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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考试评价体系的课堂重构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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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知道自己物理水平一般，却没想到连题目都看不完？ 政治一定要做完！结果做是做完了，但背的都没考，考的都没背�



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看到化学卷子时松了一口气，因
为没有画图题！难道这次有戏？

做到后面人傻了，无机推断直接
把我送走。



不过因为对历史抱有一丝希望，第二
天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
笔下生花有如行云流水，心想：原来
历史是真爱。



但是走出考场，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一次次极限二选一，似乎全选错了……
唯一想多发挥几句的大题，却好像“会但不完全
会”。



生物更别说了，从选择题开始我就知道事情
不简单。但是难归难，考的知识我咋都没见
过呢？



可是地理：又困又迷糊，云里雾里？
这辈子都没想到，地理居然是我考过
最难的……









西城区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期末考试卷节选，两篇阅读理
解+一大一小两篇作文。大家可以领会一下精神。











高考作为教育风向标，任何趋势的变化都
必然会传至中考，进而影响中小学教育。

减负的目标是杜绝无意义的拔高和刷题，
留给孩子更多自由阅读和锻炼身体的时间，
多阅读，多思考，让知识面更广。

“双减”政策可从来没说过：少看点书，
少认点字。相反，现在的趋势就是鼓励阅
读，提高阅读的基本素养，不鼓励钻研偏
题、难题。







能够通过
特例，进
行类比归
纳，合情
推理一般
性规律，
发现数学
命题。



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考察学生能够运用规范和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进行清晰有条理的书面表达，
能够准确运用学科术语表达抽象的概念和学科知识。



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林州一中2021年语文高考成绩

分数段 人数/分数

最高分144 144分

144分以上 6人

140以上 12人

130-139分 280人



林州一中2021年语文班级平均成绩

班级类型 班级 成绩

文科培优班 18 133.8

理科培优班 17 128.28

普通班级 10 127.98

普通班级 11 127.97



姓名 分数 姓名 分数 姓名 分数 姓名 分数 姓名 分数

张桄玮 144 江锐 137 秦滢 135 王聪颖 133 杨彬 129

路涵程 144 郝爽 137 侯欣雨 134 刘浩东 133 常榕晏 128

郝珂 144 秦如玉 137 付小珂 134 杨慧娟 132 侯文杰 128

郭柯君 140 石瑞莉 136 刘鑫 134 杨柯 132 王钤 128

王玉婷 140 刘鹏伟 136 卢科辰 134 王莹 131 郭奕楠 128

付雪凡 140 邱方 136 张露予 134 李若瑜 131 王俊贤 128

常丽芳 139 管浩宇 136 桑洋 134 马诗钰 130 呼彦汝 127

郭顺瑶 138 秦静霞 135 付亚宁 134 呼林慧 130 刘晨鑫 127

杨婕茹 137 付晓振 135 贾晨希 134 常盈 130 路呈祥 126

栗于惠 137 李嘉昕 135 王楠 134 邓景文 129 王艺儒 126



没有奇迹，只有风向

林州一中近11年考入清北的人数
2011年 12人 2017年 15人
2012年 12人 2018年 10人
2013年 12人 2019年 7人
2014年 7人 2020年 6人
2015年 18人 2021年 5人
2016年 13人



   十六模得分60分；   十八模得分60分；      十九模得分59分

















          2021高考Ⅱ卷省份与原Ⅲ卷2017-2020高考分数线对比



2021新高考卷省份与2017-2020高考分数线对比



       2021年高考命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按照“方向是核心，平稳是关键”的原则，坚持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引导，深化基

础性，优化情境设计，强化关键能力考查，增强试题开放性、灵活性，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

现象，加强考教衔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充分发挥高考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促进素质教育发展。

　　第一，在立德树人全面融入上下功夫。加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试题的深度，拓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考查的广度，强化对学生在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

德修养、奋斗精神等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力度。把握百年党史与试题素材的融合度，用好

党史“教科书”，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纵横剖面，科学选取素材，展现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信心和决心。

　　第二，在深化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查和引导上下功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查的内容体系，发挥学科

特色形成合力，既突出以德引领、以智为基的考查重心，又体现对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强有力的呼应、

引导作用。各学科深入挖掘各具特色的育人素材，内容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将对体美劳教育的引导与考

查内容、考查要求、考查情境有机融合，自然呈现于试题当中，形成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效果。

教育部考试中心：2021年高考命题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



　第三，在加强考教衔接上下功夫。高考命题进一步深化基础性考查，强调对基础知识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融会贯通的

运用，引导中学教学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课标、回归教材；进一步加强联系实际的应用性考查，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优化试卷结构、丰富呈现方式、改变设问角度，创新考查方式方法，引导中学教与学减

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从前期对各省的调研情况看，高考内容改革几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高中校长、一线教

师对高考新试卷在引导教学回归课堂、注重核心素养培育、助力高中育人改革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

　　第四，在深化关键能力考查上下功夫。高考命题依托高考评价体系，进一步深化关键能力考查，有效鉴别学生的

思维品质和发展潜能。从材料信息的丰富性、试题要素的灵活性、解题路径的多样性等方面增强试题开放性，鼓励学

生发散思维；通过拓宽试题材料的来源，注重联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增强情境的时代性，强化对关键能力的考查，

提升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性。

　　第五，在保持高考命题平稳上下功夫。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2021年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全国统一高

考试卷（简称“全国卷”）的新高考省份增加到10个，老高考省份减少到17个。2021年全国卷包括新高考（统考科目）

I卷、II卷和老高考甲卷、乙卷。为助力改革稳步推进，确保2021年高考命题平稳，教育部考试中心从2020年下半年起

开展对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8省市的实地命题调研，2021年3月上旬至4月中旬开展面向使用全国卷的27个省份的网上

学情调研，形成详细的学情调研报告，并结合往年的考试数据及8省市适应性考试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为命题提供参

考。新老高考各卷种充分考虑教情、学情，题型、结构和难度都与2020年保持总体稳定，采取了更为科学、稳妥、细

致的设计策略，有利于考生稳定心态，发挥水平。



教育部考试中心：2021年高考语文试题评析
2021年高考语文命题体现以下3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要求，加强对考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和引导，将党史学习教育、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发展目标有机
融入试题；
第二，注重教考衔接，遵循教育规律，在平稳创新中凸显语文学科特色；第三，试卷难
度合理平稳，试题材料亲切平实，问题设置清晰平和，考查内容全面平衡。

1　润物无声，立德树人在融合中实现
1.1　党史入题，注重学科融合
1.2　文化浸润，注重古今贯通
1.3　全面发展，注重整体渗透

2　考教衔接，语文特色在创新中凸显
2.1　深化基础，注重课堂学习
2.2　强调能力，注重融会贯通
2.3　创新题型，注重学以致用

3　设计精心，能力素养在平稳中区分
3.1　平稳            3.2　平实
3.3　平和            3.4    平衡



教育部考试中心：2021年高考数学试题评析
    2021年高考数学全国卷命题，落实高考内容改革总体要求，贯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聚焦核心素养，突出关键能力考查，体现了高
考数学的科学选拔功能和育人导向。试题突出数学本质，重视理性思维，
坚持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的命题原则；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关
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通过设计真实问题情境，
体现数学的应用价值；稳步推进改革，科学把握必备知识与关键能力的关
系，科学把握数学题型的开放性与数学思维的开放性，稳中求新，体现了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
1　发挥学科特色，彰显教育功能
1.1　关注科技发展与进步
1.2　关注社会与经济发展
1.3　关注优秀传统文化

2　坚持开放创新，考查关键能力
2.1　“举例问题”灵活开放
2.2　“结构不良问题”适度开放
2.3　“存在问题”有序开放

3　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3.1　取材真实情境，解决实践问题         3.2　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
3.3　关注现实生产生活



教育部考试中心：2021年高考英语试题评析

　  2021年高考英语全国卷命题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要求，坚持“方向是核心，平稳是关键”的原则，依据普通高中英
语课程标准和高考评价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对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引导，强调关键能力考查，引导教学回归教材，稳
步推进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充分发挥高考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

1　落实立德树人，引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1　融入中华文化，坚定学生“四个自信”。
1.2　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美劳教育引导。
1.3　传播正能量，倡导和谐人际关系和科学探究精神。

2　夯实全面发展基础，持续强化关键能力考查
2.1　深入考查关键能力。
2.2　强调基础性，增强开放性和灵活性。



    落实立德树人  助力素质教育
 教育部考试中心对高考试题的评价标题

语文：精准落实立德树人，大力助推素质教育
数学：考查关键能力，强调数学应用，助推素质教育
英语：落实立德树人，助力引导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
物理：考查关键能力，注重科学素养　助推素质教育发展
化学：贯彻改革要求，推动素质教育
生物：坚持立德树人，注重能力考查  助推素质教育发展
政治：聚焦立德树人，深化高考内容改革 助力提高学生思想政治
      素质
历史：激扬家国情怀，传承时代精神
地理：书写立德树人新篇章，推进素质教育新征程

2018年高考试题评析



                            教育部考试中心对2019年高考试题的评价

语文：健全立德树人　促进全面发展
数学：以真情实景落实“五育并举”　以理性思维践行“立德树人”
英语：立足全面发展育人导向　引导基础教育英语教学
物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物理学科素养考查
化学：精选试题情境素材　深化高考内容改革
生物：彰显学科特质　发挥育人功能
政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聚焦“六个下功夫”
历史：深化考试内容改革　凸显学科育人功能
地理：彰显地理学科特色　落实“五育并举”要求



                            教育部考试中心对2020年高考试题的评价

语文：紧贴时代培根铸魂，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数学：以评价体系引领内容改革 以科学情境考查关键能力
英语：落实评价体系促进全面发展 考查关键能力彰显改革方向
物理：加强关键能力考查 促进学科素养提升
化学：贯彻高考评价体系 深化高考内容改革
生物：聚焦关键能力 彰显时代精神
政治：深化考试内容改革 彰显学科育人功能
历史：知史爱国 读史明智
地理：发挥高考评价导向 助推地理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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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新老高考都有“举例题”

高考乙卷文、理科第16题有多组正确答案，有多种解题方案可供选
择，考查了考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具有较好的选拔性。



创新开放：再现存在探究性问题

如新高考Ⅰ卷第21题第（2）问有序开放问题探索的内容，要求考
生运用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考查考生
在开放的情境中发现主要矛盾的能力。



2021年高考命题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和引导。要优化
情境设计，增强试题开放性、灵活性，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引
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新高考Ⅰ卷：
　　项羽破秦入关，三分关中之地，以秦降将章邯为雍王、
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合称“三秦”。从此“三秦”
作为一个地理名词，频繁在古诗词中出现，如“＿＿＿＿，
＿＿＿＿”。
　　这道题的答案不唯一，答案可以为“城阙辅三秦，风
烟望五津”“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是）三
秦”“镜写三秦色，窗摇八水光”“三秦流血已成川，塞
上黄云战马闲”等。这种考查方式既符合课程标准要求，
又给喜爱古诗词的考生更多的作答空间，考查的重点由固
定篇目的记忆理解转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积淀。



新高考Ⅰ卷第5题：
　　嵇康诗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
句，顾恺之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
难”。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此题的开放性更强，需要考生综合理
解材料的关键信息，具备知识的迁移能力。



要求学生在唯
物史观指导下，
客观分析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将唯
物史观、时空
观念、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
等溶于一题，
彰显了鲜明的
素养立意。









八省联考英语试题出炉后，
我感觉， 我可以直接读博
了！

高中

高中生

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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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境不命题，试题命制以情境为载体，考查考
生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
通过生活实践问题情境或学习探索问题情境，落
实“重思维、重应用、重创新”的命题要求，构
建由解题向解决实际问题转变的命题理念。



时代特色：关注脱贫攻坚和农村振兴

甲卷文、理科第2题以我国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和农村振
兴为背景，通过图表给出了某地农户家庭收入情况的抽样调查结
果，以此设计问题，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和数据处理的能力。



时代特色：关注航天航空事业

新高考Ⅱ卷第4题以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成果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为试题情境设计立体几何问题，考查考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和阅读理解、数学建模的素养。



时代特色：关注一带一路

新高考Ⅰ卷第18题以“一带一路”知识竞赛为背景，考查了考生
对概率统计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时代特色：关注北京冬奥会

乙卷理科第6题以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培训为试题背景，考查逻辑
推理能力和运算求解能力。





                命题立意的变化





弘扬传统文化：剪纸艺术

新高考Ⅰ卷第16题以我国传统文化剪纸艺术为背景，让考生体验
从特殊到一般的探索数学问题的过程，重点考查考生灵活运用数
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真实情境：关注珠穆朗玛峰新高度

如甲卷理科第8题以测量珠穆朗玛峰高程的方法之一——三角高程
测量法为背景设计，情境真实，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要求考生能
正确应用线线关系、线面关系、点面关系等相关几何知识，构建
计算模型，同时考查了考生运用正弦定理等解三角形的知识和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真实情境：关注青少年视力情况

如高考甲卷理科第4题（文科第6题），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青少年
视力问题为背景设计，重点考查了考生的数学理解能力和运算求
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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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山东新高考物理评析（截取）
一、突出立德树人要求，彰显高考育人功能

试题通过恰当选取背景素材，将立德树人的要求融入到物理试题的解答过程中，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彰显了高考的育人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近年来，我国的航
天技术更是发展迅速，今年将计划实施火星探测任务“天问1号”。第7题以此
为背景，考查考生对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动定律的理解与应用。引导考生关
注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可以提升考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激发考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使命感。第13题攀登珠峰并进行高程测量、第15题中医拔罐治疗疾病
的物理原理、第16题冬季奥运会U型池比赛等，这些试题充分发挥物理学科特
点，设计与体育运动和生产劳动相联系的实际情境，培养考生热爱体育和劳动，
引导考生增强体育健康意识、树立劳动观念，在展现我国科技、文化、体育等
方面成果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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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卷

评析：本题以在生活中的减速带为载体，考查了学
生对动力学、功能原理的理解和应用，出题人独具
匠心的构思和设问，让学生叹为观止，是难得的一
道高品质的试题，让他们在生活和物理有双重收获。
以生产生活实例为情境，践行理论联系实验的命题
思想很值得推广下去。











25.（20分）竖直面内一倾斜轨道与一足够长的水平轨道通过一小段光滑圆弧平滑连接，小物块B静止于水平轨道的最左端，如图

（a）所示。t=0时刻，小物块A在倾斜轨道上从静止开始下滑，一段时间后与B发生弹性碰撞（碰撞时间极短）；当A返回到倾斜

轨道上的P点（图中未标出）时，速度减为0，此时对其施加一外力，使其在倾斜轨道上保持静止。物块A运动的v-t图像如图（b）

所示，图中的v1和t1均为未知量。已知A的质量为m，初始时A与B的高度差为H，重力加速度大小为g，不计空气阻力。

 （1）求物块B的质量；

（2）在图（b）所描述的整个运动过程中，求物块A克服摩擦力所做的功；

（3）已知两物块与轨道间的动摩擦因数均相等，在物块B停止运动后，改变物块与轨道间的动摩擦

         因数，然后将A从P点释放，一段时间后A刚好能与B再次碰上。求改变前后动摩擦因数的比值。

知识：牛顿运动定律及应用（Ⅱ）

           动能定理（Ⅱ） 能量守恒（Ⅱ）

           动量定理（Ⅱ）动量守恒（Ⅱ）

           弹性碰撞（Ⅰ） 图象（Ⅱ）













                                                  物理试卷评分原则

1、等价给分：高考的评分标准中往往会给出一题的多种解答，以及
每种解答中每一步骤的给分原则。只要公式是一级公式，也确实能推
出正确答案的，就给满分。

2、只看对的，不看错的：高考阅卷时，对于必要的公式，高考的阅
卷方式是，只要与本题有关的公式都写出来了，而且答案正确，那么
就给满分。

3、不重复扣分：指在同一道题目中，如果一个错误犯了两次，那么
只按一次来扣分。这也是物理阅卷与数学不一样的地方，物理阅卷认
为，错误只在第一问，第二问的过程没错，结果的错误也仅仅是第一
问造成的。

4、只看物理公式和答案，不看数学运算过程和文字：在试卷中，能
不出现数学运算就不要出现，因为只有公式和最后的答案是给分点。





“非常纠结。头顶至喉咙与头顶至脖子底部，腿长与肚脐到脚底的长度如何，好迷茫呀” 。
解答无从下手，这才是试卷的第4题，后面还有好多题呀，当头棒喝，对后续答题情绪产生很大负

面影响。这可能是普遍认为整套试卷都较困难的原因之一。

（三）试题情景拥有文化性、艺术性例.

文化艺术之优，黄金分割之美。

高考考什么怎么考

　





概率统计与数列交汇题登台压轴，打破过去多年导数不等式题或解几题压轴的格局。

破除僵化，动态调整，稳中求变，试题灵活创新，助力破除应试教育，引导发展素质教育。

高考考什么怎么考

　



“一朵云”，新颖，创新，憋住许多学生。沉住气?审思，分类，理性精神。

    例.

考查学生兼具逻辑性、探究性、开放性、创新性，考查四基四能和理性精神。

高考考什么怎么考

　



语文：个人体验情境、学科认知情境、社会生活情境

数学：课程学习情境、探索创新情境、生活实践情境

英语：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物理：生活实践情境（与大自然中物理相关的现象、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情境、科技

前沿）、学习探索问题情境（物理史学问题情境、课程标准和教材中的典型问题情境、

科学探究问题情境）

化学：日常生活情境、生产环保情境、学术探索情境、实验探究情境、化学史料情境

生物：生活、学习和实践情境、科学实验和探索情境、生命科学史情境

政治：社会生活实践（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生态建设）、复杂程度（简单

情境、一般情境、复杂情境）

历史：学科特点和复杂程度（简单情境、综合情境、复杂情境）、素材（学习情况、生

活情况、社会情况、学术情况）

地理：生活实践情境、学习探索情境

无情境不命题！无情境不教学！





命题多采用真实问题情境

命题创新试题内容呈现方式、
思维方式、评价方式、组卷
改变题序。

命题考查核心学术知识、

学科本质、学科关键能

力、学科核心素养。

2018-2021高考试题的启示

用新高考、新课标、新教材、新评价的全新理念，开展学
科教学和跨学科教学，让学校发生真实学习和深度学习







指标 无/有 具体性 操作性 达成性
1 学习目标     
2 自主预习     
3 互动对学     
4 合作探究     
5 小组展示     
6 小组点评     
7 总结反思     
8 小组使用     
9 学案设计     
10 学案使用     
11 课堂流程     
12 教材处理     
13 高考意识     
14 情境设计     
15 能力培养     
16 学科素养     
17 思维培养     
18 优生培养     
19 学困关注     
20 个人风格    

新考改下的课堂评价量化指标



新高考背景下的有效应对策略

一、更新教学理念



一、更新教学理念



二、优化课程体系



二、优化课程体系



三、改进教学策略



深度学习的定义

在教学中，学生积极参与、全身心投入、获得健康发展的、有意
义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素养导向学习目标的引领
下、聚焦引领性学习主题、展开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与活动，掌
握学科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体会学科基本思想，建构知识结构，
理解并评判学习内容与过程; 能够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创造性地
解决 问题， 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和正
确的价值观; 成为既有扎实学识基础、又有独立思考能力，善于
合作、有社会责任感、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创造美好
未来的社会实践的主人。









1、确定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 
2、凝炼引领性学习主题
3、设计挑战性学习任务
4、设计持续性学习评价 
5、构建开放性学习环境
6、开展反思性教学改进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











二、凝炼引领性学习主题

主题：大概念统领下内容的精炼表达。要求∶深刻理解。

四个依据：学科课程标准、教材内容、素养进阶、学生基础，大

概念

学科大概念：反映学科本质，学科思想方法与学科核心内容联系

起来的关键；将零散的知识整合，建立对学科的整体认识，对学

科强有力的解释。



















Assessing Your Progress
Section title
Words and 
phrases
单词、词块

Grammar

Attitudes--
Reflecting
情感态度
你学到了那些新知识？
你还想知道哪些？
哪些内容你最感兴趣？







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





    指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是学科教育落实立德树人、发
展素质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的关键路径。它对于改变以“知识点、习题项、活动控”为标志
的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是一个值得深
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升级，学校及教师逐渐认识到学科素养的
落实，对学生发展的迫切性，立足大单元（或大主题），进行统
筹性、整体性教学，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或已成为当下教学改
革的有效抓手。

基于深度学习的大单元教学设计



多元目标多元策略的单元整体教学法





































语文



























语文 英语



三、改进教学策略



三、改进教学策略



三、改进教学策略







什么是好的课堂？
第一，好的课堂一定是可以看见真实的课堂，学生真实合作、真实表达、真实发问，师生真实共处、真实对话、
真实连接，有情景，有问题，有活动，有关键能力的培养，有学科思维的形成，让课堂的一切真实起来。学习
一旦真实发生，课堂便走向了深度学习。
第二，好的课堂是不断走向深度学习的课堂，而深度学习是走向有思维挑战的学习，这就要求教师不仅有要迎
合学生、满足学生，更要引领学生、发展学生。
第三，好的课堂首先是关系的确立，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先确立关系，再实施教学，这既是理念也是方法，
师生之间关系好了，结果自然就好了。
第四，好的课堂是练习规则和习惯的地方。练习学生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听、如何问、如何合作、如何分享，
如何相互尊重、相互欣赏。
第五，学习永远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习最大的敌人是包办。好的课堂就是让渡时间和机会给学生，让学生自
主起来，让学习既成为学生的权利，也成为学生的责任。
第六，好的课堂是学会不断改变的课堂，是需要不断纠偏的课堂。它一定不是教与学，究竟谁先谁后，谁多谁
少，师与生到底谁是课堂主人的二元对立关系；好的课堂可以在所谓的对立中找到统一，进而走向教与学和解
的课堂。
第七，好的课堂是可以让核心素养落地生根的地方，是可以生产学生独立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地方。好课堂里出
故事，好课堂里出素养，好课堂里出精神，好课堂里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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