并请学生读一读。　　“参与
劫掠的英法军官回忆——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夺取财宝，从四面八方冲进圆明园。有
的搬走景泰蓝瓷瓶，有的抢走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着
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在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
；有的帽子里放满了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学生们大声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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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怎样才能成为名师学习一下吧
2、商品很好，正版很好，赞一个！好极了！
3、鼓舞人心。
4、刚工作的新教师可以常看看这一类的书籍，可以增长见识，培训思维
5、SHU HENHAO
6、刚买，正在阅读，感觉不错。
7、我很喜欢这本书，非常实在，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
8、学习名师经典，正在阅读中，觉得很不错。
9、搜集的比较全，能看看，就有收获。
10、书的纸张质量不错。内容也很好，有24位名师的个人教学风格介绍。阅读此书，能更真实的感受
到名师的名从何而来，我个人比较喜欢。
11、杰老师根据班里学生的名字设计了一首回文诗，并且在这首诗中巧妙嵌入了学生的名字，这首诗
不仅是　何　老师才华的体现，更是他师爱的彰显。他用教育智慧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这个创意
也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当即在本子上写下班里孩子的名字，原来，这真的可以写成一首动人的诗！　
　

为什么我们在平时的班主任工作中缺乏了这些创造性？　　

何老师告诉我们，班主任应有的专业态度是理性，不是盲目和热情；应有的专业尊严靠技术，不是靠
辛劳和操劳。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每天的努力和付出是为了什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学者罗素
提出教育的四种品质——活力、勇气、敏感、智慧，虽然不必罗列全面，却深刻地提醒着我们，我们
的教育是要教给学生什么？我们除了知识还应该给学生什么？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班会、班级文化布置、班旗设计、班级公约、班级誓词⋯⋯这些也是教育，是更容易入心的教育！我
们班主任要守好这些阵地，帮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　　

在班会上，将学生带入某种情境中，以此感染熏陶在场的每个人，会收到比个别工作和班级日常管理
好得多的教育效果。无论是感人至深的Flash，还是学生的精彩演讲，都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师生的心
。其实这样的教育，哪怕能使一颗对所拥有的爱习以为常到些许麻木的心渐渐柔软起来，那就是成功
！周鹰老师还创造性地请了两位学生家长参与到班会课堂，既是亲子互动，又能润物无声地给予学生
教育，两个家长各自以“和孩子说说知心话”与讲故事的形式和自己的孩子及孩子的同学谈父母的心
，家校互动起到了独特的教育效果。　　

教育就是要直面人心，感动人心。要感动今天的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先感动你自己，全心投入，班主
任工作就会多一份创新、多一些收获的喜悦！　
12、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名师就是名师！
13、虽然名师的做法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但是看看对自己的教学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的，名师
的教育理念和普通教师就是不太一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名师永远不会感到学生麻烦，不会感到工
作的无奈，他们总是乐观的对待一切！！！
  快乐的工作，乐观的对待一切，将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
14、这书内容非常的好，书的质量很好，快递的服务态度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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