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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夏云宏，外语学部英语系主任，多次获得文华学院三育人奖、教学质量奖。且获

得 2019 年教师节课程设计优秀奖。以引导学生思维方式为教学理念，用微笑感化学生，赏

识教育给予鼓励，曾指导学生获得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和一等奖。

有效的课堂设计在于三点，首先是符合学生要求，老师的课题设计并不

在于怎么去讲，而在于针对学生的需求，他们所缺的是什么。其次是有目标

的教学，既要满足学生的需求但又不是短期的需求，需要的是一个教学的具

体目标。最后便是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效的参与课堂。夏云

宏优秀的课程设计在教师节的奖项评选中赢得了鲜花与掌声。

理科思维教学，提问给予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不思考就会望文生义，迷惑而

无所得。夏云宏便是这思维的引导者。在她的课堂上，你得到的不是解决问

题的答案，而是如何自主解决问题的思维，通过自主思考，最后自己获取答

案。她说：“不要直接告诉学生们 what is it，而是教会他们如何思考 how and

why。”每节课她都会让学生们在课前做好预习工作，准备好自己不理解或者

认为是重点的部分，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有针对性的去听，带着批判亦或者主

观的思维去思考老师的课程内容。不是听到什么就学什么，更重要的是学生

思维与课堂的比对碰撞出新观点的过程。“老师的角色不止是一个知识的传授

者更是一个思维的引导和启发者。”夏云宏说，“我曾经是理科生，数理化的

课程都以逻辑为主，所以我喜欢以逻辑思维为主去进行我的课程，我很喜欢

提问。”

“大家都听懂了吗？”“懂啦！”“那我开始提问啦！”随时随地给出问题

的形式在她的课堂上司空见惯，当大家表示都懂了的时候，便是夏云宏提问

的时候，能回答正确才是说明真的懂了，而这样的思维培养渐渐从她的提问

转换为学生自问自答的形式。“时间久了，大家都会去思考我会提什么问题，

而在他们思考的过程中也渐渐培养了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用问题式的启发

方式并不是那种浅层的表面问题，而是一个深入思考的引导，训练深度的思



维，更能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模式，到了什么时候就知道该问什

么问题，最终目的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有自己的思想去解决自己提出的问

题。

夏云宏这样的引导理念也有了明显的成效，大家在她的引导下，对于课

文中相同的句子理解有了新的思考，十年内不断有新的想法提出，并在课堂

上交流讨论。最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上了十年的课文，讨论过多次的句子，近

期竟又有同学提出了十年来没有人提过的新的理解角度。学生的潜能是无限

的，就像埋在地里的种子，需要给予水分与养料去浇灌去培养去引导，才能

开出别样的花朵。

发掘学生擅长点，增加参与度

“我的课程属于理论基础课，和别的实践课，案例课不太一样。而这种

理论基础课最缺乏的就是学生的兴趣。”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夏云宏尽量

降低门槛，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利用小组的任务式教学，观察课程设计与

大家的反应，会发现每个学生不同的擅长点，而利用这些擅长点就可以增加

学生兴趣。

夏云宏有一名不爱说话且性格内向的学生，无论是什么课都不愿抬头，

不喜欢张口。当她给予提问时，其他同学都用眼神提示她，不要提问那个同

学，避免课堂沉默的尴尬。可夏云宏不愿放弃他，通过观察，她发现这个学

生对历史的兴趣程度很高，而且十分擅长。后来有一次机会涉及到历史知识，

她设计了任务的形式，让大家组队进行演讲，希望利用任务式教学调动起他

的积极性。由于很多女孩子对二战的了解知之甚少，在他们组只有他一个男

生的情况下，最终他鼓起勇气走上讲台，利用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完成了这

次演讲，并且条理清晰，十分成功，他获得了全班热烈的掌声。通过这次的

演讲，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他也获得了自信，以后的课堂上，每当夏云宏

提问，他也不再是沉默不语，而是越发的积极参与进每一节课堂。对于这个

学生，她说：“在某些角度，他是擅长的。要去鼓励他开口，让大家对他有刮

目相看的感觉，他才会更有自信。每个人都是有优势的，也许他的词汇量不

够多，语法不够精，但是他的思维是足够活跃的，如果一直让他闷下去也许

他也就这样了，但我更希望他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参与进每一节课堂。”



莎士比亚曾说“没有比较，就显不出长处；没有欣赏的人，乌鸦的歌声

也就和云雀一样。要是夜莺在白天杂在聒噪里歌唱，人家绝不以为它比鹪鹩

唱的更美。多少事情因为逢到有利的环境，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博得一声

赞赏。”这位学生遇见夏云宏无疑是幸运的，她给予他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利的

环境去表现自己，也不仅仅是达到尽善的境界去博一声赞美，更重要的是她

教会他如何自信的抬起头，参与到每一场讨论。即使是词汇的匮乏无法表达

内心的想法，也得到鼓励利用丰富的思维愿意去思考，这对他今后长期的学

习是受益无穷的。夏云宏的教学理念往往是通过观察学生们的缺少的内容而

制定一个具体有目标的教学，满足了学生们长期的需求而不止是短期的需要。

微笑式教学，开口即鼓励

微笑是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每一位老师都有他们独特的魅力，不同

的风格与方法。而夏云宏最希望的是每一位学生可以去开心的学习，在过程

中寻找快乐，她的微笑似乎有魔力一般感化着每一位同学。“每堂课看到大家

我都会保持精力充沛有活力，我想用自己的精神状态去影响大家，带动大家，

我微笑就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笑，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一起愉快的学习。”

在她的课堂上，几乎每一个同学都很积极的去发言，因为他们知道，只

要他们认真思考了，开口了，就会得到微笑与鼓励。夏云宏说道：“老师需要

做到的是关注和鼓励，说出来才能知道你是不是在思考，说的好的要给予表

扬，错的就要提供思路，引导他们思维的正确走向。”如此轻松愉快的教学环

境，是许多学生的心之所向，吸引了大量学生的目光，于是每每点名时，总

会发现人数不但没少反而多了。这对她的教学也是一种极大的肯定。而她充

满微笑的眼神，也吸引了大多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情不自禁的投入进课堂。

她的微笑，她的鼓励是学生们开口交流，热衷讨论的一剂良药。曾有位学生

每次上课都喜欢坐在最后一排，且回答问题声音极小，不敢表达。尽管每次

都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夏云宏还是依旧给予鼓励，让他开口，一

直微笑着让他说下去。她始终相信鼓励式的教学会让更多人愿意表达愿意参

与讨论，交换彼此的思维，集思广益得出更多新颖的内容。后来这位同学在

夏云宏的不断鼓励下敢于开口表达自己，举手的次数也多了，坐前排的概率

也大了，这让她更坚定了自己的方法，微笑架起了她与学生之间一座温馨的



桥梁。

像是《爱的教育》，爱是教育的灵魂，是冬日交织的阳光，像是意大利作

家亚米契斯笔下的老师，爱藏在每一节课堂，用微笑感染每一位学生：“听她

的鼓励，看她的微笑，我一下子觉得她的形象高大起来，虽然她不是一个战

场上用枪的士兵，她给予的鼓励，她流入的微笑，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战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