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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情”，建构小学语文“增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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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常小语教学中，非常容易忽视学生的基础学情，目标和过程缺乏针对性。学生历经课堂学习过程后，在知识量、学

习能力、学习内在驱动力上增长量不明确。教师在经过课堂引领后，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缺乏界定。通过课堂“四环节”、评价

“三维度”的“增量”课堂模式实践，帮助师生提升小语课堂学习实际效果，构建相对高效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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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Incremental Classroom" of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 Based on "Learning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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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aily small language teaching, it is very easy to ignore students' basic learning, and the goal and process are lack of 

pertinence. After the process of classroom learning, the growth of students' knowledge, learning ability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learning is not clear. After classroom guidance, teachers lack the defini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incremental" classroom mode of classroom "four links" and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we can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the actual effect of small language classroom learning and build a relatively efficien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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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教学实际中，一线教师往往会出现未能将学生的

学情基础与实际语文课堂教学充分结合，在教学设计上缺

乏针对性和方向性，泛化教学目标，对学生的学习生长点

即教学重点的把握不够准确等问题，导致课堂实际教学的

低效。粗略总结，往往是：观念中重视“教”，忽视“学”

的中心没有转变；视语文教科书为“教本”而非“学本”

的结构性调整没有转变；学习方式仍以学生被动接受为主

的状况没有转变；教学评价追求标准化的倾向没有转变。 

经济学上，有“增量”概念，指通过资本运作前后的

金额作为衡量某项投资的效益。资本投入前，与实际运作

后相比较，通过增值的数量和比例来评价资本运营的优劣。

此概念，与实际学习中的初始学情和学后学情，异曲同工。 

基于此思考，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基于学情，建构小

学语文“增量课堂”模式。通过新模式的探索，真实地提

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际效果。 

1 “增量”：实现显性与隐性的双重增长 

与经济学概念不同，“增量课堂”一词中所指的“量”

是学生经历课堂学习后在知识量、学习能力、学习内在驱

动力三方面的有效增长，既是显性增量也是隐性增量。 

知识增长量是指学习者语文基础知识的习得，学习能

力增长量是指学习者听、说、读、写、书五项能力的提升，

这两个指向学生认知发展，是可量化的显性增量。学习内

在驱动力是指学生经历课堂学习后能否保持或提升其学习

兴趣，指向的是学生的情感发展，是暗藏其中的隐性增量。 

因此，笔者认为“增量课堂”是指以学生知识量、学

习能力、学习内驱力增长为目的的教学模式。 

 
图 1  增量课堂教学模式 

2 “模式”：建构基于前测和尾测的“四环节”

课堂 

前测确定学习者在课堂初始之时已有的学习水平，教

师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本课教学目标。尾测对学习

者学习效果、教师教学成效加以验证，同时也是学习者对

自我前测的一种挑战，在这一挑战中实现课堂增量。所以，

笔者从“增量”这一指标提出课堂“四环节”即课堂前测、

目标制定、课堂引领、课堂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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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堂“四环节”模式 

3 课堂前测——确定学习新起点 

根据教学目标，在课堂开始前进行测试。在教学时将

根据学生的当前水平确定学习起点，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

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有效性，促进学生的发展。 

3.1 问卷调查法，探明整体学情 

问卷调查法的普适性较强，教师采用此种方法能在短

时间内迅速了解班级学习者的整体情况，进而对教学做出

调整。问卷调查法可用于教师对学生学情的了解，如入学

前教师对学习者学习情况的摸排。 

3.2 实践操作法，探求多样能力 

由于小学语文教学涉及到听、说、读、写、书等许多

能力指标，教师完全用认知的标准，很难测出学生的能力

来。基于这种情况，实践操作法是指教师以给学生布置实

际任务的方式，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鉴别学生的能力。 

这一前测方式，更适用于朗读教学课堂，以朗读为例，

教师可以提供范读作为一个测评标准，学生与范读之间的

差距可以通过学生之间的互评这种测评手段来认识。 

3.3 学习单检测法，探准教学难点 

学习单检测法是指通过学习单对学生的学情基础做

出一个基本判断。学习单的设计要按照知识的难易程度、

学生的认知规律，有梯度地进行编写，应该符合学生的认

知水平，每个板块之间的容量要基本均匀。 

学习单的适用范围广，可实施性强，识字课、阅读课、

拼音课、口语交际课都可通过学习单方式对学习者课前已

有水平进行评估。 

4 目标制定——找寻课堂新定位 

课堂前测的设计与实施，探知了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

进而为教学目标的确定提供了一定的分析依据。 

比如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利用课堂前测所带来的有力

分析：若整体情况良好，那这一环节的教学速度就会加快，

反之则多花一些时间。对于教材上的拓展类知识点，也从

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学生的反馈教学。如果“吃饱”课堂

普通内容都很吃力，那么肯定要有所取舍。 

课堂前测的加入，为教师了解学习者学习需要提供了

有利依据，也是教师制定教学目标的必经环节。基于课堂

前测的目标制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4.1 针对性原则 

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针对课堂前测中学生所体

现的不足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固有的三维目标制定，提

出与学生学情紧密联系，指向明确的教学目标。 

4.2 可测性原则 

教学目标的确立应当清楚、明确，具有理解的一致性

与评价的可操作性。教师和学习者在目标的理解上要达成

一致，要考虑评价的可操作性。 

4.3 激励性原则 

目标制定时谨遵激励性原则，既促进学生认知水平的发

展，也激发学生情感的热度，保持对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 

5 课堂引领——步入动态性教学 

基于课堂前测的目标制定使得教师对学习内容有了

深入的理解体验，但仍无法完成完整的课堂预设，要求教

师对学习者有所引领以实现课堂的增量。 

其引领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种： 

5.1 靶向式引领 

靶向式引领是基于课堂前测的学情，教学目标的制定

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的精准导向。靶向式引领与实践操作

法的课堂前测相对应，适用于学生听、说、读、写、书等

学习能力提升的引导。 

比如通过前测，了解了孩子们学习的“症结”所在，

在课堂上开展针对性学习，避免已掌握内容的反复。提高

效率的同时，也让孩子们的学习重点更突出，学习效果更

明晰，课堂增量自然而然就开始衍生。 

5.2 提升型学习单 

学习单依据学习目标设计，以提升学生知识量为目标。

根据学生前测学情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基于学生良好的检

测结果而设计的以学生知识量迈向新阶段为目的的学习

单；另一类则是基于学生不理想的的检测结果而设计的以

提升不理想状态为目的学习单。 

5.3 赋权式教学 

赋权式教学是指将课堂话语权归还给学生，赋予学生

自主权与独立权，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以学生为主导

的课堂，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进而实

现学生学习内驱力的增长。 

6 课堂尾测——显现教与学效果 

增量课堂中的增量体现于“学后水平与学前水平”的差

距。课堂前测是对学生学前水平了解，而课堂尾测则是对学

生学后水平的评估，通过两者的差异显现，计算课堂增量。 

6.1 提升式尾测 

提升式尾测是基于学习单检测法的前测方式，在提升



 

2022 年 第 3 卷 第 2 期 

24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型学习单的引领方式下而采用的检测学生知识量增长的

测试方式。提升式尾测对应学生良好的前测效果，是对学

生已有知识量的新挑战。 

6.2 复制式尾测 

复制式尾测是提升式尾测的补充，它同样基于学习单

检测法的前测方式，与提升型学习单引领方式相对应。但

与其不同的是，复制式尾测是针对不理想的前测效果的再

测试，采用的测试单与前测一致。通过前后测效果的不同，

显现课堂增量。 

比如利用生字卡片及拼音卡片。基于前测的了解，尾

测中有意抽取易错字、易错字母，让在前测中表现不佳的

孩子进行二次认读。 

6.3 迁移性尾测 

迁移性尾测是对学生学习能力增长的检测，是学生听

说读写书的迁移运用。如在语文朗读教学中，学生在教师

靶向式引领下对课堂教学内容已有较好掌握，在尾测阶段

将采取迁移性尾测方式，用不同的内容检测学生学习能力

的增长。 

6.4 阶段性问卷 

阶段性问卷是对学生内驱力增量的检测。学生内驱力

的激发非一蹴而就，无法在一堂课内实现快速增长且加以

量化。通过问卷的形式判断学生内驱力增长，努力将学生

内驱力的的增长衡量周期延长。 

7 “评价”：建立三重维度的监查机制 

推行小学语文“增量课堂”，本意是提升师生课堂教

学、学习的实际效果，以“高效”为目标，需要一定的监

查机制进行保障，才能确保不远离目标。在实践中，笔者

尝试构建以下三重维度的评价： 

7.1 教学质量监测 

结合教学质量评价，通过学校的相关组织机构，按照

一定的程序进行检查、评价、反馈，检测增量课堂教学有

效性。 

7.2 家校满意度测评 

通过家长与学校的满意度测评，运用问卷或者访问等

形式来调查家长及校方对增量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满意度。 

7.3 学生内驱力评价 

通过反向选择即学生给教师投票的形式，来检测教增

量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评价学生学习内驱力的激发与提升

程度。 

8 “成效”：收获三个角色的不同提升 

8.1 学生：获得增长量，激发语文学习内驱力 

通过实践增量课堂，帮助学生获得知识量和学习能力

方面的增长。通过将课堂还给学生，将课堂的话语权交给

学生，让学生在增量课堂中有更高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学生能够在增量课堂中对自己的课堂、学习效果有所

了解，清晰感知在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进步，从中获得

成功的体验感，对于学习的兴趣也就大大增加，对学生语

文学习的内驱力激发起到重要作用。 

8.2 教师：促进理解力，反思语文课堂有效性 

增量课堂的教学目标是教师基于课堂前测的结果制

定的，是以提升学生实际学习效果为导向的。其促使教师

在已有教学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课堂教学的个性化

思考和方向性设计。学生的尾测结果是衡量课堂效果的重

要标准之一，教师可以通过尾测结果反思自身课堂的有效

力，即在一堂课 40 分钟的时间里达成了哪些教学目标，

还有哪些教学目标是没有达成的，通过分析原因从而不断

地针对性地修改教学设计，使其变得更加高效适用，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加速自己的成长。 

8.3 家长：参与成长过程，了解孩子语文能力 

作为家长，其渴望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参与学

生的成长过程。增量课堂内容设计紧密结合教学目标，精

确到具体某一篇课文，将学生的学习生长点清晰明了地展

现给家长，对于家长了解孩子学习能力，缓解焦虑，有针

对性并高效地帮助孩子学习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课堂尾测，

家长能够充分了解学生在知识、学习能力和学习内驱力方

面的增加量，对于学生的成长也就有了更多的参与感。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一直是课堂教学质量研究的重要

内容，但由于教学的隐性及长期性特征，导致其衡量标准

难以明确。对增量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正是在此基础

上进行的。笔者从知识增长量、学习能力增长量和学习内

驱力增长量这三个角度对“量”加以剖析，建构了课堂前

测、目标制定、课堂引领、课堂尾测的课堂“四环节”，

运用教学质量监测、家校满意度测评和学生内驱力评价这

三种机制对增量课堂进行评价，试图探索出符合小学语文

低段语文教学的教学模式，收获学生、教师和家长的不同

角色学习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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