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开教育 “教育教学风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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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李晓东（1967—），男，高级教师，南京市学科教学带

头人（初中物理），南京市优秀教研组长，现任南京汉开书院教

务（学术）部主任．主要从事初中教学管理、初中物理教学工作，

多篇论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曾获南京市初中物理优质课大赛一

等奖、“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网络教研团队赛

项初中组一等奖、首届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南京

市“初中校本精品课程”二等奖、江苏省优秀教研成果奖，主持

南京市“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个人课题、南京市中小学教学研

究第十二期重点立项课题． 

 



我的教育教学风格 

风格一：自然的课堂 

李晓东老师的课堂有一种无痕感和温润感。 

李老师从不机械地按照原先制定的流程进行教学，而是根据教学环境、教学主体、学

习方式的动态变化灵活地调控课堂，引导教学活动不断更新。教学时，李老师亲切自然，

仿佛在和学生聊天，在“聊天”中，教学诸要素不断交汇碰撞，创造性的思维火花不断迸

发，新的信息、新的学习需求不断涌现。通过讨论、争论、辩论等活动，学生的认识不断

提高，体验不断加深，情感不断升华，进而促成课堂自然生成的产生。 

风格二：和谐的课堂 

他追求教学“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和谐。在课堂教学中，他会借助实验、科

学家的故事来启迪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他追求学生的个性与共性的和谐。在课堂上，他能关注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尊重每一

位学生，想方设法去激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让

学生展示、交流，从而使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体验。 

风格三：浪漫的课堂 

    从李老师性格来讲，他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的课堂不拘一格，富有创意，

常会冒出一些“金点子”，课堂情境的创设、教学环节的处理、实验的设计，他常会有独

特的架构与创新。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自由发表意见，对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李老师也都

会给予肯定。 

——南京市学科教学带头人、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初中部副主任王晓琳老师（李晓东老师的徒弟）

评。 

我的教学主张与基本观念（内容、依据） 

教育 

1．工业产品在生产之初就定位了它的功能，而人的教育则不是。把孩子当成“工业

产品”来锻造是极其危险的。 

2．我认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就两条：第一、在集体生活中践行“人的属性”；第二，

在多样化的学习活动中探寻自己能与他人（环境）友好相处立身之本。 

3．用羞辱的方法惩罚孩子，即便孩子改正了某个错误，也可能染上另一个更大的错

误：他从此学会了使用羞辱的方法去羞辱别人而自己却浑然不觉有什么不妥。 

4．“听进去”的前提是“认同”，离开这一前提，所有“听进去”都是不真实的。 

5．权威和魅力都能改变他人的行为，不同之处在于权威改变人是基于惧怕，而魅力

改变人则是基于信任。 

6．“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尽力而为。”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班级的班训，读起来很温

馨，这是“喝鸡汤”，不是“打鸡血”。 

7．扶着“醉酒”的人走路，不管你如何尽力，他是断然走不出直线来的。学生学习

也是如此，如果学生还处于“醉酒”状态，那么不管你如何用力其效果一定不会很好，所

以“唤醒”学生就显得尤为重要。唤醒学生不是让学生做大量的习题、经历无数次考试，



也不是让学生面对分数去忏悔，更不是不停地给学生打“鸡血”，而是培养学生的“一日

良习”。 

8．班集体的培养是一个多方均匀施力的系统工程，任何一方多给力或者少给力都会

给这个系统造成伤害。这好比一个网球拍，任何一根弦绷得过紧或者过松，都会让球拍性

能大减。——有感于在班集体的管理中过度强调班主任功能而忽视任课教师的作用。 

9．我们时常会用某个“偶发事件”来教育学生，当时的效果可能是把学生教育得热

血沸腾，可时间一久几乎没什么效果。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孤岛教育”，孤岛教育是不会

产生持久教育力的。 

10．孩子在刚学会吃饭时时常会把饭菜弄得满桌子都是，妈妈几乎从不责备，因为妈

妈知道这是孩子成长的“代价”，与孩子成长相比这样的“代价”微不足道。但如果多年

后孩子依然这样，妈妈还能不责备吗？这个育儿经验告诉我们：宽容孩子但要有度。 

11．如果我告诉你棍棒下面出孝子与棍棒下面出暴徒、棍棒下面出懦夫的几率相同，

你还迷信棍棒下面出孝子吗？ 

12．学校应成为“和合、和解、和谐”之场所，学校教育应致力于“道生一”，而不

是“三生四、四生五……”。 

13．简单地说，教育就是让人拥有可能性。当下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使孩子逐渐丧

失可能性，比如，因为近视让孩子失去做飞行员的可能性，因为海量的机械训练让孩子逐

步丢失创造力，因为紧张让孩子不再幽默等等。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可能性”。

教育就是为孩子创造更多的“积极可能性”，尽可能地帮孩子抑制“消极可能性”。 

14．无论是管理班级还是教育学生，一定要谨防“破窗效应”的发生，因为一旦这种

现象出现，再想扭转几乎是不可能的。 

教学 

1．课堂应该是有主线的；课堂应该是有层次的；课堂应该是有坡度的；课堂应该是

有冲突的；课堂应该是有暴露的；课堂应该是有收获的。 

2．课堂应立足于：传授学科知识，渗透学科思想（方法），培养学科素养，且越是后

者越重要。 

3．课堂的彩头在活动；教师的功底在衔接；师生的智慧在生成。 

4．好的课堂首先是“有趣”，其次是“深刻”，最后是“守规矩”。 

5．课堂教学有两条线，一条是“按照教学内容”逐步延伸的线，这条线一般是由教

材提供的，是明线；另一条是“围绕学生思维”逐步推进的线，这条线需要教师依据教学

实情自行把握，是暗线。在这两条线中，前者是抓手，后者则是灵魂。 

6．课堂教学“三原则”：入课时要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内容是亲切的；上课时要让学生

感受到学习过程是有趣的；结课时要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结果是有用的。 

7．教师应具有的良习：课前在脑海中有教学预演的习惯；不照搬现成教案的习惯；

及时抓住课堂中生成的教育、教学资源的习惯；常找学生谈心的习惯；忘掉学生“昨天错

误”的习惯；培养自己注意力广度的习惯；课后反思的习惯。 

8．果树嫁接对教学的启示：选择与接穗有亲和力的砧木，找准壮枝上的嫁接点，切

口适中，渐进式给养。 

9．教学的起点应基于学生还不太爱学习，学习主动性还不够强，且越是低龄的学生

这一特性越显著。 

10．攀登的难度不在于攀登了多高，而在于攀登的过程中能否找到合适的台阶。教学

也是一样，教学的难度不在于让学生学到多么高深的知识，而在于如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学会搭设合适的攀爬“台阶”。爬上百米高的大楼没啥了不起，徒手登上几十米的峭壁



才是勇士。 

11．海量训练往往是学生的手练“勤”了，脑子练“懒”了；读题“快”了，审题“粗”

了；容易题“反复光顾”了，挑战题“无暇顾及”了。 

12．再好的美味遇到没胃口的客人都没辙，因此做美味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客人的口

味。——有感于少数教师只专注于对教学内容的准备，而忽视对学生学习状态的关注。 

13．“挠”出来的笑和从心里“蹦”出来的笑一样吗？——有感于课堂中时常会出现

一些廉价的取悦学生的行为。 

14．在给学生“喂奶”时一定要想着如何“断奶”。——有感于部分老师“滴灌”上

瘾，部分学生对“滴灌”产生依赖。 

15．常识告诉我们，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它的弹性非但不会增强，而且还很

有可能失去弹性。学生的学习亦是如此。 

16．“勤奋”基于“兴趣”之上，有了兴趣，再苦都能尝出甜，没了兴趣，即使是蜂

蜜，他都会感觉有点苦。记住：要让课堂成为学生的一种期待！ 

17．教学凭蛮力不会出成果，科学管理、有效教学才是上策。记住：努力只能及格，

兴趣让人优秀！ 

18．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去依附的过程，因此学生的学习过程应该是

去教师化过程。可当下几乎所有学生的学习都离不开教师，谁之过也？做母亲的都明白，

一直抱在怀中孩子是不会走路的，那么我们这些做教师的应该明白些什么呢？记住：教学

工作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不再需要你！ 

19．能上好一节课，不一定能带好一门学科，因为上好一节课只需要技术和技巧，而

要带好一门学科则需要热情、爱心和智慧。 

诫勉 

1．我本是个“粗心”人，在强大的“应试力”作用下，我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讲不

到位耽误了孩子们的考试，我成了孩子学习道路上的“清道夫”，但这样做也很有可能成

为孩子成长中的“绊脚石”。 

2．时下学校很流行期初考试，说这样做有以下神效：收收学生玩散了的心；检查假

期学习效果；刺激一下学生，使他们能以更好的状态回到正常的学习状态中来。可谁能证

明这样做不是给刚到学校学习的孩子一“闷棍”呢？ 

3．刚出土的树苗和野草没什么区别，甚至比野草更柔弱，可为什么小树苗能长成参

天大树，而野草却最终难逃枯萎的厄运呢？究其原因，小树苗在露出地面前就已经长好了

根，并在露出地面后仍把主要的营养留给根，而野草却在根还没有完全发育之前就匆匆冒

出了地面，并且还一心想着往上长。记住：我们是在植树，不是在种草！ 

4．长期受“抑”的孩子会表现出孤僻、不合群且刚愎自用，一直受“扬”的孩子则

会表现出孤芳自赏、好大喜功且不切实际，因此教育学生时“抑、扬”结合才是中庸之道。 

5．缺乏专业支撑的敬业是危险的敬业；没有“内省”过程的学习是伪学习。 

6．“勤能补拙”意思是指后天的勤奋能弥补先天的不足。“勤”真能补“拙”吗？我

看未必，在“熊瞎子掰苞米”这个故事中，熊瞎子不可谓不勤奋，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

因此，缺乏方法指导的“勤”很可能是“乱弹琴”。 

 

 

 

 

 



教育教学风格形成的重要节点与成果 

 

 

 

 

 

 

 



教育教学风格推广价值与实施建议 

推广价值： 

1.可以营造自然和谐的课堂氛围。这样的风格让学生首次接触物理就深深爱上这门学

科，学生在课堂上“聊着天”就掌握了科学知识，在争论和辩论中就获得高峰体验。老师

会关注每位同学的学习过程和达标情况，通过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展示交流，构建充

满活力的课堂，让所有学生获得满足感。 

2.可以推动建设模块化教学课堂。在深度教研的基础上，把物理课按不同课型分类，

每类课型有其对应的教学模式。新教师学了之后能迅速站稳讲台，学生体会到之后能自学

相关内容，真正能做到“老师教是为了不教”。 

3.可以提搞教学设计水平。物理课堂可以设计的很有趣，但是要指向科学素养，就要

求活动引入之后要有精准的问题设计和层层递进的问题串。当学生思维遇到障碍时，教师

要指出“台阶”（关键问题），带学生品尝成功的喜悦。 

 

实施建议： 

1.深度学习课标，重视实验教学，开发立体化课程群。 

2.组织同读一本专业书，定期交流分享学习经验。 

3.及时反思并记录，特别是精彩的课堂的实录，积累有效的教学设计。 

 

 

 

附：教学设计/教育教学论文、案例/课题研究成果等 

 

指向科学素养的第一课 

——苏科版第一章第一节“声音是什么”教学片段评析 

李晓东 

（南京汉开书院学校 江苏 南京 211800） 

【摘要】 

一线青年教师时常困扰于这样几个问题：如何设计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如何

及时捕捉并利用课堂中临时生成的教育教学资源？如何让自己的课堂灵动而富有挑战？如

何站在专业的角度剖析自己的课堂，使自己的课堂能不断进阶？本文通过深度剖析具体的教

学案例，尝试帮助一线青年教师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 

片段、实录、意图、剖析、策略． 

【案例剖析】 

教学片段 课堂实录 教学意图 

问题引入 

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物理的任务就是从各种

物理现象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研究和利用．下面

请你听听这样一段声音，看看你能从中听出些什么？ 

情境设置：在讲台后面向保温瓶中灌水． 

生 1：正在向保温瓶中灌水． 

生 2：从声音的变化中，我知道水要灌满了． 

师：你还能列举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从听声音中

获取有用信息的实例吗？ 

1．向学生渗

透“从复杂的生活

环境中提取有用

信息”的意识，同

时也让学生品尝

“自己提出科学探

究问题”的乐趣． 

2．调动学生



生 1：司机从敲轮胎的声音中判断轮胎是否有气； 

生 2：工人通过敲墙壁上的瓷砖来判断瓷砖是否贴

实． 

…… 

师：声音真是平凡而又奇特．那么关于声音，你想

研究和学习哪些内容？ 

…… 

认知经验中与学

习内容相关联的

那些零碎的、有用

的信息，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与热

情． 

声音的产

生 

情境设置：把手放在喉部，大声说“我们都是好样

的”． 

师：说说看，当你在说话和不说话时，有什么不同

的体验？ 

生：说话时手感觉到了声带在振动，不说话时没有． 

师：据此，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生：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吗？ 

师：结合你刚刚的体验和平时的生活经验，你对这

个问题的猜想是什么？ 

生：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师：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仅凭生活经验或 1-2 个实

例作出判断是不严谨的，必须要通过实验验证．你将设

计哪些实验来验证你的猜想呢？ 

（学生边展示便说明：敲鼓、拨动琴弦、拨动钢尺．） 

师：选择上述实验器材说明“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

生的”有什么局限性？ 

生：这些发声的物体都是固体，由此得出的结论不

具有普遍性． 

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生：观察水（液体）、空气（气体）发声的情况． 

…… 

情境设置：用小锤敲击音叉． 

师：你在听到音叉发声时，看到音叉振动了吗？ 

生：没看到． 

师：于是有人就说“有些物体发声时不振动”．请问

这种说法合理吗？ 

生：不合理，可能音叉振动不明显． 

师：如何让音叉的振动“看得见”呢？ 

（学生边展示便说明：贴在脸颊上、放水里、紧贴

音叉吊一个乒乓球……） 

师：这种方法在物理学中经常被用到，我们称之为

“转化法”． 

1．让学生体

验科学探究的基

本过程，了解研究

物理问题的一些

基本方法以及如

何将实验探究持

续、深入的推进下

去． 

2．让学生感

受到科学结论的

获取过程是严谨

的、科学的． 

声音的传

播 

师：我们彼此能听到对方讲话的声音，说明什么？ 

生：说明空气能传声． 

师：在了解空气（气体）能传声之后，针对声音的

传播，你打算提出什么新问题？ 

生：声音能否在液体、固体中传播？ 

1．进一步了

解和体验科学探

究的基本过程． 

2．感受“意外

发现”的乐趣和其



师：针对这个问题，你的观点是什么？依据是什

么？ 

生 1：液体能传声，例如：在鱼池边拍手鱼儿会被

吓跑． 

生 2：固体也能传声，例如：隔墙有耳、伏地听声

就是很好的例证． 

师：小组讨论一下，你们打算设计什么实验来验证

这些猜想？ 

…… 

情境设置：通过不同途径（空气、棉线）听敲击衣

架的声音． 

师：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实验中，你还有什么意外

的收获吗？这个意外的收获说明什么？ 

生 1：这个实验说明声音可以在气体中传播，也可

以在固体中传播 

生 2：实验中我们发现，虽然两次敲击衣架的力度

相同，但通过棉线传来的声音要比由空气中传来的声音

更响一些，这说明棉线（固体）的传声效果比空气（气

体）好． 

师：声音的传播必须要借助介质吗？真空能否传声

呢？我们接着观察． 

（让学生先描述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再分析现象产

生的原因，最后思考实验指向的结论．） 

师：小组讨论一下，通过上述活动你们对“声音的

传播”有哪些认识？ 

…… 

情境设置：一人轻敲桌子，一人听，调节敲击的力

度，当在空气中听不到声音时再将耳朵贴在桌面上听． 

师：这一小实验除了说明声音能通过固体传播，还

说明什么？ 

生：还能说明固体传声效果比气体好． 

师：“伏地听声”仅仅是利用了大地能传声吗？ 

生：还利用大地传声效果比空气好． 

应用价值，渗透

“意外发现”在科

学探究中的价值． 

3．及时利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是让所学

知识富有生命力

的重要策略． 

声音是一

种波 

师：声音在气体、液体、固体中以什么方式传播的

呢？ 

情境设置：①观察“弹簧中的疏密波”；②将手掌挡

在嘴的前方，阅读一段文字． 

师：结合观察和体验，请你描述一下“当你讲话时

嘴前方空气疏密的变化”． 

…… 

在观察和体

验的基础上，让学

生自主建构声波

的模型，这样能有

效地避免教学中

的“鱼牛现象”． 



声速 

师：你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需要时

间吗？ 

生：雷雨天，总是先看见闪电后听到雷声． 

师：你有办法估测出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吗？

小组讨论一下． 

（要求说出测量方法、所需器材和注意事项，特别

要说清楚什么时候计时，什么时候停表，两人之间的距

离能否过近等问题．） 

阅读课文：了解声音在其他物质中的传播速度． 

情境设置：声波熄灭点燃的蜡烛． 

师：这一现象说明声波具有能量，你能用生活中的

实例来说明声波具有能量吗？ 

…… 

培育学生实

验设计能力和将

所学知识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的意

识． 

【案例提供的教学策略】 

本节内容是学生开始系统学习物理知识的第一课．怎样才能做到“第一锤就敲在学生的

心上”呢？笔者以为教师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学生在学习新学科前普遍存在的心理是兴奋、期待和焦虑．新学科好玩吗？都有哪

些内容呢？怎么学？我能学好吗？因此“打消学生对新学科的学习顾虑，实现由兴奋向兴趣

的过渡”是新学科起始课的重要教学任务之一． 

2．教师只能帮助学生学到整个学习领域中相对很小范围里的观点、范例、事实和技巧．因

此“帮助学生将内在的有限知识迁移到许多其他环境、情况和问题中去”是几乎所有学科教

学的重要教学策略之一． 

3．课堂中要有足够的“留白”时间去让学生思考问题，当学生思维遇到障碍时，教师

需要提供帮助，这种帮助不应是现成的“果实”，而应是学生在“摘果”过程中所需要的“台

阶”（问题串），且“台阶”的设置不宜过低、过密，要给学生留有跳一跳的空间，否则学生

很难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