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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我们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也就是随机生成的问题，教师

如何去处理对教学效果影响很大。如果随便应付过去，那么传递给学生的信息就

是，只要主观不情愿去面对的问题都可视而不见，或是忽略不计。如果加以重视，

并解决学生的疑惑，那就会赢得学生的尊重，并且激励了学生有疑则问的习惯的

养成，培养学生遇难则像办法解决的态度。下面结合两个案例谈谈。

案例：《张衡传》

一位教师在教学范晔的《张衡传》时，检查学生预习，让小组比赛展示预习

成果。结果，其中有一道题检查学生对本单元前一篇课文语句的翻译，全班没一

个同学能正确翻译。老师出乎意料，就针对题中的句子两种特殊句式详细地讲解

了一番，学生不明白这个句式中宾语和状语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师又不得不结合

通俗的例子讲解了宾语和状语，来回一折腾，时间过去十分钟了，这节课主要任

务是教学《张衡传》而非复习，很明显预先设计的教学任务完成不了了，古文教

学不向现代文，有些环节可以简化，古文教学，字词句一个槛跨不过，课文无法

理解，更别提分析特色之类的了。

下课后，这位老师感到特别委屈，作为公开课，没有完成预设的任务似乎就

不算成功的课。课后领导批评这位老师准备不充分。我们听课的老师很困惑，像

这样的情况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很常见，老师今天的处理到底有没有错，我个人

认为很好。这位老师最起码没有虚伪到为讨好听课者，表演一堂毫无实效可言的

课，而是冒险尊重了学情，从这点看，勇气可嘉。现在的教学面子工程太多，需

要这种打破常规，从学生实际出发的精神，不说别的，如果学生不积累文言文中

宾语前置和状语后置的常见句式的规律，日后碰到类似的句子还是无法正确理

解，难道这是教学的目的吗？另一个案例也给我很多思考。

案例：《相信未来》

一教师上公开课《相信未来》，朗读诗歌时，学生读到“我要用手指那涌向

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这两句时，总是读不好，问之，则

曰：“不理解诗句的意思。”教师说按照我的示范读，课后好好体会。就这么一言



带过了。后面的教学程序相当顺畅，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课后得到了领导的高

度评价。

可是我总觉得这节课让我怅然若失，如果我是那个发问的学生，我的疑问会

一直萦绕在心头。确实这两句历来就有争议：一说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一

说用托住太阳的大海一样的手。众说纷纭，看上去都有道理，要命的是，学生手

中的学习资料上，就有两种不一致的解释。面对这个问题，确实很难抉择，显而

易见，这位教师课前没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给学生正面的回答，但我以为，

可以发动学生去深入思考，比较，即使最终没有定论也好过视而不见。

教学不是光教给学生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情感和态度，在新知识的掌握过

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时老师的态度会影响学生，遇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

答案不辨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