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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非预设事件能否对课堂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取决于教师是否处置得当。当非预设事件发生时，教师
应当针对不同的事件采取相应不同的策略，恰当处置。教师的处置可以从五个方面展开利用环境资源，转化干扰；发现

学生长处，肯定鼓励；发现预设缺陷，补救完善；发现学生偏误，积极引导；发现教师不足，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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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成课程”的教学理念下，课堂是开放的、互动的、
动态的、多元的教学形式，随时会发生一些教师预料之外

的临时事件，这些临时事件，教师没有事先准备好应对预

案，不在教学计划之内，是非预设事件。课堂非预设事件

会影响预设的教学进程，但是，这种影响会是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取决于教师对非预设事件的处

置方式。因此，教师应充分重视课堂的非预设事件，对不

同的事件采取相应不同的策略，积极应对、恰当处置。

１　利用环境资源，转化干扰
课堂环境非预设事件本身与教学内容无直接关联，

这些事件往往会破坏课堂正常的环境、干扰教学秩序，但

是，教师如果能善于发现、挖掘这些事件中的有利因素，

不仅能维护教学秩序，还能将非教学资源转化为教学

资源。

［案例１］　一堂政治公开课。电脑刚一打开就发生
故障，精心准备的多媒体课件无法使用，课堂气氛顿时十

分紧张。做了一些努力后，故障仍无法排除，教室里开始

骚动。这时，教师从容地关掉电脑，然后“故作神秘”地

说：“同学们，请安静，这就是我给大家上的一堂课。”这句

话使课堂顿时安静下来。“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很努力

地做一件事情却总不能成功，因为当我们发挥主观能动

性的时候总是要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不是当

我们遇到困难时，就可以放弃妥协了呢？”“不，我们要更

加努力”，“我们要用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学生们顺

着老师的提问回答。“对，现在电脑坏了，我们不能借助

它来上课，但老师要使出浑身解数决心把这堂课上得更

好、更精彩，大家对老师有信心吗？”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

回答老师。然后，教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本堂课的主

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接下来整堂课

流畅自如，学生们兴趣盎然。课后，有一位学生还悄悄地

问老师：“老师，电脑是不是没坏呀？”［１］

这个案例中，所发生的非预设事件对课堂教学的影

响很大，学生的情绪也显然一时难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来，这位教师通过巧妙的语言调控，化解了课堂危机。将

非预设事件作为教学内容的导入语，成功地将课堂从意

外事件发生的混乱阶段转入有序的教学阶段。

２　发现学生长处，肯定鼓励
有些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很突出，他们会比其他同

学学得更多、更快，也会用连教师也想不到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这时候，教师应该对他们的表现加以肯定和鼓励，

切不可因为他们与其他孩子的不同，或者由于他们的超

前会打乱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而压制或否定，这样会严

重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案例２］　小学数学课“圆的周长”。教师的预案是
先让同学讨论如何测得圆的周长，然后引导同学得出圆

的周长计算公式。在几位同学说出他们的方案后，有位

同学站起来说：“只要用圆的直径乘以 ３．１４就可以了，
３１４是圆周率，书上是这么说的。”这位同学把本节课要
学习的内容全都讲完了，老师始料未及，但是，老师肯定

了这位同学，说：“这位同学能主动学习，课前预习，是很

好的习惯，值得表扬。”然后，继续提问：“还有多少同学知

道圆周率？”竟然有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于是，老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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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真好，有这么多同学都提前预习了。”再提问：“那

么，同学们知道圆周率是怎么得来的呢？结论可靠吗？

你们验证过吗？”连续几个问题后，同学们一脸茫然，老师

便引导进入公式论证环节：“我们就来验证一下书上的公

式，并且看看我们还能用这个公式解决什么问题。”［２］

在案例２中，学生的表现属于“先知型”，他们会提前
预习，但在一个班里，只有部分学生会做到。老师的应对

策略是，首先肯定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然后进行调查，

了解全班同学的情况，最后抛出新的问题，显然，老师根

据课堂的新情况对原有的教学方案进行了调整。这样，

全班各种情况的学生都得到兼顾，“先知型”学生的知识

也得到巩固，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同时倡导了良好的学

习方式和习惯。如果老师因为学生打乱教学计划，进行

否定的消极评价，说：“就你厉害，还有别的同学不知道

呢。”然后，不顾学生实际情况，继续按自己的计划授课，

课堂效果可想而知。

［案例３］　小学数学课，教学内容：“线段、射线与直
线”，教学片段：

师：同学们把手电筒和太阳射出来的光线，都可以看

成是射线，大家还能举出例子吗？

生Ａ：手电筒和太阳射出来的光线不是射线，是线段，
因为被东西挡住了。头发是射线。（全班大笑）

师：那我们来假定一下，假如你的头发都是朝着自己

的方向笔直地生长，再假如你长生不老，而且永远不理

发，那么你的头发就是射线。

生Ｂ：老师，我认为知识是直线。因为直线是无限长
的，而知识也是无止境的。

生Ｃ：不，知识是射线。我们学习知识总有个起点，从
这一个起点无限延伸所以，知识是射线。

生ｖ：我认为知识是线段。一个人的学习，总是有始
有终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生Ｅ：对，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是线段，如果人的生命
是射线那就好了。（欢笑）

师：或许，对于某一个人而言，知识是有限的，好比是

线段，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知识是无限的，永无止境。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在有限的生命里，从无限的

知识中汲取更多的营养［３］。

这个案例中，学生的表现属于“创新型”，他们的思考

不拘泥于一般的框架，这是特别宝贵的创新精神的表现，

教师应好好爱护并培育，而不是用固定的思维去限制、禁

锢他们。

当老师“手电筒的光线是射线”的举例被学生否定

后，老师并没有勉强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反而从学生的

角度去解释他们的举例，学生思维、课堂气氛都很活跃，

教学内容也得到深化。

３　发现学生偏误，积极引导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这是一

定的，从这个角度说，学生的学习偏误是具有预设性的，

但是，具体出现什么样的偏误，则不全是教师能预料到

的，具有非预设性。学习偏误是教学效果的一种反馈，既

反映了教学难点，也反映了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因此，

教师不能要求学生不犯错误，而是应该积极引导，在纠偏

中不断进步。

［案例４］　一位教师在教学《难忘的泼水节》，学生
们都沉浸在泼水节所营造的欢乐气氛中。突然有一位学

生问：“老师，现在地球上的水资源越来越少了，傣族人民

要泼掉那么多水，这不是在浪费水资源吗？”这一问题显

然出乎大家的意料。就在所有人为之瞠目的时候，老师

却立即对这位学生大加称赞，说：“很好，很有环保意识。”

并请学生再读全文思考：泼水节这一天人们为什么特别

高兴？这里的“水”到底还有什么含义呢？学生经过一番

的讨论，最后明白了这清洁的水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资源，

它还象征着尊敬、友爱和祝福。他们相信，爱水的民族肯

定最懂得水的珍贵［４］。

课文记述了１９６１年周恩来总理与傣族人民共渡泼水
节的难忘时刻，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感人故事。学生的提

问不能说是错的，而是与文章的思路和主题相悖，是离题

的，对文章的理解有偏差。教师首先正面肯定学生，然后

引导学生围绕课文理解水在泼水节的含义，使学生受到

了一次民族文化的熏陶，成功地让一个离题的问题回到

课堂教学的目标上来。

［案例５］　数学应用题“某旅馆有２５间双人间，４５
间三人间，这个旅馆一共可住多少人？”这是一道简单的

三步应用题。大多数学生很快列出了正确的算式：２×２５
＋３×４５，而有一个学生却这样列：（２５＋４５）×２×３。老
师把这两个算式写在黑板上，让全班学生判断。对于第

一个算式，学生们一致赞同，而对于第二个算式，却一致

反对，出错的那个同学很不好意思。老师鼓励这位同学

说：“你是怎么想的呢？”请这个出错的同学讲讲自己当时

的思路。原来，算式中（２５＋４５）×２是把７０间房间全看
成了双人间。老师马上抓住这个思维的火花，说：“这是

一个新的思路。”启发这个学生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结果，他不但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之处，而且还列出了正确

的算式：（２５＋４５）×２＋４５。在他的启发下，大家又找到
了另外几种不同的解法［５］。

在课堂练习或课堂问答中，学生答错题是再正常不

过的，一般的做法是找到出错的原因，以发现学习中的薄

弱之处。案例５中，老师先询问学生的想法，找到错误的
原因，可贵的是，还在错误中找到新的出路。

４　发现教师不足，及时修正
课堂教学中，学生会出现偏误，这是正常的。因为任

何人都会存在知识盲点，因此教师也会出现失误，或者有

些问题不能回答，这也是难免的。当教师出现失误，并被

学生指出时，教师应该坦诚接受，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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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６］　一堂数学公开课，教学内容：七年级数学
“图形的全等”。

师：一块三角形的玻璃打碎成如图的三片，如果要到

玻璃店去重新配一块与原来一模一样的三角形玻璃，你

知道应带哪一块碎玻璃去吗？请说明理由。

经过一阵讨论，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应带③号玻璃，并
且说可以通过ＡＳＡ全等的判定方法去配到相同的玻璃，
老师也满意地点点头，这时一名学生举手。

生：老师，我认为一块也不带，谁配玻璃带破玻璃

去啊！

听了他的一番话，全班傻眼了，这时有些学生也说：

是啊，这种情况不太符合实际。

师：这个问题难住了老师，有挑战性！那不带玻璃，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块玻璃配好呢？

学生马上进入思索状态…… ［６］

这个案例中，学生的回答完全推翻了老师的前提，如

果老师这时仍然坚持原来的方案，甚至摆出教师的权威，

反而有损教师的权威，不能使学生信服。案例中老师的

处置方法是适当“露拙”，非常诚恳地承认事实，然后与学

生一起共同探讨新的解决方案。

５　发现预设缺陷，补救完善
每一节课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要求学生掌握的知

识点，教师会设计好教学步骤一一解决，但是，在这些具

体的教学任务之外，往往会有一些问题是教师事先没有

考虑到的，是预设盲点，而这些问题，有时候与教学任务

紧密相关，甚至是课堂最后结论的前提。这些问题会让

教师感到措手不及，但仍然应当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完善

预案不足，不留空白、不留遗憾。

［案例７］　初中化学课，教学内容：“可燃烧物燃烧
条件的探究”，学习知识点：“使可燃物燃烧的条件之

一—必须与氧气接触”。教师做实验，在试管内放置白

磷，先注入二氧化碳，白磷不燃烧，然后注入空气，白磷燃

烧，学生基本上按照教师引导，得出结论：白磷是因为与

空气中的氧气接触，所以才会燃烧。有一个学生突然举

手说：“老师，你注入的不是空气吗？空气中又不只有氧

气，还有那么多氮气，为什么不是氮气在助燃呢？”老师当

时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老师

之所以没有正面回答学生问题，是因为这位老师没想到

学生会提这样的问题，在他的知识结构中，空气中氧气助

燃，这是一个特别简单而当然的命题，学生提出的问题恰

恰是教师实验设计的一个漏洞，老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

答。课后，教师重新设计了一个实验，制得一管氮气，按

原来的操作程序再做一遍实验，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答复：

氮气不支持白磷的燃烧，强化“空气中的氧气支持白磷燃

烧”这个结论［７］。

［案例８］　学习《孔雀东南飞》时，老师讲到“揽裙脱
丝履，举身赴清池”，有学生问“为什么要脱鞋跳河？”这一

问题让老师吃了一惊，因为老师也没有仔细品味刘兰芝

跳河之前为什么要脱鞋，诗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细节。

老师稍作迟疑，然后说：“是呀，为什么要先脱鞋呢？刘兰

芝跳河与一般跳河自尽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诗歌为什

么要把这个细节交代得这么清楚呢？”学生纷纷发言。有

的说，刘兰芝是让这双鞋给人们报信，万一自己尸首找不

着，人们也知道自己是投河自尽的；有的说，刘兰芝不想

让人认为她是失足落水；有的说刘兰芝这一跳是她成熟

思考的结果，并非一时冲动；有的说从动作可看出刘兰芝

对生命充满了留恋……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最后教师总

结：大家说得很精彩，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表现了刘兰芝

的从容、决绝，来时清白，去时干净，她要告诉世人，她是

忠贞的［８］。

这两个案例中，学生的提问触到了教师预案中的盲

点。教师的处置策略是不一样的。案例７采取了延时处
置策略，先把问题放下，课后再去思考解决。案例８中，
教师在学生提出问题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在学生提

问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然后把问题抛回

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讨论，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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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习与研究，２０１１（１６）：６９－７０．

［７］王愫懿．将“非预设生成性问题”转化为有效教学资
源［Ｊ］．中学化学教学参考，２０１１（８）：２９－３０．

［８］王东新．教师应对非预设问题的策略简论［Ｊ］．读与
写，２００９（８）：１４３．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