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二年级的课堂上了解青蛙    
格兰特先生所教的二年级学生准备开始学习有关青蛙生活周期的单元内容。他想让自己的学生理解什么是自然

界中的周期和动物的习惯。他还想培养他们科学观察与协作的技能，以及他一直怀有的想法，即让学生们向着

成为一名能够管理自身学习的独立的学习者而努力。在这个单元中，学生们对青蛙进行了调查，并建立了一个

项目来交流他们学到的东西。 
 
格兰特（Grant）先生所教二年级班级的学生水平不同。他的5名学生被鉴定为具有不同程度的学习困难，1
名学生被鉴定为天才儿童，另有2名学生为非土著居民。所有这些学生均在教室外面学习了一段时间，由一些

教师向他们提供特殊帮助。格兰特先生与这些教师密切合作，以期满足这些学生的需要以及他的所有学生的需

要。 
 
准备这个单元  
为了准备这个单元，格兰特先生首先搜集了很多有关青蛙的、不同阅读水平的印刷材料。从他与学生打交道的

经验以及先前的评价结果中，他了解到莫里——一个具有中等阅读困难的学生——
仍处于幼儿园学生的阅读水平，而鲍尔——一名天才儿童——则能够阅读5年级水平甚或更高水平的材料——
尤其是在他对主题感兴趣的情况下。因此，格兰特先生知道，为了让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充分地参与到这个

项目中，他需要准备不同水平的书籍和杂志。他还为自己的学生找到了几个适合不同学习困难水平的网站地址

和一个俄罗斯的网站地址。 
 
格兰特先生期望自己的学生能够通过对照自我导向的目标、不断地思考他们进步了多少，来准备新单元的学习

，这些自我导向的目标是他们学年开始时就确定了的。举例而言，莫里——一个具有中等阅读困难的学生——
就确定了一个始终如一的目标：记住在开始学习之前就准备好自己的学习材料。她还想在写作时更着重于详细

阐述自己的观点。杰斯廷——具有轻度学习困难——
知道自己经常是匆忙开始学习而且是粗心地。他的长期目标就是在开始学习之前，从容不迫地检查一下自己的

工作。格兰特先生鼓励杰斯廷，让他在认为完成了自己的工作前和某个同伴再讨论一下，这也是他要求他的所

有学生都要运用的一个策略。 
 
教授这一单元  
开始这一单元的教学时，格兰特先生要求学生们帮助他来完成一个已知-未知-
学知图表，由此来判定学生在有关青蛙方面的知识水平。在这一讨论期间，他发现，莫里和其他几名学生把真

实的青蛙与童话书和动画片里的青蛙搞混了。格兰特先生围绕这一讨论画了一个维恩图来说明它们的差异。他

发现卡尔，一名努力读书的学生，他对青蛙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清楚地知道很多有关青蛙的知识。在其后的

默读时间里，他就列了一个有关这一主题的推荐书目给卡尔。 

 

了解青蛙的栖息地  
在介绍活动结束后，学生们到一个池塘进行一次野外考察，在那儿他们要研究青蛙必须生存的栖息地。学生们

测量了水的pH 值，照了些照片来帮助在他们的教室里建造起一个青蛙的栖息地。    
 
野外考察结束后，学生们又对已知-未知-
学知图表进行了回顾，在他们已经习得知识的基础上对其做了修改。格兰特先生播放了一段有关青蛙的录像，

并要求学生写出“他们在这次的旅游（考察）中学到了什么” 。  

扎克——具有中等程度的学习障碍——写到：  

我知道了，青蛙和蟾蜍是不同的，青蛙吃小虫子和小鸟。青蛙是由卵子和蝌蚪来的。  

佐伊也具有中等程度的学习障碍，她写到：  

青蛙生活在水里而且到处乱跳。他们打鸣和唱歌。青蛙会飞。 

 



读完他们写的东西之后，格兰特先生与扎克和佐伊做了个别交谈，给他们看了一些资料，向他们解释青蛙吃什

么、它们是怎么动的。直到他确信他们已经理解了只有一些青蛙能飞、它们不吃小鸟之后，他才问了他们一些

问题。从这次考察中他还发现，有几个学生对会飞的青蛙很感兴趣，因此，他就用有关这类青蛙的书、录像带

和活动等，在教室里建立起了一个学习中心。    
 
接下来的活动中，各组小组的学生制作装饰物来妆点青蛙的栖息地。为了准备之一活动，格兰特先生针对小组

的成功活动上了几节小型辅导课。小组之间的互动为所有的学生都提供了机会，使他们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向自己的同伴提问问题、练习使用他们所学到的新词汇。这一过程对他那些非土著语言的学生来说非常有帮助

。    
 
为了帮助学生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格兰特先生给了他们一个有关该项目计划的时间安排，来指导他们的学习

。他教育他们去思考：他们什么时候必须完成该项目的各个部分，他还教育他们去记录自己计划进程的日期。

有困难的学生尽自己的努力填写好了计划并和他们的特殊指导教师一起完成了自己的计划。他鼓励每个学生要

不断地修订自己的计划，这样计划才能对他们有帮助意义。    
 
为了在制作饰品的过程中监控学生的合作技巧，格兰特先生使用了一个花名册清单。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他

会在和学生随意交流的时候记下他使用的信息。 

技能  莫里  鲍尔  Amy 

共同参与出很多主意并提供相

关信息  
只在被问及的时出点

主意   
有很多好主
意  

共同参与出一些主意，能够较为自信
的表达 

鼓励其他成员支持他们的主意  无观察结果  无观察结果  善于询问莫里的想法 

听和说的平衡  主要是听  说比听多  良好 

顾及他人的感情和想法  无观察结果  有时  良好 

 
各小组准备他们的饰品制作时，格兰特先生便在他们中间巡视，向他们提供材料纠正他们的误解，这样保证了

他们最后的工作结果能够和真正的青蛙栖息地相像。    
 
接下来的学习阶段，学生们在教室里建造起了一个青蛙的栖息地。他们对蝌蚪和青蛙进行观察，并在自己的学

习日志中记录下他们的观察结果。格兰特先生耐心的解释那些是他期望学生记录的信息，而且还在开始观察阶

段做了示范。他知道，莫里在详细记录学习日志时经常会碰到困难。因此，他向她提供了一个结构较为详细的

观察表，要她通过回答一些有关青蛙栖息地的问题来把表格填完。他也知道，杰斯廷具有中等程度上的学习障

碍，书写经常是乱七八糟，连他自己都辨别不出来。因此，格兰特先生就给杰斯廷建立了一个计算机学习日志

。 
 
设计最终的项目  
深入研究了有关青蛙的生命周期及其栖息环境之后，教师们将学生分成小组制定计划来汇报他们学到的知识。

为了照顾个人的兴趣和能力，格兰特先生让学生自己选择他们想采用什么样的方式来交流自己的学习结果。他

们可以制作论文集、通讯小报、多媒体介绍片子、网站或者短片等。在学生们进一步扩展自己知识的时候，有

很多种方式可供他们选择。他鼓励学生选择一个对他们既具挑战性又可帮助他们学习新技能——
如运用科技的能力、写作的能力或者行动的能力等的方案。    
 
就这一方案而言，格兰特先生是在学生具备创设一个有关描绘装饰品的计划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针对如

何将自己的方案分解为各项任务，他向全班同学做了说明，同时还向他们提供了一些较之前面计划稍为简略的

指导建议。他在学生们中间巡视，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以个别的帮助，如果发现了一些共同的问题的话，他还

会让学生们停下来，进行短时间的临时讲解。 
 
 



学生的故事：莫里的反思  
依靠帮助，所有的学生都围绕着自我导向的目标制定出了他们自己的清单，这些目标是他们针对该学年和本单

元的学习而制定的。莫里的自我评价描述了她每天是如何成功达到自己的目标的。 

姓名 莫里                                                              日期 2月28日 
 
目标: 

1. 我每天都会带我的笔记本和铅笔到学校。  
2. 我的小组成员有了好主意的时候，我会记得称赞他们。  
3. 当研究青蛙的时候，我会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努力去找出答案。 

目标 
#1  

我在实现目标上做得很好。我完全

按照所写的计划来做的。 
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并且需要一

些帮助来完成计划。  
我根本就没达到自

己的目标。 

目标 
#2  

我在实现目标上做得很好。我完全

按照所写的计划来做的。  
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并且需要一

些帮助来完成计划。  
我根本就没达到自

己的目标。 

目标 
#3  

我在实现目标上做得很好。我完全

按照所写的计划来做的。  
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并且需要一

些帮助来完成计划。  
我根本就没达到自

己的目标。 

 
我明天的计划  
 
在午饭前，我会把我的笔记本和铅笔放在台子上，这样我就会记得把它们放在我的书包里。 

 
格兰特先生知道，莫里在整理自己的作业时经常会遇到困难，因此，他提出了很多选择性的建议来帮助她记得

带自己的学习用品。她选择了一种她认为对她而言实施起来较为容易的。    
 
利用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  
格兰特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用了评价量规来描述他对学生们最后的结果的期望。学生们打算用评价量规来监控自

己的进程如何。针对如何使用评价量规去评价自己的计划，格兰特先生为学生们做了示范，并在他们工作的时

候进行了随意的观察和记录。这些记录为格兰特先生提供了信息，他使用这些信息，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中

来帮助自己的学生学会本单元的内容、达到学习的目标。 
 
完成计划后，为了得到反馈，学生们相互间进行了交流。格兰特先生给了一些问题提议，学生们可以拿这些问

题来质疑其他小组成员所做的介绍。然后，他给了他们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组内通过头脑风暴提出其他问题

，来帮助他们完善自己组的介绍。他还针对如何建设性的、真诚地回答其他小组成员的问题做了示范。学生们

进行同伴评价的时候，格兰特先生针对学生怎么发问、怎么获得反馈的做了记录，以便在今后的教学中使用。

    
格兰特先生知道，个体的误解常会隐藏于小组计划的结果当中。他做了额外的努力，通过提问和检查学习日志

来测定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结果。  
 
向前看，向后看  
格兰特先生没有把自己所教的单元内容割裂开来，也没有将其视作为学生个体搜集的信息。相反，他认为每个

单元都是学科领域知识、技能网络的一个部分。他要求学生们，在每一单元的学习结束时，他们都要对自己学

习的各个方面进行反思。   
 
 
 
 
 



一名学生的故事：扎克的反思  
下面所写的内容是对问题的回答：在本单元中，你学到了什么？ 
 
扎克——具有轻度学习障碍——写到：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青蛙的有趣的东西。它们开始于卵子和蝌蚪。然后它们变成青蛙，它们生卵然后再变成蝌蚪
。这是一个循环因为它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这一单元的学习里，我听讲有进步。我不必要求格兰特先生再重
复讲课内容。 

莫里——一名具有中等程度学习障碍的学生——写到：  

我到池塘看青蛙。它很有趣。我和我的朋友莉亚一起玩儿，午饭吃了一个奶酪（错别字）三明治。我们投掷（
错别字）了一些鸭子。 

准备后面的单元 
格兰特先生以从这些反思中了解的信息为基础，来针对个别学生开展工作，准备后面单元的教学。他知道，扎

克正确使用了卵子和蝌蚪这样的词汇，说明他理解了循环的意思 
。他还另外举了个例子说明他听课如何更好了。格兰特先生可以判断出，扎克已经学到了一些重要的内容，他

知道自己的学习过程，而且能够逻辑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另一方面，莫里所写的内容几乎没有提供有

关本单元内容的信息或者是她朝目标迈进的信息。在如何反思自己的学习方面，她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指导。格

兰特先生还必须借用其它他所搜集到的信息来确定她的知识程度。如果那些信息显示她还没有理解基本的概念

，如自然界的循环，他就必须和她一起再学或者请她的个别指导教师帮助她掌握这一基本知识。 
 
认真地对整个单元进行评价，使格兰特先生能够更为有效地计划和实施教学，这保障了他的学生潜能的充分发

展。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评价策略以及被鼓励使用的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策略，学生们不仅习得了全面的内容

，而且也培养起了使其自身成为独立学习者所需要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