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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历史与社会》课改中的
“
五多五少

”

现象分析

许咏梅

(台州市路桥实验中学
,

浙江 台州 )

【摘 要】 在当前推行的初中课改实验中
,

《历史与社会》是一 门崭新的综合课
,

在课堂教学改

革中
,

出现了
“
五多五少

”

现象
。

即 :

①乡土教材整合进课堂过 多
,

放眼世界 内容过少 ;②课堂热闹游

戏过 多
,

培养思辨能力过少
;

③课堂评价 时对学生表扬过多
,

引导
、

建议过少 ;④课 堂中小组合作讨

论太多 ; 实质意义上的交流过少 ; ⑤课堂发言优生过多
,

面 向全体过少
。

【关键词】 课改 ; 《历史与社会》 ; 多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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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课改实验中
,

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

不断

探索符合新课程理念的教学方式
。

尤其是在课堂教

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方面不断挖潜更新
,

使课堂教学

出现了勃勃生机的气象
。

我市是国家课改第二批实

验区
,

在参与了一个学期的课改后
,

对 自己新任学科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的课改有一些认识
,

因此对在

当前课改中存在一些现象作一浅析
。

无论在观摩第一批实验区的课堂教学
,

还是参

与接触本市的优质课展示以及平时的常规教学活

动
,

我感到 《历史与社会 》课 中明显地存在
“

五多五

少
”

现象
。

第一
、

课堂中对乡土教材整合利用过多
,

放眼世界内容过少
。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崭新的综合课程
,

在呈现

方式上与过去教材有极大不同
,

即采取案例式方式

来呈现一个又一个的主题
,

因此
,

教材给予的案例是

一种典型代表
。

这样编写教材的最大好处是给予教

师极大的 自由
,

为挖掘适合主题的内容留下了巨大

的空间
。

整合教材内容
,

适合学生学习要求
,

也成为

这门综合课学习的一个特点
。

因此
,

很多教师都努力

地开发新案例
,

以帮助学生获取更多信息
。

但是
,

在

整合教材的过程中
,

一些教师对乡土教材内容整合

很多
,

以为这样做
,

便是因地制宜
,

有浓郁乡土情节

和爱家
、

爱国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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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许味梅
:
当前要历 史与社会》课改中的

“

五 多五少
”

现 象分析

例如 : 在第七年级上册《历史与社会 》第四单元
“

各具特色的区域生活
”

这部分 内容的第六课
“

文明

的中心一城市
”

中
,

课文向师生展示 了
“

国际性大都

市一上海
” 、 “

舒适的生活环境一筑波
” 、 “

文化艺术之

都一 巴黎
” 。

这三种典型的城市
,

案例为学生认识 了

解城市所具有的区域政治
、

经济
、

文化 中心的特点提

供了很好的材料
,

教材提供这三个案例的目的是为

了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国家
,

地区城市形成
,

发展及其主要功能特点作一描述
。

教师在处理这一

内容时
,

应把握城市化
、

工业化是 当今社会发展与总

趋势
,

是一定阶段文明成果的一种具体形式
,

因此
,

应在城市是文明的中心这一主题上深挖广掘
,

加深

学生对人类文明进程必然走向的城市化的认同感
,

并为此营造更加体现人文情怀的现代城市
,

既现代

化和人性化的最佳结合
。

但是在实际的课堂中
,

我看到许多课在处理本

节 内容时
,

对教材的整合完全变成了一种乡土课
,

即

以本地某一城市的发展变化作为本节内容的主题
,

为学生提供的完全是本城生活的再现
,

从而使学生

失去了解其它城市及世界闻名城市的基本特征 的机

会
,

把学会的视野局限于中小城市特征或发展
、

水平

比较幼稚的城市的特点上
,

表面上是增强了学生爱

家爱乡的情节
,

但同时也对学生认识的水平产生限

制
,

容易造成一叶障目
,

不见泰 山的印象
,

其消极作

用是不言而喻的
。

整合教材
,

结合乡土本来是一件有

利于教学的好事
,

但是喧宾夺主
,

完全以乡土为重要

教学内容
,

势必会影响学生从整体上
,

全局上认识现

象
,

思考问题
。

进而形成坐井观天的思维习惯
。

这与

当代社会 日益全球化
、

国际化潮流不符
,

而放眼世

界
,

认识不同区域的不同生活
,

对学生多元思维习惯

形成在当今是十分必要的
。

因此
,

整合教材内容
,

就应 围绕主题
,

选取适当

的内容
,

既能开阔学生视野
,

又能达到新课标的要

求
。

快乐学习完全等同于游戏学习
,

课堂活动中的教学

于是变成
“

幸运 52
,

开心辞典
”

游戏节 目的翻版
。

例如
,

在
“

草原风情
”

这一课学习内容中
,

有一位

教师一开始就进行舞蹈表演
,

紧接着
,

提问学生
,

这

是哪个 民族的舞蹈
,

A蒙古族 B朝鲜族 C满族 D汉族
,

学生为了抢答呼声此起彼伏
。

一开始上课
,

课堂便热

闹非凡
,

过 了几分钟
,

教师才控制住课堂热闹气氛
,

教师又变成导游
,

带领学生到模拟的
“

大草原
”

(风情

幻灯片 )中去旅游体验草原人家的生活
,

通过 《射雕

英雄传》 电视片镜头剪辑到一张张草原风情照片的

展示
,

学生的视觉
、

听觉神经已经深刻最大限度刺激

和满足
,

接下去便是学生分组讨论
,

草原人家的衣食

住行特色
,

学生不懂之处可向场外听课教师讨教求

助
,

于是
,

课堂再次热闹非凡
,

待学生求助讨论完毕
,

分组陈述见解时
,

时间经过去一大半
,

学生也只根据

影片
,

画面来谈一些浅表性的观点
,

至于草原人家的

生活特点为什么会这样
,

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怎样

的
,

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

有无可持续发展

的因素
,

这些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教学 目标则早已淹没在热闹的表演的视听感觉中

去了
。

这样的课堂教学
,

表面看上去
,

教师的个人才艺

突出
,

学生高高兴兴
,

讨论热热烈烈
,

但是留给学生

思想上的印迹
,

并未通过深刻的思辨形成
,

还会形成

一种浮躁的学习观
,

即学习不求甚解
,

只需形式
,

其

最终结果是不 能培养学生深刻认识辨别事物的能

力
。

第三
、

课堂评价时对学生表扬过多
,

引导

建议过少
。

第二
、

课堂热闹游戏过多
,

培养学生思辨

能力过少
。

在新课标之下
,

课堂教学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

师生都活跃起来
。

为课堂增添了许多生机
,

积

极引导学生进行教学活动
。

甚至通过游戏方式来完

成教学任务
,

使学生在做中学
,

在快乐 中学
,

是新课

标大力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
。

但是
,

一些教师把活动

在新课标之下
,

注意发展学生个性特点
,

保护学

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积极性
,

因此
,

对于学生的课堂表

现
,

鼓励多
。

应该看到对年龄较小的七年级新生
,

鼓

励多会起到积极作用
,

会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
。

但

是
,

过多
、

过廉价的表扬其实对学生无益
。

例如
,

在一次展示课 中
,

只要学生一回答问题
,

无论正确与否
,

教师都带头鼓掌祝贺
,

答正确
,

教师

称赞为
“

真聪明
” 。

答错了是
“

你真勇敢
,

敢于表示不

同的意见
” 。

无论对与错
,

都得到了教师的赞扬
。

尽

管是不同的角度
,

但是
,

也会对学生产生一种误导
,

似乎犯错误也是一种勇敢
。

有些错误
,

譬如生活中的

挫折
,

去经受体验
,

可 以称之为勇敢
,

但是诸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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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性的小问题犯错误还要加以赞扬
,

笔者认为这

就失去了激励原则
。

相反
,

一节课中有 20多次掌声
,

使学生的注意力过多地沉浸在表扬之中
,

一则分散

注意力
,

二则会麻木不仁
,

长久下去
,

表扬也就失去

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

试想一下
,

轻而易举的表扬频频

出现
,

有谁会长久地珍惜 ?

此外
,

对于学生在课 内外的不同表现
,

教师因人

而异的引导
,

建议却十分稀少
。

实际上
,

能针对学生

的个别情况
,

及时建议引导学生纠正
,

胜过廉价表

扬
。

第四
、

课堂中小组合作讨论太多
。

实质意

义上的交流太少
。

在《历史与社会》这门综合课中
,

由于学习内容

较为丰富
,

要求学生学会获取信息
、

交流信息
,

因此

课堂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讨论方式来完成
。

这是一

种新的学习方式
,

但是
,

在实际课堂中
,

小组合作讨

论徒有形式
,

合作交流少
。

例如
: 在

“

区域的故事
”

中
,

有一节
“

来 自家乡的

报告
”

综合探究活动
,

如果学生在课外作好各种调

查
,

查询各种资料
,

在课堂中进行交流
,

那么这种交

流对学生思维碰撞
、

集思广益
,

启发创新一定会大有

好处
。

可是
,

在一节观摩课中
,

却看到教师 自己收集

的家乡 自然景观
、

人文素材资料一堆展示过程
,

再让

学生分组讨论
,

合作一篇
“

家乡的报告
” ,

与其说是学

生的报告
,

还不如说是学生整理的教师的家乡报告
,

因而完全失去小组合作探究的意义
。

另外
,

每堂课
,

无论什么问题
,

都要分组讨论
,

使

讨论成为一种道具
,

堂堂必用
,

笔者并不苟同
,

过多

的讨论是浪费时间和分散注意力
。

如果遇到学生难

以个人解决问题
、

通过讨论方式来解决
,

是一种学习

方式
,

但过多或太简单
,

就变成为了讨论而讨论
,

失

去了讨论的目的和意义
。

第五
、

课堂发言优生多
,

面向全体少
。

在新课标的实施过程中
,

应注意教学面向全体
,

关注学生个性差异
。

因此
,

课堂教学设置的问题应是

有层次
,

有针对性的
,

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

会
。

但是
,

从我见到的公开展示课或观摩课中
,

看到

学生在讨论或回答问题时
,

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十几

个人
,

大部分学生仍然是充当听众的角色
。

诚然
,

在推行新课标过程 中
,

我们的课堂教学还

受到一些硬件方面的制约
,

譬如
,

每一班级人数都在

4 0到 5 0人之间
,

客观上
,

难以推行个性化教学
。

另一

方面
,

尤其是在展示课上
,

教师的教育观念十分明

显
,

即
,

担心这节课上
“

砸
”

了
,

砸在学生回答不够机

智
、

不够完美
,

配合教师贯彻教学意图不够明朗
,

因

此
,

指定优生答问
,

会减少失败的可能性
。

教师有这

样的担心
,

课堂提问 自然就成了优生的一统天下
,

至

于中差生的问题
,

则只有下课再说了
。

我想
,

这种现

象的大量存在
,

其根本原因是教师仍十分在乎旧大

纲下课堂教学评价的标准
。

在旧大纲中
,

课堂教学过程必须是完美的
,

无论

是教师的教学设计
,

还是学生课堂表现
,

都一定要准

确
、

完美
,

这种标准对于推行精英教育而言
,

无可厚

非
,

但是对于素质教育
,

尤其是面对大多数初中阶段

受教育者而言
,

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

允许学生出现问

题
,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

使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
,

是

新课标下一个重要的教学行为的转变
,

也只有帮助

大多数学生找到了学习的方法
,

教育才是面向全体
。

综上所述
,

在新一轮课改进行之际
,

有很多新问

题
、

新情况产生
,

怎样去解决它
,

使课改走好走稳
,

是

每一位一线教师的当务之急
,

不过
,

作为一线教师
,

多一些理性的思考
、

多读一些教育论著
,

多一些真实

有价值的探索实践
,

少一些花拳秀腿
,

少一些浮躁
,

少一些框框条条
,

少一些盲目模仿
,

那么
,

教改一定

会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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