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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获重庆市“初中历史课改与我的专业成长”优秀经验文章评选活动一等奖】 

热爱生活，生活就会回馈你无限的快乐，同样，热爱课堂，课堂也会回赠你无限的美好。

在我进行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便经常感受到这样的美好，这种美好能激励我前进，也促进

我不断成长。 

在平时的教学中，带来美好、促我成长的事件很多，如备课中的一次顿悟、课后的一个

反思，与学生的一次交流等，太多太多，但最让我有感触、最促我成长的是充满灵性的生成

性课堂。 

课堂是有预设的，备课就是预设，包含预设好该讲的教学内容，预设好课堂上将会面对

的问题及处境，有了预设，就会有更好和更有针对性的准备。但万物充满变性，课堂上常常

会出现一些教师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未在教师准备范围内，常会让教师“措手不及”，学

术上将这种状况叫做生成性课堂教学。 

生成性课堂教学是一节课的灵性所在，它会让一节课充满活力、动感，充满不可知的刺

激和激情，它能让学生有更多的主体性、参与性，能培养学生更多思考能力和创造水平，但

与之同时，也是最考验教师的时刻，教师一方面在“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却也在成长，

只要处理得当，将会迸发出思想火花，成就亮点，成为让人难忘和回味的好课堂。 

下面，我就以一个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充满感悟和成长的生成性教学片段为例，谈谈

我的成长。 

一、片段回顾 

那是我上《中国历史》（川教版）七年级（上）第 3课“远古的传说”一课时的故事。 

在一个班上（这个班学生比较活跃，平时课外涉及比较丰富，较善于思考问题），我顺

利地讲完了前面两目：“炎帝与黄帝的传说”、“禅让的传说”，于是进入第三目：“治水

的传说”。我讲到了禹临危受命，去治理水患，在治理过程中，他创新了方法，他不顾生命

危险、坚持斗争、“三过家门而不入”。我强调禹的治水精神是我们后人崇敬及应该学习的

地方。讲到这里，突然有学生举手问问题。我示意他大胆地说出来。 

学生 1站起来问到：“请问老师，当时大禹治水有工资没？” 

听到这个问题，我有些哭笑不得，我不知学生的思维怎么一下子转到了这个问题上来了。

但学生问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说明他在思考，而且他们刚进初一，应该给他们这样的

习惯以鼓励。于是，我表扬了学生 1的仔细思考和大胆询问，也鼓励大家应该向他学习。同



时，我的脑海里面迅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此问题是学生完全根据现代社会的情况及生活而

产生的疑问，看似简单、幼稚，甚至有些滑稽，但确实是生活中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正所

谓有劳应有酬。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点出了现代学生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的普遍状况

——相对于付出来说，他们更多地关注报酬、关注收获。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将是

一个引导学生价值取向的问题啊。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时，我看到其他学生都有了很兴奋的反应，为了促进大家的思考，也想了解其他学生

的看法，于是，我叫学生们畅所欲言。 

学生 2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到：“大禹治水不是为了钱，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

他身上的责任、周围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只讲到钱、讲到工资是比较庸俗的。”学生 2的回

答已经将问题引向了一个良好方向。接着，我叫学生 3继续补充，他说到：“原始社会是没

有工资的说法的，那时可能叫俸禄。我认为大禹治水应该有俸禄，因为他那么辛苦。”学生

3 的补充让我意识到学生的不可“小看”，他们居然能思考到“工资”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名

称。 

我表扬了两位同学的回答，告诉他们是好样的。为了不把问题越扯越远，我对问题作了

一个概括回答，我告诉学生：“从历史的角度看，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们遇到一场凶猛而持

久的洪水灾害，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大禹是临危受命，他身上肩负有部落首领的嘱托，及群

众的期望，正如学生 2所说，大禹治水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百姓、为了责任。在他 13年

的治水过程中，他跟百姓吃一起、住一起、穿一样，他在物质上面与老百姓们没有什么不同，

传说他身上的汗毛都被洪水全部冲没了，而且‘三过家门而不入’，可见他是一心治水的。

从大禹身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如何确定人的价值问题。人的价值有两个方面：

一在于奉献和付出、二在于获得和索取。但是，看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所在，应该看他奉献和

付出了什么，而不应该看他获得和索取了什么，所以大家在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时，也应该

向大禹学习，应该多考虑自已奉献了什么，而不是首先想到自己要获得什么（幸好自己对政

治常识还算比较了解）。如若真要说大禹获得了什么“工资”的话，那便是人们对他的信任，

及他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的崇高威望，他获得的这种“工资”是最有价值的。另外，‘工资’

的说法确实在原始社会没有出现，我建议我们一起课下对它作一个资料收集，了解这一概念

的历史沿革，下节课我找同学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当时，我确实不知在原始社会应该

将“工资”叫什么，叫“俸禄”吗？学生 3的说法不见得就是正确的，为了不传导错误的历

史知识，于是干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课下收集资料，然后去了解它） 

这一问题算告以段落。心里有一股很舒畅的感觉。正当此时，又有一个学生举手要提问

了，我示意他起来： 

学生 4：“老师，大禹治水时，当时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是谁啊？” 

我心理一愣，刚才上课时不是说了吗，心想这个问题还需问，上课肯定没听讲，于是很

肯定地告诉他：“舜。” 



接着，他又说到：“那我认为舜不是一位仁慈的首领。”“为什么呢”？我问到。他给

出理由：“你看 15页的‘大禹治水’图，大禹傍边还站着一位老人家，那么老了都被舜派

去治理洪水，这是对百姓不爱护的表现啊，我认为他可以算作比秦始皇还要早一些的，行为

要稍好一些的‘暴君’。” 

我仔细一看图画，上面确实有一位年老的人，这说明这位学生是仔细观察了、并有所思

考的。 

同样，我首先肯定了他认真观察及认真思考的表现，并告诉大家，这是学习中难能可贵

的学习态度。至于观点正不正确呢，我们需要探讨。这个时候，别的同学也都想“跃跃欲试”

了。很多同学都举手想反驳他。我点了其中 2个同学起来回答他的问题。 

其中一个回答到：“有志不在年高，年龄大也是可以参与治理洪水的，再说治理洪水是

关乎全体百姓的事，大家当然要一起参与。”另一个回答到：“据我所知，秦始皇是为了自

己奢侈享乐，为了显摆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向人民身上加了很多压力的，孟姜女哭倒长城就

是人民对其不满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舜没有那样的行为，舜不是‘暴君’。”两个同学

的回答应该说是比较完满的了。 

听了两位同学的回答，我感觉很欣慰，我表扬他们历史知识很丰富，已经将我们还未学

到的知识揉合了进来。为了让同学能更好的理解，我作了一下补充：“秦始皇时，人民的徭

役和压力确实很重，比如修长城、建阿房宫，修陵墓等，秦始皇是为了自己的好大喜功及奢

侈享受，而让人民背负沉重的锁链的。从人民角度来说，他们怨声载道，他们是不愿意的。

秦始皇的暴君形象体现在他不爱惜民力、不体恤民情。而大禹治水时，舜虽是部落联盟首领，

但他却非常节俭，他宽厚待人，并且以身作则，他心里装的是部落百姓的疾苦，想的是部落

百姓的幸福。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时，可以换成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那就是：第一、说明当

时的洪水对人民的生活影响确实很大，所以无论老还是少，都愿意出力来排除洪灾；第二、

说明当时的舜是一个贤君，大禹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治水主管，他们的美德感化了当时的人

民，即使图中这样的老者也愿意来到抗洪的第一线。总之，秦始皇时，人民去从事繁重的苦

力是被迫的，所以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而这里，人们的治水行为是自觉和自愿的。他

们两者不一样。你们觉得谁的行为更受人们的崇敬？” 

学生齐答：“舜和大禹。” 

学生 4会意地点了头，同学们露出了笑脸，我也露出了笑脸。我想这个不在我备课预设

中，而是完全由课堂生成的问题应该得到了解决。 

二、反思片段，成长不断 

上面的教学片段就是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生成性教学，自己竭尽全力去解决，应该

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解决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 



上完一节课后，我感受到课堂上绽放出了思想火花，内心涌出一股成就感和幸福感，拥

有这样美妙的感觉，应该就是生成性课堂教学的魅力所在。为了能让这个感觉持续，必须反

思，因为反思的过程更是成长的过程。 

1、“生成”环境——民主教学氛围的营造 

今天强调“以生为本”的新型教学，其本质特点就是教师在教学态度上要尊重学生，在

地位上要与学生平等，在行为方式上要给予学生表达看法、表达意见的机会，体现在课堂，

那就是要营造民主的教学氛围。“民主”里含有尊重、平等、开放，教师不再高高在上，教

学就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去探索知识魅力的过程。因此，教师要尽量转变观念，在课堂上体现

民主，而民主教学氛围的存在，是促使学生有话能说、有话敢说的重要环境，没有这个环境，

课堂就会是“一言堂”，就会走向“死沉沉”的感觉。 

反思出这点，本人便在所教学的班级慢慢营造民主的氛围。例如，平时见到学生尽量笑

脸相迎，亲切地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让他们感觉到老师的“亲”；课堂上若遇到有学生

调皮捣蛋，也主要以理服人，让学生体会到教师是真正为他们好，让他们感觉到老师的

“爱”；同时，在教学中鼓励他们大胆发问，有话要说，只要想说，老师一定给他发言的机

会，发言过后，还号召其他同学向他学习发现问题的精神，这样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

“欣赏”。有了“亲”、“爱”和“欣赏”，学生学习起来干劲十足，而且各方面能力都会

得到极大培养。 

2、“生成”根源——观察思考能力的培养 

有了民主的教学环境，在教学过程中，生成问题不难，因为学生常常有一些发散的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就会冒出很多问题来。但在“生成”的问题中，有多少是质量较高的问

题呢，这值得我们思索。如在前面的教学片段中，本人便认为，学生“生成”的第一个问题

——“大禹治水有工资没”，其问题质量度就不太高，但它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古代将

“工资”叫“工资”吗？这就是一个很有历史味的问题了，但因确实和课题联系不大，所以

就没有过多探讨；而第二个问题——舜因为派老人一同治水，舜是否就是“暴君”，其质量

度就较高。比较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学生完全根据现代社会的情况去思考古代现象的，问题

提出的根源是“联想”，而第二个问题却是学生观察了图片后产生的疑问，问题提出的根源

是“观察”和“思考”，故本人更欣赏后一个问题。 

那么，在教学中如何让学生能够生成质量度较高的问题呢？本人认为，这就需要在平时

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观察和思考的能力。观察要仔细，观察中要有思考，观察后要

擅于提出问题，总之，培养学生做“有心”之人。 

3、“生成”储备——丰博精深知识的积淀 

我们倡导学生大胆提问，倡导课堂的“生成”，而这样的课堂对于教师来说更是考验，

它需要教师快速反应的能力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故我们在夸奖“生成”时，作为教师，



一方面，我们更应该为教学做好扎实的准备，进行全方位的备课；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不断

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让自己的知识广博且精深。只有将知识丰博精深起来，才能更

游刃有余地解决学生生成的问题，也才能让学生打心底佩服自己，正所谓“活到老，学到

老”。 

在前面的教学片段中，针对学生的两个问题，本人也做了尽力回答，应该说，回答是较

圆满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如“工资”在原始社会是否存在，它在古代的叫法怎样，自己在

当时确实不知，故在当堂课上没有解决，虽使用了巧妙方法，让学生课下收集资料以解决，

但也说明自己知识含量需不断丰富和提高（注：经课后查找资料，得知：我国古代官员的工

资叫做俸禄。东汉以前，一般都是发给粮食，布帛等实物。唐以后一直到明清，主要是发给

货币。其名称不一，如：“月给”、“月俸”、“月钱”、“月费”、“柴薪银”等，以帮

助官员解决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的费用。现代一般人按月支付的工资近乎古代的“月俸”、

“月钱”，主要也是应付日常生活开支。因此，人们常把工资称为“薪水”）。 

总之，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成长，这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是对自己教育事

业的负责。 

4、“生成”解决——灵活多样方式的运用 

当学生“生成”问题后，怎样解决呢？若自己知道，当然可以直接回答以解决。但为了

让学生有更深刻理解，让课堂有更民主、更开放、更有参与的氛围，可以让其他学生说说看

法。在大家参与的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更深入了解学生，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争取时

间把问题线索理清，最终便能给出较全面、较完美的回答。 

另外，历史世界卷帙浩繁，要想上能神游天文，下能熟知地理，确乃难事，所以，当学

生提出问题却不能解决的时候，切莫慌张，“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此时最好的解决方法

便是：告知学生这个问题很有探究性（或者直白告知：老师现在也不知，要知道诚实的老师

也是可爱的），希望大家下去后查资料，探究这个问题。切记：老师一定要说到做到，下去

后一定要查出正确结果，然后在之后的时间和学生切磋，并把正确的答案和有价值的想法告

诉学生，这样才叫负责任的老师，否则，就有不负责任之嫌。 

 

生成性课堂充满灵性，充满魅力和美好，是培养学生的好方法，也是历练教师、让教师

成长的好机会。抓住生成机会，成就美好，成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