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基础教育论坛
J I C H U J I A O Y U  L U N T A N

（下旬刊）
课改在线 2019 年第 8 期

“SPT 智慧课堂”模式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孙翔宇（辽宁省沈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摘 要：“SPT 智慧课堂”是我校在翻转课堂研究的道路上探索出来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我校历

史教学过程中，从课前前置性作业、课堂教学设计和课后作业几方面进行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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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SPT 智慧课堂”是我校在翻转课堂研究的

道路上探索出来的课堂教学模式，这里面的‘S’代表

“student”和“study”；“P”代表“Pad”；“T”代表“teacher”

和“teach”。其含义有两层：一是从教学主体的关系

来说，学生和老师通过 Pad 进行互动；二是从教学过

程来说，以学定教的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要让学生完成课前的先学任务，做好课中的学习内容，

巩固好课后的重点知识。我校自从引入平板教学，开

创“SPT”教学模式以来，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在历史

教学中开展得有声有色。

前置性作业的设置，培养了学生的自学习惯、自

学能力。通过“SPT 智慧课堂”可以为历史学科前置

发”时“顿悟”再“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吧。

比如，我童年、少年时期因为生活环境离煤矿很近，

唾手可得导线（井下采煤放炮时所用的雷管的导线，

矿区随处可见）、小灯泡（矿灯中废弃的）、电池（可

以轻松捡到剩有部分电量的电池，有时用零花钱自己

买 1 号电池），用这些材料模仿身边比自己大点的伙伴

自制手电筒。当时，只是知道怎样连接灯泡会亮；直

到初中学习电学时才豁然开朗，把以前的实践和物理

教材中的理论联系到了一起。还有，从废矿灯的灯头

中拆下来的那块透明镜片，当时小伙伴们称之为“火

镜”——它能把太阳光汇聚到一个点上，烫死蚂蚁、

点燃纸张，还能把物体放大。上初中学习光学时，知

道它叫凸透镜，又名放大镜。实践又一次与理论邂

逅……这些“学不是为了用”的实践，成就了我后来

选择物理专业的求学之路。

关于学生经历探究活动过程，观察现象，还应该

知晓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这一点其实和第三点有许多关联之处。就像陈

老师举例，他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玩彩虹糖溶解

的观察实验。在一个圆形的餐盘中，沿着盘的内边缘

摆放一圈彩虹糖，往盘子中央缓缓倒入少许清水，随

着彩虹糖色素的溶解，慢慢会在盘中呈现出“彩虹摩

天轮”的形状。对于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我们只要

陪着孩子玩，孩子玩得开心就行。没有必要给孩子讲解：

水分子和彩虹糖的色素分子都是极性分子，两者相似

相溶……如果老师或家长在孩子耳边喋喋不休地讲这

些许多成年人都不一定知道的理论知识，只会降低孩

子的活动兴趣，甚至使孩子不耐烦。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于探究实验活动，应该分

情况对待。课程标准要求的、教材中出现的，尽量让

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动脑，观察现象，得出数据，分

析数据，得出结论，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

于拓展性的活动，就让学生动手操作，观察现象，在

先“知其然”中保持一份对探究的浓厚兴趣、对科学

的强烈向往。其余的就留待学生在以后的成长过程

中水到渠成地“茅塞顿开”，或不期而遇地“豁然开

朗”……“实践”与“理论”的相遇是一朵又一朵的

鲜花，成长路上一路花开，一路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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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业提供多视角、多层次、多类型的选择空间，让

学生在多元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提高探究问题

的能力。

以“SPT 智慧课堂”为基础的历史前置性作业的

类型如下：

阅读性作业：教师在上课前给学生布置阅读教材

以及与历史有关的书籍或作品的作业，旨在拓宽学生

的视野。

影视欣赏性作业：结合教学内容利用 Pad 节选影

视作品让学生观看，让学生思考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史料研习性作业：创设一种类似史学研究的情景，

一方面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学

生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分析、比较和鉴别，认识到对历

史事实的解释和评价是多元化的。

探究性作业：在课前结合教学内容设计探究问题，

然后让学生通过搜集、分析、处理资料，交流讨论，

从而解决问题。

自选主题演讲式作业：从一学期要学习的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中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演讲，

利用 Pad 拍摄下来。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

趣，又可以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

整理基础知识性作业：课前让学生用编写知识框

架、列表、画图的方式整理教材知识点，通过 Pad 上传，

了解学生概括整理能力。

 运用前置性作业开展教学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即

学生在课前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完成作业，然后

在课堂上交流，展现自己的作业成果，并接受其他同

学的质疑，最后对学习过程和结果展开评价。

通过课堂教学，强化学生对知识内容的掌握、对

重难点的突破、对教学活动的参与度。

（1）总结前置性作业

通过 Pad 判卷功能，可以了解学生作业的完成

情况：按时完成作业和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通过

作业完成正确率图表，分析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对错误率较高的知识点要重点讲析，并详解错误率

较高的题。

（2）导入新课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导入环节引进现代信息多媒

体技术，充分发挥多媒体强大的声频、视频、动画功能，

能够迅速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教学过程

在历史“SPT 智慧课堂”上，利用 Pad 功能教

学方法是多样性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提升课堂参与度，提高课堂效率。如：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利用 Pad 上传前置性作业

成果，投放大屏幕，了解学生对前置性作业完成情

况及对教材掌握情况，教师对不足内容进行讲解，

解决难点及重点。再如，利用 Pad 分屏功能，把屏

幕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出材料（文字材料、图片

材料、视频材料、音频材料等），另一部分给出空白

屏，教师提出问题，小组通过前置性作业对教材的

掌握，讨论材料研究问题，然后把答案写在空白屏

上，上传到大屏幕展示答案，这样可以直观地掌握

每个小组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前置性作业完成情况，

之后教师总结。这样可以改变以往灌输式教学，让

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又能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有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

通过课后作业的处理，巩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使复习更高效、更有针对性。首先，教师可以利用

Pad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的不同，布置

差异性的课后作业，分别发送不同层次和难度的习

题，这种个性化的处理可以使作业更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

其次，利用 Pad 的在线答疑功能与学生实时互动，

及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师生交流不再受时空限制。还

可以将师生交流的结果直接分享给班上其他同学，既

可以解决一个学生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学生的

问题。

再次，利用 Pad 制作试卷，发送给学生，制作时

要注意限定学生答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通过 Pad 自

动判卷功能，及时了解学生答题情况，并了解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待课上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