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课堂学生如何展示交流

交流展示是整个课堂的主旋律，学生的动应贯穿于整节课堂的始终。通过学生的动口、

动手、动脑，来展示预习的成果，以达到活跃思维，锻炼勇气，培养能力，塑造人格的目

的。教师要有全员学生参与的意识，调动更多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无拘无束的“动”

，随心所欲的“说”，在课堂的零干扰状态下主动求知，以学促教。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

阐述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和意见。

一、什么是展示

展示就是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对导学案里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地探究，并将自己

或本组的探究结果用简洁生动的方式展示出来，从而检验其自学的效果如何。

二、课堂展示类型

１．组内小展示

由小组长组织在组内进行的展示，展示对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或一些生成性的问题，

解决最为基础的问题。并由小组长将组内交流还未解决的问题由学习组长汇报给老师，便

于教师把握学情，为班内大展示做好铺垫。

2．班内大展示

一要有展示，二要有点评。展示时小组选派代表在班内展示带有共性的问题，易错的

问题。展示时一般由 B层、C层同学展示，由 A层同学负责点评或拓展。教师要适时追问、

点拨、启发、引导学生，对课堂进行调控。点评时，点评的内容则应该是具有针对性、拓

展补充性。对展示组的人员参与度、精彩度、准确度、团结协作等方面的优点与不足进行

点评、打分。 

每节课可任定一组为点评组，其他组为展示组。（点评组和展示组可轮换担任）。

三、展示方式

在高效课堂中，单纯的说、做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久而久之，再诱人的课堂也会

淡然无味。只有多元化的展示形式才能让平凡的课堂一浪胜过一浪。 在展示中，我们常

用的展示形式 

1．口头展示：概念的形成、现象的描述等这些内容丰富，容量大的内容

2．书面展示：定理的证明，推理、探究的过程、题例的解答等

3．表演肢体语言展示：展示的同学用手势、用表情、用姿态，帮助其说明，增加他表

达讲说的内容效果，有作为口头语言的补充。

４．实物模型展示：学习空间图形内容可以提前让学生制作，通过学生的展示、比较，

认识图形之间的关系，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

四、展示内容

展示内容贵在“精”,必须是学生深入探究的问题，无论是组内小展示还是班内大展示

都要明确展示是提升，绝不是各小组对导学案上问题答案的重复性讲解，统一答案。(在实

践教学中，有的老师在学生小组讨论、交流之后，就让学生分组或自荐按照顺序把学习任

务中的内容一个一个都展示出来，这样既浪费了时间，又不能抓住重难点；也有的老师只

注重学习任务的展示，认为只要把学习任务中安排的内容完成，就达到了教学目标，忽略

了课堂内容的适当拓展和延伸。) 哪些题目适合展示？

一是开放性题目；二是拓展性题目；三是难点、疑点且在学案中出现较多错误的题目。

 它们要突出展示的三大特性：

a.问题性：也就是说展示内容应是组内或全班带有共性的问题、易错的问题。（展示

并不是把导学案上的内容照搬到黑板上，展示应该展示本单元的重难点。而一些内容简单

易懂其实展示的必要不大。） 



b.互动性：针对展示的方式来讲，展示时要体现出师生、生生的交流，可以是疑难求

助、对话交流、质疑对抗等多种形式。

c.创生性：引导学生重点展示自己独特的思考、发现的一些规律，包括学习方法总结、

学习的新发现、新感悟等。（这样就避免了展示不高效的情况，也体现了展示环节的必要

性。）

五、展示指导

1.站姿的要求：发言的学生假如需用板书协助说明观点时，一定要侧身而立，不要挡

住旁边同学的视线。

2.语言的要求：发言时声音要洪亮；语言尽量简洁；节奏不要太快,注意用语文明礼貌，

例如：大家请看这一题，请听我讲，我的想法是这样，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吗？有没有同

学要补充,对提出建议的同学说谢谢等。

3.发言顺序：组内发言，由小组长制定。组间展示，一般按照问题的顺序 工业备件原

装进口 eth,原厂采购 广告 eth原装进口销售,德国原厂采购 eth全系列 查看详情 > 上海

希杵优势供应 eth全系列产品 广告 专业销售 eth产品,原厂采购,货期短,可提供报关单及

原厂发货单. 查看详情 > 进行，也可由教师根据情况来制定。 

六、“高效课堂”中学生如何进行展示

在高效课堂中，展示讲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学生如何进行展示 

（一） 规范流程、注重模式化操作

在临模初期，我们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展示习惯，规范展示用语，要求学生对课堂展示

模式熟记于心，能按预设的程序有序推进。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在初始阶段能迅速进入角色。

保证了课堂的快节奏，高效率。

（二） 注重细节、引导展示的学生开展互动

如果学生在展示中，只是在说答案，教师引导学生用“讲”来完成展示的内容，，尤

其是新知，教师还是要强调，有些知识学生讲不到的，教师可以装糊涂去问他，这样一方

面可以让他的讲解更全面，另一方面也使其他学生对知识理解的更透。引导展示的学生在

展示时，点其他小组成员完成问题，提出和其他小组进行挑战对抗。（平时的教学中教师

不仅要训练学生讲解时所用的语言，讲解的方法，还要注意学生对知识的讲述情况，对学

生的讲解进行补充。）

（三）注意面向全体学生，要让每个人都有讲解的机会。  在教学中，我们会发现每

次展示时，各组都是成绩好的、能力强的学生进行讲解，这样就使得落后生得到了冷落，

长期下去，他们的成绩会更差，所以讲解时要让落后生也参与。在教学时老师要给每个组

定下规距，讲解的人要轮流进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课前先分配好讲解的内容，本组学

生负责对讲解的人进行指导，尤其是落后生，要教他怎么说，这样能够让每个学生都有讲

解的机会，都能够得到锻炼。

我们在课堂展示过程中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展示课堂“三允许”：即允许学生出错；允许学生保留不同看法；允许学生向教师

质疑、提意见。

2.展示课堂“四不讲”：即学生能说的不讲；学生能研究出来的不讲；学生能自己操

作的不讲；学生能自己得出的结论不讲。

3.展示课堂“五转移”：即由过去的讲明白向现在的学生自悟明白转移；由教师提问

为主向学生提问为主转移；由强制性课堂管理向科学自主开放式管理转移；由过去教师演

示向现在的学生自己参与教学实验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