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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先生倡导民主教育的方法,而且要启发学生能自觉,要客观,要科学,不限于一种方法,

要多种多样,因材施教。他提出老师的责任在于教学生学,强调老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

来就终身卖不尽的。五年级科学下册第三单元‘它们是怎样延续后代的’第一课中讲植物的无性繁殖

的知识,学生的知识面让我为之惊叹,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很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这让我改变我的教学设

计,就地取材,完成一节不是常规的科学课堂的教学。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值得我们为师者去学习、去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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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描述 

五年级科学下册第三单元第1课‘不

用种子也能繁殖吗’中,我课前把吊兰、

绿萝和几盆多肉植物放在教室里的生态

角,一上课我就问：“同学们,现在是春季,

到处一片生机盎然,这全是植物们给我

们地球的装扮,你们知道植物是怎样繁

殖后代的吗？”学生们这时候都卖弄起

自己的学问起来,叽叽喳喳的讲个不停,

有人说种子可以通过动物的粪便来传播

到各个角落,有人说种子可以随风飞舞

到处播种,还有人说种子可以通过冲浪

到处生根发芽......我只看见他们的小

嘴一张一合,讲得人太多了,我淹没在他

们的声音中。 

看来他们在三年级的科学室课的基

础还是学得很扎实的,把种子的传播说

得头头是道,为师的为他们感到自豪,我

都忘记自己是老师在上课了。突然有一

个声音打断了我沾沾自喜的心情,原来

是他们班的“小博士”小司马同学的声

音,他自动站起来说：“你们说得都是以

前学过的植物繁殖方法,都是靠种子来

繁殖,你们太孤陋寡闻,我知道很多植物,

它们是不要种子也能繁殖的呢”。他停顿

了一下,我接着他话说明我们今天的课

题就是来讨论这个话题‘不用种子也能

繁殖吗’,我对着小司马同学说：“对不

起,打断了你说话,谢谢你直接把老师的

课题说出来！请你接着说你知道的哪些

植物繁殖方法是奇特的呢？”他挺直腰

杆声音更洪亮了：“地球上好多植物都是

很特别的,比如绿萝就是直接用茎插到

土壤中就可以长出新的一株,多肉植物

一片肥肥的叶子就可以长出新的多肉植

物来,还有什么土豆和红薯呀,就是可以

用的他们的根进行繁殖的。”同学们很崇

拜地看向他,他像只骄傲的小公鸡样满

足地坐了下来。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我没有讲

话,我看有没有谁来反驳“小博士”的发

言,5秒钟后,有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来：

“司马 后说的不对,我从《植物大百

科》里了解到红薯和土豆都可以不用种

子繁殖后代,但是,土豆属于块状茎,不

属于植物的根。”很多人发出的嘘的声音,

觉得小钟女生的回答不对,因为她平常

不太突出,总是很静静地呆在角落里看

自己喜欢的书,不怎么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她的胆子大

了起来。我没有发表评论,我先让她坐下

来,她笃定的眼神在告诉我,她是认真看

过这种书,并且进行研究了。我决定改变

我自己原先的教学设计,让学生们自己

来讲,不要让我一人来唱主角。 

我再一次的发问了：“你们认为土豆

和红薯都属于根吗？”大多数学生还是

应声回答,是的。因为他们太相信司马同

学了,现在也有少数同学站在小钟同学

一边,好像她说的也在理,但是就是不知

道谁的答案是对的。我没有明确他们两

人的回答谁对谁错,我要让学生自己去

寻找科学答案。 

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分小组查找资

料(字典、科学课本和上网搜索),在5分

钟之内了解土豆和红薯的不同,经过激

烈而紧张地查找和讨论后,现在站在司

马这一边的只有他的几个“死党”了,

司马属于第一小组的组长,一组的6人都

还还有2人站他这一边,另外还有其他组

的3人,这3人属于班上有些“墙头草”,

没有自己的主意的,本来是要支持他们

哥们的,但是看见大家都向小钟女同学

靠近,觉得形势不对,又放下高高举起的

小手。我追问他们中的一个小胖：“为什

么把手放下呢？通过查找资料你认为土

豆是不是属于植物的根呢？”小胖没勇

气地站起来支吾着：“我感觉吧,因为他

们都是长在地底下的,茎应该是长在土

壤上的吧。但是我又看见很多人支持小

钟同学,所以我就这样了。”他一边说一

边摸摸后脑勺,很不好意思的坐了下来。

我看见很多学生皱着眉点了点头,现在

又有5个人支持司马同学的意见。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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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这样辩论下去解决不了问题,我再请

“小书虫”小钟同学讲讲她的看法。 

她现在成了全班的焦点,大家都等

着她的精彩解释,她优雅的站起来,现在

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不少,她解释说：“土

豆属于块状茎,是变态茎,变态茎还有很

多,如洋葱、生姜、大蒜等都是属于茎。”

她还没说完,同学们听到了‘变态茎’这

个词哄然大笑,还有的捶桌子的,我让他

们笑了10秒钟后,我拍手示意安静让小

钟同学接着说。她自己也被同学们带笑

了,她接着讲有关土豆的知识：“土豆是

茎,也叫做是块茎,属于是地下变态茎的

一种。它的茎在幼嫩时期为绿色,由于土

豆已经适应了地下的生长,所以就失去

了原本的绿色。它的块茎是可以食用的,

是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地区它

的叫法也不同,也被称为是山药蛋、洋山

芋、地蛋、马铃薯、洋芋、山洋芋等。”

我被她讲的惊呆了,比我准备的视频内

容都要详细,我决定不用放视频了,听完

这个“小百科”讲完后,有些同学头脑中

知识好像瞬间被激活了,也都连忙举手

补充回答说有关土豆的繁殖知识。我请

他们中的代表小涛同学来讲,他说：“人

们之所以选择块茎播种,主要是块茎播

种成活率高、产量高、效益高、抗病虫

害能力强。土豆种子很小,长出的幼苗生

长缓慢,并且很难获得优质的种子资

源。”我为这几位学生带头鼓掌,全班都

想起了发自内心的掌声。我的掌声肯定

他们俩的回答,少数那几人团也解体了,

他们都佩服小钟和小胖两位同学的学识,

意识到山外有山,真是不识高人真面目

呀！我看到“小博士”的眼神有不服输

又有敬佩的双重意思。这正是我想要的,

激发他们自我学习的欲望,不能只肯书

本的知识,要广看世界,汲取各方面的营

养,才能茁壮成长、成才。 

我接着问：“你们对于土豆和红薯还

有什么问题要质疑吗？”我看到下面有

些人想说但不敢站起来说,我接着说：

“司马同学说红薯和土豆都是根,大家

都同意红薯是属于根,并且用根进行繁

殖,土豆不属于根,而是属于植物的块状

茎,用它的块茎可以繁殖出更好品种。大

家没有异意,我们就可以下课啦。” 

我们的班长就是有想法,他的胆识

是有目共睹的,他举手示意想说：“我认

为红薯也不是根呀,小草的根和大树的

根都是又细又长,三年级学过根有须根

和直根两种,我觉得红薯不是属于根繁

殖。我看到老家爷爷是红薯苗插进土壤

中进行栽种的。”这时候“小博士”司马

同学又激动的要说,我请他继续讲：“红

薯的根部还分为蔷薇根、牛蒡根和块根,

块根的食用价值 大。红薯就是指它的

块根,只不过是它这个块根是变态根,是

和其它作物的根不同,它已经变成了一

个储藏器官,比如说这个块根里面含有

丰富的淀粉,还有其它的胡萝卜素、花青

素这些成分。”小钟同学的好友小白接着

说：“红薯先是用它的营养器官根进行繁

殖,会在块状根上长出很多幼苗,这些幼

苗都是长在一起,到了成熟的季节也会

长出很多小红薯,只是它们的个头非常

的小,因为太密集了。人们发现把长出来

看幼苗的茎剪成一节一节的插入到湿润

的土壤中,就能成活,并且红薯宝宝比它

们的妈妈代还要大。”我给了小白和“小

博士”一个大大的赞,表扬他们也像一个

“百科全书”。同学们一节课下来,都没

有一点疲倦,下课铃声响了,它们还想继

续探讨下去。 

我必须要踩急刹车,这样讲下去一

个上午都不够。我肯定了小钟、小白、

小胖和“小博士”他们的回答,我感谢他

们让我们这节课变得丰富多彩,表扬他

们涉猎课外书的广和深,点赞他们课堂

敢于质疑同伴的说法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愿意和同伴分享自己大脑库存的知识。 

2 案例反思 

我这节课本来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思

路去讲的,先复习一下种子繁殖的一些

植物,然后让学生分别说说哪些植物能

用植物的营养器官进行繁殖,一一列举

出来,然后放视频结束新课就行。这节课

完全改变了我的教学设计,让我随机应

变,决定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来说,因为

班级有些“植物大百科”,为何不让他们

平常积累的知识显露一下呢？这样也可

以促使他们日后更加自觉主动的去学习

相关知识,现在的学习大环境这么好,老

师用一本教材和一本参考书就能解决了

这些问题吗？不能,现在的学生学习能

力太强了,他们的“胃口”更大,我们不

改变教学策略,一味地听老师讲,他们不

喜欢。他们现在也更自我些,我们作为科

学老师的就是要及时调整自己课堂手段,

放手让他们展现自我,只要达到目标就

行。这节课我及时改变我替他设计的各

个环节,我觉得这样甚至能更好的完成

目标,这就是陶行知先生要因材施教,因

地而为。 

[参考文献] 

[1]周德藩.《走进陶行知》-教师读

本[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小

学科学新课程标准[M].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7. 

[3]姚晓春.小学科学课的建构——

探究式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M].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王芳(1972--),女,汉族,江苏省南京

市人,一级教师,本科,研究方向：科学探

究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