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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提高站位
拓宽思维

格
局
视
野

立足本岗
专业精深

学校发展

中层管理

班级建设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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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

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分为名家引领、名师示范和名校云访三

大模块。其中，“名家引领”通识类课程共 88节（包含明德云学堂 2022-2023

年度课程 50节、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 38节）；“名师示范”

即专业类课程，共 37节（包含小学示范课 15节、初中 13节、高中 9节）。

名家

引领

提升格局开阔视野

名师

示范

小学

9科

最新示范课

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评课解读

班主任队伍建设 专题讲座

教学教研能力提升

初中

13科

学科教学实践

青年教师培训 单元教学

心理教育专题 作业设计

教师职称评定

高中

9科

复习策略

家长教育 科学备考

学生教育 高考志愿填报

名校

云访

校园文化线上参观 明德云将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中学及大学开

展名校云访，带领学员在线深入全国知名学

校参访学习，汲取名校经验、借鉴名校模式、

形成名校视野。

中小学办学特色

中小学线上听课、教研

大学专业介绍及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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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全国优秀教师；

 浙江省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杭州市B类人才、杭州师范大学特约研究生导师、现任杭州新

世纪外国语学校校长。出版《我的语文教学求索之路》《虞大明与快乐教育》

《略读课的另一种可能》《快乐的意义：虞大明快乐教育经典语文课堂 18

例》。

虞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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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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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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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一、高质量预测 高品质思辩

（一）预测点如何选定？

（二）促进高品质思辩的表达支架如何搭建？

（三）学科德育如何渗透？

（四）学习兴趣如何激发？

（五）学习成效评价如何落实？

（六）如何做好文本阅读应该做好的事情？

二、新世纪的思辩课堂

（一）什么是思辩课堂

（二）学校为什么要积极践行思辩课堂

（三）当下学生思辩的普遍性问题

（四）思辩的规范性

（五）思辩课堂的操作范式

（六）思辩课堂关键路径是哪些

1. 创设好高质量的情境任务或者问题

2. 引导学生提出好的问题

3. 鼓励学生用语言还原思维过程

4. 努力夯实独立学习

5. 积极践行合作学习

6. 积极探索思辩好作业

7. 努力达成“教学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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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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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虞大明：新世纪的思辩课堂

现场的各位老师，大家好，本来预设的汇报的题目是《新世纪的思辩课堂》。

这一周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举办 30周年的学术周活动，我听到一节三年级的课—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有感而发，我们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个非常小的板

块，预测单元，跟它相同的还有一个单元叫批注单元，对于这样的单元我们怎么

去把握呢？今天我先简单分享下《高质量预测 高品质思辩》。

高质量预测一定要以高品质思辩为基础。在小学语文的核心素养中，语言运

用就是“辩”，思维能力就是“思”。“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

创造”16个字的核心素养，关于思和辩，就占了半壁江山，所以思辩是非常重

要的。预测如何达成高品质思辩，我们以《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这篇文章作为

例子。在这篇课文之前，有一篇文章，老师和孩子一起概括提炼出了预测的基本

方法。比如根据课题预测、根据插图预测、根据生活经验预测，然后到了第 13

课，老师就要用这些方法来巩固，来进行预测的实践，从而巩固预测。

首先呈现课题，孩子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读

了这个课题你能预测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的吗？然后呈现第一段，读了第一

段，你能预测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样吗？然后读到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句

子，当你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又能预测后面能发生什么事儿吗？大多都是这样

的，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我提出促进高质量预测、高品质思辩的几个关注点。

首先，预测点如何选定？选不好就是伪预测。刚才我举例的这几点，大家认

为这是真预测还是伪预测？为什么这是伪预测？孩子们拿到教材的时候，早就读

过这个故事了，虽然这个老师说我没有让学生事先预习，没有要求预习。你没提

预习要求，孩子事先就不去看这个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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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拿到新书，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整册教材中有意思的那些故事、文

章看一看，读一读。他知道这个故事大致是怎么样的，还去问，读了这个课题，

你能预测故事是怎么样的吗？你让孩子情何以堪？他预测得跟文章一模一样，老

师一定会表扬他，哇，你真神了，这个时候您难道不担心其他孩子检举揭发吗？

老师，我们早就读过这个故事，所以这就是为难孩子的一种做法。为什么呢？因

为孩子很可怜，他知道课文中写的我不能说，所以要另起炉灶，这是非常难的事

情。那么这个故事中真预测点在哪里呢？就是最后的那个省略号。

文章为我们呈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男孩放风筝，风筝线不够长，他看

到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在风中飘，所以剪了一段，来做风筝线，这个故事是完整

的。第二个故事，鸟妈妈晾晒小鸟的尿布，找不到晾衣绳，正好看到胡萝卜先生

的胡子在风中飘，这个故事只呈现了一半，那么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怎么样？是

不是预测点？是的，这是一个牛刀小试的预测点，真正的预测点就是后面第三个

故事，这是真正的预测点。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文章，后面呈现三个故事，这是

比较稳固的一种结构，而且三个故事的写作逻辑都是有规律的，才能形成反复结

构的三个故事。所以真正的预测点就是文本的留白点，而不是针对课题去预测，

针对故事的第一小节去预测。除了留白点是预测点之外，在课程接近尾声的时候，

可以找来其他一些故事，呈现题目，让孩子去预测。就像今天我朋友那篇微信小

说，因为孩子们都没读过这个故事，所以我才能呈现一小节，然后再推测故事的

发展，这是一种真预测。

第二，促进高品质思辩的表达支架如何搭建？就像这样的课，孩子们不能只

是把这故事后面会如何发展说出来就行了，我们还要去追求高质量的表达。如何

去搭建支架呢？我的观点就是用好文本，刚才文中的几个故事，它的写作的逻辑

表达是有规律的，这样才能形成反复结构的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让孩子对已经呈

现的两个故事作比较，去观察，提炼出格式。然后在第三个故事预测和创编的时

候，就运用这样的表达逻辑、表达格式来进行创作，这样它的表达品质就比较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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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这两个故事都是先写在什么地方，然后写谁在干嘛，接着写他遇到什

么困难，再写他看到了什么。有一句话，前两个故事中一字不差，我们可以预测，

第三个故事也有，也一定要有，哪句话呢？胡萝卜先生的胡子刚好在风里飘动着。

第一个故事有，第二个故事也有，于是我们推测第三个故事必须有。这句话可以

原封不动，直接挪下去，就形成了反复结构的故事，所以要为孩子搭建预测表达

的支架。

第三个问题，学科德育如何渗透？现在非常关注学科德育的问题，我们语文

课任重道远，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语文课怎么潜移默化、落雪无痕

去做好渗透呢？我认为可以跟预测结合起来，比如说当胡萝卜先生知道自己的胡

子能够帮助那么多人，你觉得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学生预测它的结局，胡

萝卜先生知道自己的胡子那么有用，别提有多高兴了。哪怕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有没有价值？完全有价值，就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能够帮助别人做一些事情，

是非常快乐的。这就是学科德育，当然这还不是最高明的，因为比较直白，最高

明的是，从那一天起，胡萝卜先生早上刮胡子的时候，都会故意留下一根。这样

的结局非常非常高明，很有艺术性，很有文学性，学科德育也渗透其中。你可以

追问，为什么让胡萝卜先生刮胡子故意留下一根呢？他一定会说，胡子可以帮助

更多的人，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德育渗透。

第四，学习兴趣如何激发？预测单元也好，批注单元也好，如果老师太功利

太机械，学生其实是没兴趣的。尤其是批注。很多老师都把批注单元上成了批注

训练课。比如这篇文章就是一则非常有意思的童话，如果你只做预测，那一点味

道都没有。学习情境如何创设？如何去激发孩子的积极性？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

一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今天我们来预测，谁故事预测的好，老师就把你的

故事寄给王一梅。这能不能促进孩子的一种预测的欲望和积极性？是不是可以评

选预测之星？是不是可以评选小诸葛？对于第三个故事，我们可不可以小组合作

把它演出来？因为三年级的孩子对于表演我认为还是很感兴趣，教学的策略和形

式可以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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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学习成效评价如何落实？现在非常提倡教、学、评一致，预测单元也

要一样，评价表的设计运用自评、互评、师评、小组评等，通过评价表来落实。

最后一个是如何做好文本阅读应该做好的事情？我们要“重”要素，但是不能“唯”

要素。如果一堂课只看见了预测而丢了其他，那是非常可惜和单薄的。这么美好、

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剖析这个故事有意思在什么地方，这些

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做的，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第二个话题，新世纪的思辩课堂，我从六个方面做一个分享。先看第一个，

什么是思辩课堂？我们所指的思是高品质思维，指向高阶思维。什么叫基础性思

维和高阶思维呢？下面这张表大家可以看一看，高阶思维指向应用、分析、评价、

创造，最高境界就是建模，其实就是发现规律，提取规律，建造模型。我们的辩

中间是个言字，很少见，一般提思辩中间就是点、竖撇那个思辨。那个思辨我认

为仅仅只是思维，而我们这个中间是言字，所以它是高质量表达。最宽泛的解释

就是说出来，引导孩子高质量地说出来，从形式的角度思辩，课堂可以有辩论的，

辩论是思辩，质疑是思辩，讲故事也是思辩。

陈尚荣所长说，思辩课堂要让每个孩子讲好故事。这次邀请陈尚荣先生来参

加我们的论坛，他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他说，新世纪每个孩子都有一

个话筒，新世纪发给每个孩子一个话筒，当然这个“话筒”是加引号的。什么意

思？就是鼓励每个孩子都自信表达、大胆表达、高质量表达，演讲、朗诵、安慰、

解释说明也是四点。所以我们搞校庆活动，不搞其他的，就是朗诵会，下次也有

可能是演讲会、故事会等等。所以在课堂中的表现就大家各抒己见、滔滔不绝、

阐明观点、自圆其说。

孩子表达有好几套基本格式，比如先表明观点，我为什么认为这是对的；我

为什么赞同某人的观点；结论先行，然后去寻找依据，自圆其说，这就是思和辩

的关系。两句话，第一句，思是辩的内核，辩是思的外壳；第二句，是我们自己

提炼的，思而不辩则枉，辩而不思则妄。

有人说，一个经常说错话的人有什么特点？往往就是嘴巴反应比脑子快，当



14

一个人嘴巴反应比脑子快的时候就容易出错。所以又有一句话来勉励我们，不论

说话还是做事，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这就是思和辩的关系。什么是思辩课堂呢？

这个界定非常简洁，基于素养导向的追求高品质思维能力和高质量表达能力发展

的学科实践主阵地。这句话里很好的把我们新课标、新课程理念的两个关键词融

合进去，第一个就是素养导向，第二个就是学科实践，这两个关键词老师们有很

多文章可以做。

第二方面，学校为什么要积极践行思辩课堂？任何一所学校要创课程、品牌、

教学品牌，一定是跟学校要培养怎么样的人相关的。我分三点讲，第一个点，塑

造新世纪毕业生形象的有效路径。任何一所学校在顶层设计中都会设计好这所学

校的毕业生形象，经过 6年培养，我们的毕业生具有怎样的精神、长相、基本

能力、基本素养。我们学校里面有个关键词，“小外交官式”的气质少年。前面

的定语有“中国心、世界眼”，中国心就是爱党爱国，世界眼就是放眼世界格局

大小、视野大小。外交官式就是具备外交官的基本素养和特质，不是真正培养外

交官。

我们用四种动物来诠释他的特质，外交官式的人应该像猴子般敏捷，能言善

辩；有狮子般强健的体魄，有骆驼般坚毅的精神，不会轻易被困难击倒；有海豚

般优雅的气质，那些发言人、外交官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学校有四大吉祥物，

猴子、狮子、骆驼、海豚。我们是外国语学校，我们培养的是小外交官式的人。

去年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外交学院前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大使来到学校，

他是真正的外交官，在 5个国家担任过大使，他来跟我们的小外交官面对面分

享外交见闻、外交故事分享会的最后，袁大使向我们的小外交官提出 5点希望，

我们称之为五皮精神。

袁大使说，外交官应有的五皮精神，一、翻破书皮；二、磨破脚皮；三、想

破脑皮；四练破嘴皮，袁大使说真正的外交官，在真正的外交场合，为了国家利

益，要善于撕破脸皮。我们认为对于孩子而言，在学校里边，他面临的都是同学、

伙伴、朋友，不论遇到什么矛盾，都不应该撕破脸皮。所以袁大使提五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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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抓落实，抓好四皮。特别关注字号特别大的这两屏，因为这就是思和辩，这

是一条依据，我们要践行。

第二点，这是对高质量实施国家课程的有益探索。国家课程的地位不容撼动，

具有绝对权威性。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不提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这个提法是有

问题的，所以一般现在提的是国家课程的高质量实施，关注学科育人价值，高质

量实施国家课程，这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积极回应。

202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第五部分“深化教学改革”中明确提

出：要坚持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推进综合学习、落实因材施教。我们再看

新课标，对目标迭代决定学习变革，最早我们提的是“双基”，就是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后来迭代了，变成了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当下又迭代到了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就是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关键

能力，这些大家都要有了解，这样才能引导好我们的学科实践。第三点，实现学

校高品质发展的必要路径。一所学校优化课堂教学，打造课堂品牌，一定是跟学

校持续高品质发展息息相关。

第三方面，当下学生思辩的普遍性问题，一共有四点。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

己的课堂，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提出了思辩课堂的基本目标。

用一句话来说，让每个孩子尽可能才思敏捷、能言善辩。跟核心素养相对应，才

思敏捷就是思，能言善辩就是辩，才思敏捷就是思维能力，能言善辩就是语言运

用。

分层目标，最基础的就是思辩的规范性，这是打实思辩基础，低年级的老师

在课堂中要特别关注去引导和规范。低年级孩子回答老师的问题往往有“冒词”

现象。什么意思呢？当老师提个问题，孩子往往用一个词语来作回答，比如今天

星期几？星期六，这是一个词，也有更简单的 6，虽然不影响交流沟通，但是对

将来高品质思辩能力发展是不利的，也就是基础不牢。所以我们老师一定要提醒

他，能把话说完整吗？再给他一次机会。今天对于五年级的学生，尤其第一节课，

我相信老师们能够感受到，我非常关注五年级孩子思辩的准确、清晰、完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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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不是说得越多越好，言简意赅，把话说直白，其实

都在打基础。

第二个目标是辩，思辨的艺术性。我们要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现在对学

习的深度都很重视，但是有一点，广度要注意见多识广，厚积薄发。一个人的思

辩有艺术性，就要像蜜蜂酿蜜一样，飞的路程远了，采的花粉多了，酿出的蜜才

香甜。你叮着一朵花，拼命采，有用吗？没用。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对于儿

童阅读、儿童学习而言，读的广、学得广要比读得深、学得深有价值，因为这是

思辩的基础。当下要加强跨学科学习，从不同学科学习中汲取精神养分，让自己

的思辩更加圆融，丰富积淀，促进圆融。所以思辩往往给人美的享受。最高层级

是思辩的修养性，加强五育融合，落实学科德育，让别人觉得这个人素养很高，

海豚般优雅，彬彬有礼。

第五方面，思辩课堂的操作范式，我们经过四年研究，这个成果目前已经获

得了杭州市的一等奖、浙江省的二等奖。我们学校非常自豪的是，连续两届获得

国家级的基础教学成果二等奖，小外交官课程连续国家级二等奖也很难得。我们

这一次的思辩课堂刚刚进行，省规课题立项，经过几年研究，我们要去冲击国家

级的奖项，更高级的奖项。这张图表大致可以说明白思辩课堂的六大基本板块，

任务驱动思辩、质疑促进思辩、自主尝试思辩、合作深化思辩、练习巩固思辩、

迁移内化思辩。

第六方面，思辩课堂关键路径是哪些。第一，思辩课堂的基本板块是对应的，

第一条路径就是要创设好高质量的情境任务或者问题。一堂课问题不是越多越

好，如果类似于那种，你叫什么名字啊？这篇课文有几段啊？第一段几句话呀？

这样的问题，孩子们不假思索就能对答如流，这样的问题再多都没用，因为不具

备领导力，不具备探究性和激励性。所以在我们学校，老师备课有一个硬性任务，

要备好思辩问题群。

什么叫思辩问题群？举个例子，这是 95年我参加全国赛课获一等奖的《狼

牙山五壮士》。主问题一个，统领全课，四个子问题有备无患，子问题备着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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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当你发现孩子们在探究解决主问题的时候，出现困难了，遇到问题了，用

子问题去点一点。举例，比如有个孩子说，老师我从五壮士跳崖前把从日本鬼子

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这个举动当中感受到五壮士的英雄本色。诶，我觉得孩子

理解有偏差，于是我用第四个子问题去点了他一下，把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枪

砸碎了，那要是这个枪是我们自己的，砸还是不砸？孩子第一反应，那不砸的，

为什么？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从小要爱护公共财物。

我这样一问，有孩子顿悟了。还是要砸的，因为五壮士知道自己跳崖了，知

道自己快要牺牲了，他不想让日寇再拿着武器去伤害我们的同胞和百姓，所以不

管这个枪是日寇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都是要砸的，这就是英雄本色，壮士情怀。

再举个例子，《景阳冈》主问题，施耐庵是如何体现武松的智勇双全的？我设置

这样几个子问题，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孩子的思维是有局限的。研究武松老盯着武

松，忽略了老虎。施耐庵心里很清楚，把老虎刻画得越凶猛，就越能衬托武松的

智勇双全，侧面衬托。怎么办呢？我有第三个问题，这是一只怎样的老虎？施耐

庵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刻画老虎？但是课堂上我有更高明的呈现方式，那节课我

是这样呈现的，我说大明老师也打过老虎，你们信不信？不信。有图有真相，请

看大屏幕，大明打虎。然后我说，你们觉得大明老师英勇吗？学生马上嗤之以鼻，

这有什么英勇啊，你打的是纸老虎。哎，好，那你们明白什么了？马上有学生顿

悟了，我们不能只盯武松，还要去盯老虎，所以施耐庵的侧面衬托自然就浮出水

面了。

这个是主问题，我们还有情境任务，这也是新课标，非常提倡学习情境的创

设。我很自豪的是，其实关于学习情境的创设，我 25年前就开始实践，在全国

各地讲课，我很多课都是在创设学习情境，比如说这是一课《“精彩极了”和“糟

糕透了”》。还有《景阳冈》，我创设的情境是如果武松还健在，他一定会到人

才招聘市场去应聘，那么他的自荐书该怎么写？就是一个情境性的任务。

第二，引导学生提出好的问题。皮尔士说，探究始于怀疑，止于信念。爱因

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一个人一旦心生疑问，其实他心里最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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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把这个事情弄得水落石出。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叫八卦，为什么人那么喜欢

八卦？因为他心中有疑问，有不解，所以要东打听西打听，希望早点能够弄个水

落石出。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让学生提出问题，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机会保障，

就是要让学生让他们有提出问题的一种意识；第二个是方法指导，通过一定的方

法指导让学生提出好问题、真问题。

我举个例子，《黄山奇石》，老师呈现课题后问，读了课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想研究什么问题吗？有两个孩子提了问题，第一个问题，黄山在哪里？第二

个问题，黄山为什么会有奇石？年轻老师没经验，因为他心中虽然很期望学生提

出那个问题，但确实没有提出来。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引导，只能说，哇，你们太

厉害了，提了那么好的两个问题。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

其实也是没底的。如何引导呢？比如，黄山奇石四个字中，你们认为最关键是哪

个字？奇！孩子们提出好问题是有方法的，我们抓住最关键的字提问往往就能提

出好问题，有的方法引导他一定能提出来。

黄山奇石奇在哪里？课文如何体现黄山石头的奇？抓关键词提问，抓中心

句、关键句提问，抓矛盾点提问，都是方法，这样的方法要指导到位。

第三，思辩课堂，要鼓励学生用语言还原思维过程，虽然学习是重结果的，

但是我们要更重过程。思维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教、学、评一致，我们

要努力让思维可视、可感、可评价。唯一的路径就是当学生呈现思辩成果以后，

你要让学生还原思维过程和学习过程，从而看见思维、看见学习。你这个想法很

有意思，你能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你能告诉同学你是怎么

推算出来的吗？这就是引导学生用语言还原思维，这样的话要多说。

第四，努力夯实独立学习。独立学习就是初步对话，收集信息，尝试思辩；

从而辩之有物，有话可说。第五，积极践行合作学习。通过小组分享，组内交流

完善成果。小组学习的时候大家又都练了一遍，所以全班分享的时候就更加自信，

更加具有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第六，积极探索思辩好作业。每节课都要有

好的作业去巩固思辩成果，作业一方面是思辩的支架，探究的工具，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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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巩固的瓶颈。

第七，最后一点，努力达成“教学评一体化”。在我们学校人人都是评价者，

教师会把评价权还给学生，所以很多课堂中学生就是评价者。举一个最夸张的例

子，a发表完观点，老师不评价，老师请 b同学，你觉得 a同学表现的怎么样？

b同学评价完了，老师请 c同学，你觉得 b同学刚才评价 a同学的那番话说得

怎么样？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只要你有这样的意识，我相信学生都能成为

评价者。引入技术进行数智评价，在我们六楼有一间教室，上面有设备，不管是

谁，到里面去上一堂课，只要把机器打开，你结束以后有很多数据都能出来。当

然，这里的系统是针对我们思辩课堂应该是怎样的，按照思辩课堂的维度给你做

出评价。利用现代技术，我们要做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思辩、以评促

素养。思辩课堂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中有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最后发表一个观点，我们要努力创造我们的价值。我们都是人民教师，我始

终在坚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有趣的灵魂，老师要有趣一点，有意思一点，就能

成为孩子的偶像。如果你成了孩子崇拜的偶像，教育教学就能收获事半功倍的效

果。

谢谢大家，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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