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网络环境下的小学语文双师课堂探索

摘 要：近年来发起了“慕课 1+1”即“双师教学”的实践探究活动.现结合课堂实践,浅谈语

文课堂“双师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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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倡导语文课程要“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现代

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

率,初步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为达成这一目标,教师首先应具备整合知识传授和

协同的教学能力.

实践表明,“双师教学”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实现师生共识、共享、共进的优势,而且也对

提高整合知识传授和协同教学能力提出了新思路.

一、“双师教学”模式思路的形成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学活动往往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往往不能调动学生课堂学习

的兴趣,教学活动背离了交流互动、资源整合的原则.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增强,更不

利于学生知识拓展的培养.

“双师教学”,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于一些重、难点内容,自己不讲,而是向学生播放一个

优质微课,由微课里的老师教学生,这样犹如两个老师各施所长来完成教学任务.这种授课方

式对于优秀教师而言,有减负效果；对于一般的教师而言,可以增效；对于学生来说,可以多角

度、多层面、多方式地去学习教材内容.

二、语文课堂“双师教学”模式的探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情境,帮助

学生树立主体意识,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自觉调整学习心态和策略,探讨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和途径.”要使语文课堂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语文教师就应该摆脱独角戏、

填鸭式、满堂灌及一言堂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建立丰富多彩的“双师教学”语文教学模式.

1.让“双师教学”创设生动的语文教学情境,使学生体会学习的乐趣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双师教学”的优质微课将课本的抽象知

识变得形象,利于学生去注意、去理解.鲜明的色彩,直观的形象,立体的动画,将学生的兴趣激

发起来,在绘声绘色的微课展示中,通过真实、生动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课本知识变

得鲜活,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享受學习乐趣的过程,从而变得爱学习语文了.



例如,在教学《春》这篇课文时,朱自清运用富有艺术魅力的语言将春的景象描绘出来,

但是这么富有意境的春光美景还是无法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这时,教师通过微课老师结合

视频图片将这个情境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身临其境,一下就引起学习微课的兴趣了,学习过程

入情入境,学生的灵性被激发,这样就容易开启学习之门.

2.让“双师教学”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语文教学活动是教与学的双向活动过程,尤其在微课的辅助下,这个活动过程更要发挥

出最好的效果.微课教师要发挥教的作用,设疑质问,进行引导和点拨；学生要学会自主学习,

在教师的启发下,通过自己的分析理解去获取知识.课堂学习过程的主体是学生,不是教师.微

课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眼、口、手、脑协调联动,启发学生主动观察,主动提问,去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使学生处于探索知识、积极寻求答案的学习状态中.

例如,在教学《伟大的悲剧》一课时,教师可以通过微课将本课需要解决的问题展示出来,

然后通过阅读分析去解决这些问题,当这些问题通过学生动口、动脑得以解决后,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学生在思索的过程中发挥出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可以这样说,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了微课的加入,学生的多种感官被调动,他们全方位地参

与到学习中去,学习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课堂教学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3.“双师教学”放飞想象的翅膀,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

语文博大精深,许多内容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可感悟而难于表达.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构

建教学内容的理解,要引导学生各抒己见、深刻体会,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让学生的思维

插上翅膀.在微课的辅助下,让学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教与学的互动中,大胆想象,积极思

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在课堂教师的引导下,根据现有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发表不同的见

解,对有异议的问题交流讨论.有了微课的辅助,课堂气氛活跃开放,学生的自主学习空间变得

更广,思维在无拘无束的讨论和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课堂教学充满生机.

总之,要让“双师教学”辅助下的语文课变得丰富多彩,变成学生学习的乐园,让学生的个性

得到张扬,让语文课堂充满活力.

三、对“双师教学”模式的思考

“双师教学”模式探究还只是一个起点,是一种探讨性的思考设计和实践摸索,还有许多很

具体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如何合理设计课堂教师与微课教师之间的整合,如何有效控制课

堂教学的整体结构,如何使双师课堂模式逐步成形并完善成熟,如何制定可行性的方案,“双师

教学”是否会增加教育成本等等,都要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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