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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引入课堂，课堂走向生活 ①

周　婷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将生活引入课堂，让课堂走向生活是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知识的
简单传授，过分关注升学率，从而忽略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有机联系、不利于学生成长。“课堂教学生活化”强调课

堂教学对生活素材的利用，创设生活中的情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小学课堂教学案例二则，对课堂教学生活化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思考，以期更好地实现课堂教学生活化，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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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一　某小学数学课。阳老师在人教版小学六年

级数学《百分数》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完百分数的意义、读

法后，要求学生读出自己在生活中搜集的百分数实例。

学生们踊跃发言，大声读出自己搜集的食品袋上各种成

分的百分数，读出衣服标签上的百分数，读出饮料瓶上的

百分数等等；学完这堂课的重难点后，阳老师举出了这样

一些数据：一次性筷子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的森林覆盖

率高达６５％，但他们的一次性筷子全靠进口；我国的森林

覆盖率不到１４％，却是出口一次性筷子的大国，看到这些

数据后请谈谈感想。学生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很多学

生都想到了环保。这样的教学方式既巩固了本堂课的学

习目标，也很好地与生活结合起来，提高了教学质量，实

现了课堂有效教学。

案例二　某中学英语课。在新目标英语七年级 Ｕｎｉｔ

３的教学中，新词组“ｅｘｃｕｓｅｍｅ”本来是一个在日常生活

中经常要用到的词组，但文老师却只是带读几遍，然后就

要求学生将这个词组和其他单词一起听写。对于一个刚

刚步入初中的学生来说，这样的学习方式无疑是枯燥无

味的，学习效果定打折扣。

案例分析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提出“教

育即生活”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与生活是一个有机整

体，脱离教育的生活是不明智的，脱离了生活的教育则是

不完整的。案例一中的阳老师注重教育与生活相联系，

无论是要学生提前准备生活中有百分数的物品还是将环

保案例知识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来，都是教育与生活紧密

结合的好例子。案例二中的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

和教学效果与阳老师相比则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她在教

学过程中并没有注意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导

致学生很难产生英语学习兴趣，也很难达到理想的学习

效果。笔者认为，文老师可以创设问路或借东西等情境，

让学生先学习“ｅｘｃｕｓｅｍｅ”这个词组，然后进行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口语交流与训练。如此，联系实际生活的英

语课堂教学，效果可能会更好。

１　生活引入课堂与课堂走向生活之理解
早在１８９７年，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一文中就宣

称：“我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

备。”这个信条成为杜威始终坚持和践行的教育哲学信念

之一［１］。当今社会，有种不太和谐的言论“读书无用论”，

认为有些人书读得多，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是实践能力

差，高分低能，于是，便宣称读书无用。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实际的

脱节。学生觉得所学知识与平常生活联系少，感知不到

所学知识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如果在教学中坚持贯

彻“生活引入课堂，课堂走向生活”理念，相信这样的教学

实践将会得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

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教材是师生对话的一个参

与者、引导者。在教学中，教师把课堂教学内容与实际生

活有机结合起来，从学生熟悉的实际生活出发，使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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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理解、体会知识［２］。教师

应该在深钻教材的基础上，留意生活中与教材内容相关

的实例，让学生在课堂上有一种教师所讲的正是自己困

惑的问题从而有想解决问题的渴望，这便是生活引入课

堂，课堂走向生活。

践行“生活引入课堂，课堂走向生活”的教学理念，要

求教师不但要备好教材本身的教学内容，还要注意所教

内容的更新。要关注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

系，意味着教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课堂教学准

备。案例一中阳老师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联

系，就是很好的例子。

２　生活引入课堂与课堂走向生活之现状
上述案例是中小学教学活动中的两种不同教学理念

的缩影，许多教师已经开始注重课堂教学的生活化，但还

有许多教师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上，主要表现为：

２．１　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教学与生活的联系

对于现在某些科目所用的教材，一位高中生是这样

评价的：“教材是常常煞有介事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却不得不读、不背的东西；不给人任何美感，却让人强行

接受的冷血动物；是很多学生最不爱读却又读得最多的

书，是最畅销最不受欢迎的书。”［３］为何教材受到学生如

此“诟病”？一是因为书本知识脱离学生生活；二是在“一

考定终身”的高考指挥棒下，许多学校，特别是高中学校，

为了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一味地传授书本上的

理论知识，忽略了与生活的有机联系。如有些学校在高

二时便连理科规定的实验课都不做了，只是让学生记住

实验结果，如此教学就会使学生很难在学习中感知到学

习与生活的联系。

２．２　过分关注升学率，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方面，升学考试科目被重视，其它科目包括社会实

践活动被冷落，造成学生知识体系和思维能力畸形发展；

另一方面，教学中只关注少数学生，忽视了对多数学生的

培养，将大多数学生不负责任地推向社会，任其发展，进

而导致全民族整体素质下降［４］。正是因为学校只关注升

学率，唯成绩论便大行其道，在小学阶段还有些老师像阳

老师一样善于发掘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但到了

初高中阶段，过分关注应试考试，就很难顾及到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了。

３　生活引入课堂与课堂走向生活之意义
教育必须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体验和实践，以及主

动尝试与创造来完成，才能让学生乐学、好学，获得知识

和能力上的全面发展。

３．１　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当学生对某件事物发生兴趣时，注意力就集中，思维

就更加敏锐。什么知识让人感兴趣？与自己的实际生活

联系最紧密的便是让人最感兴趣的。笔者在英语新目标

七年级上册《Ｕｎｉｔ７Ｈｏｗｍｕｃｈａｒｅｔｈｅｓｅｐａｎｔｓ？》的教学中，

将教室布置成一个卖场，学生分组分别担任每个摊位的

卖家或买家，他们十分兴奋，兴致非常高。学生对于这样

的活动以及学习目标语言“Ｈｏｗｍｕｃｈ．．．？”非常感兴趣，

因为买东西是和他们的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有了学

习兴趣，便有了学习热情，便愿意主动学习。

３．２　有利于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从教材上讲解重难点，学生有时难以理解。比如数

学课堂教学改革，应强调“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知识

经验和生活背景出发，在研究现实生活问题的过程中理

解数学、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５］。案例中，阳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从学生的知识经验出发，在学完百分数的读法

后，请学生读出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百分数。这样可以让

学生很好地理解百分数的读法、用法，也能让学生更加留

意生活中的百分数，更好地促进了课堂有效教学。

３．３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学习最根本的途径

是活动，活动是联系主客体的桥梁，是认识发展的直接源

泉。课堂教学中应注重知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笔者曾听过这样一堂课，学生学习丈量

土地时，教师把学生分成若干合作小组，测量学校操场的

长与宽，测量跑道的长度，测量教室的面积等，在学习小

组间开展竞赛。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测量，分别进行

计算，比较估测与实测的误差。学生在完成任务时，既获

得了成功的体验，又培养了实践操作能力。

４　生活引入课堂与课堂走向生活之践行
“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我们的课

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这是陶行知先生在长期教育

实践中对课程思考的结晶。他强调以生活为源头，主张

“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

向上的需要而教育”［６］。那么我们如何做到“生活引入课

堂，课堂走向生活”呢？

４．１　利用生活中素材，激发学生兴趣

教材虽然高于生活，但也源于生活。一个追求自身

专业发展和学生素质提高的老师，在备课时应注重找教

材与生活相联系的素材。如案例一的教学方式就是一种

有意义的教学活动，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加以训练，从学

生感兴趣的实物、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入手，才能使学生

“想学”“乐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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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教学内容的安排，采用直观语言、实物演示、游戏、

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使抽象问题具体化，做到书本知识与

生活实际相联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７］。

４．２　结合生活体验，促进知识迁移

教师在生活上的经验比学生丰富得多。怎样利用生

活中的经验，促进学生知识的迁移？我曾经听过这样一

堂七年级的生物课“探究植物细胞吸水和失水”，老师先

联系生活实际：青菜放久了变得萎蔫；糖拌西红柿时盘子

里会出现很多水；市场上卖青菜的商贩不时地给菜洒点

水，保持青菜的水分。这样几个事例说明了植物细胞既

能吸水，也能失水。然后老师再联系细胞结构知识，经过

讨论分析，学生很快掌握了植物细胞吸水和失水的原理

在于细胞液和外界溶液之间存在浓度差。可见，在课堂

教学中，老师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更好地促进了学生知

识的迁移，使学生运用书本知识更加自如。

４．３　创设情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情境式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和理解所学知识。

学以致用，知识才能成为一种能力。在英语科的教学中，

当教材正逐渐“生活化”时，我们必须多创设生活中的情

境，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如创设“联谊

会”的情境，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家人、朋友；创设“节日”情

境，在情境中学习中西方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圣诞节

等。总之，在课堂教学中，创设生活中情境，既实现了教

学的生活化，同时，更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８］。

５　结　语
对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生活引入课堂，课堂走进

生活”是很有价值的教学理念。学生的知识、技能通过对

生活的认识和实践逐步形成，教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而生活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于

发掘与生活的联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将课堂教学生

活化，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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