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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语文教师张鹏以“权谋启智，蒙学开卷”为主题，向

初一年级的学生们展示《孙权劝学》这篇文言文的魅力。图为学生在课堂上

一边思考一边认真记笔记。

资料图片

朱欢

做好学习笔记是一门学问，好的学习笔
记不仅能够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还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笔者认为应处理好四
组关系。

一是处理好“听”与“记”的关系。听
课不光是用耳朵的单一活动，还要注意听、
看、思、记结合，做到耳、眼、脑、手并
用。教师要指导学生恰到好处地处理好听讲
和做笔记的关系。学生在课堂上不能因记少
听，也不能全听不记，其实听才是关键，只
有听懂了、思考了和理解了，记才能发挥真
正的作用。

二是处理好“记”与“不记”的关系。
课堂教学中记什么、不记什么，每个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笔记。
比如课堂教学的重难点和疑问处、知识的结
构图、重要的图表、典型的题目、课本上没
有的知识、教师特别强调的地方等，是学生
需要记录的，而课堂上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细
枝末节就不需要记录。

三是处理好“记”与“用”的关系。学
生做笔记是为了方便平时查阅和参考，复习
时能够帮助学生通过笔记回忆教师讲解的内
容，突出复习的重难点。比如学生在笔记中
记录的典型题、难题、错题和好题，这些题
目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地掌握解题方法，提高
学习效率。教师领着学生“常回家看看”笔
记，往往会事半功倍。

四是处理好“课堂记录”与“课后完
善”的关系。课 堂 笔 记 要 求 “ 快 ” 而

“准”，快就是要求学生要及时记录，准就是
要求学生要准确无误地记录。但课堂笔记再
完美，也难免会有瑕疵，需要学生用课后笔
记来补充和完善。课后笔记主要是对课堂笔
记进行及时的整理，把课堂未记上的内容补
上；对课堂上一时没有理解的问题进行深度
的思考；对课堂笔记进行再学习，从而获得
一些新体会。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铁路第一学
校教育集团桃花校区）

做笔记要处理好
四组关系

张海燕

小学是学生综合素养和习惯养成的关键
期，课堂笔记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如何提升学生课堂笔记质量呢？

精准把握内容，引导学生愿记
首先，明确笔记记什么。教师讲课的重

点、易错点和要点，学生在听讲过程中应记
录相应内容，使笔记更具有系统性和逻辑
性。例如在语文课上，学生可以记录教师的
板书或呈现单元人文主题的语文要素，或主
要人物、主要情节等。

其次，重点知识简洁记。学生要找准重
点知识的关键字、词、句，进行记录，还可以用
不同颜色的笔和图文符号进行重点标注，存
疑之处和学科间知识融合点要补充记。

借助思维工具，引导学生会记
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的学习，通过思维

导图，可以把学习和培养思维有机统一起
来。把记笔记与思维工具结合起来能提升学
生知识建构能力，提高其系统思维水平。

学生在记录、整理和总结的过程中，教
师可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度加工，理解知
识的内涵和逻辑关系，提高对知识的吸收
率。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速
发展，课堂上学生还可以利用平板电脑、学
习软件做电子课堂笔记，满足学生在不同情
境下的需求。

促进习惯内化，引导学生善记
引导学生善做笔记的关键在于促进其习

惯内化。
首先，优化记录，融入思考。课上挑重

点内容进行简洁记录，课后让学生及时整理
课堂笔记，补充遗漏内容，将笔记梳理清晰。

其次，加工整理，增强理解。鼓励学生
定期复习笔记，通过做练习题、背诵知识
点、与同学交流讨论等方式，运用笔记中的
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最后，检查笔记，做好评估。教师要经
常检查课堂笔记，评估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
果。

（作者单位：安徽省亳州市第四小学）

让学生愿记、
会记、善记笔记

特别主题特别主题
聚焦课堂笔记聚焦课堂笔记（（下下）：）：学科指导学科指导

罗少霞

随着各种电子课件、在线课程、学
习APP等纷至沓来，传统的课堂笔记似
乎逐渐被边缘化。作为教师，我深知课
堂笔记在学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它绝非应被摒弃之物，而是学生学习旅
程中不可或缺的珍贵宝藏。

笔记是知识留存的坚固锚点。通过
手写记录，我们能将瞬时记忆转化为短
时记忆，并进一步强化为长时记忆；笔
记也是专注学习的有效助力。当我们拿
起笔做笔记时，手、眼、脑协同运作，
能让我们更专注于学习内容；笔记是个
性化的学习伴侣。每个学生的学习进
度、理解能力和关注点各不相同，笔记
能够充分反映这些个体差异。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培养
学生做笔记的习惯，提升他们做笔记
的能力呢？我以自己作为一线英语教

师的多年教学实践为例，分享一些经
验。

首先，教师要发挥示范作用。在英
语课堂上，我会边讲解知识点，边在黑
板或电子课件上示范如何做笔记。比
如，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重点词语、语
法和例句；用简洁的符号表示各种关
系，像用“>”表示比较级，用“△”
表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通过这样的
示范，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做笔记的方法
和技巧。

其次，制定明确的笔记要求。我会
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
具体的笔记要求。例如，在学习新单元
时，要求学生记录重点词语的词性、词
义、搭配和例句，记录重要的语法规则
和相关练习，记录课堂上老师讲解的解
题思路和方法等。同时，考虑到学生记
笔记时可能出现速度跟不上的情况，我
会建议他们先停下来，认真听老师讲

解，课后再补充完整。如此一来，学生
在做笔记时就有了明确方向，不会盲目
记录。

最后，开展笔记分享和交流活动不
可或缺。我会定期组织学生进行笔记
分享和交流，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在分享过程中，学生能看到
其他同学笔记的优点，发现自己的不
足，进而不断改进自己的笔记方法；
而且，这一活动还能激发学生做笔记
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让他们更加重
视笔记。

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做笔记意识和
能力后，如何充分发挥笔记在英语学习
中的作用呢？

其一，定期复习笔记是关键。复习
笔记不能只是简单地浏览，而要深入
思考，将笔记中的知识点与自己已有
的知识体系相结合。可以采用间隔复
习的方法，依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

规律，合理安排复习时间，以提高复
习效果。

其二，利用笔记进行总结和归纳十
分重要。在学完一个单元或一个专题
后，我会引导学生对笔记进行总结归
纳，将零散的知识点整理成系统的知识
框架。比如，在学习形容词和副词的比
较级和最高级后，让学生在笔记中梳理
出相关规则和用法，并通过对比分析，
加深对这一知识点的理解。

其三，将笔记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是
学习的最终目标。学习的目的在于运
用，因此我会鼓励学生把笔记中的知识
运用到实际的听说读写中。比如，在写
作时，提醒学生参考笔记中的优美句式
和表达方式；在口语交流中，运用笔记
中的单词和短语，提升语言表达的准确
性和流畅性。

（作者系广东省阳江市第二中学英
语高级教师）

笔记不能在学习中“缺席”

林春曹

课堂笔记的价值远不止于简单的纸
笔记录，它在当下学习活动中仍具有不
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如何让课堂笔记从
司空见惯的被动记录转变为富有个性的
创意表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
进行尝试。

笔记重构：

从复制粘贴到思维图式

许多学生将做课堂笔记变成了复制
粘贴，机械地抄写板书或PPT内容，这
种低层次的记录方式不仅难以激发思维
活力，还容易让学生陷入被动学习的困
境。真正的课堂笔记应当是对学习内容
的整合取舍与认知重构，是学生思维过
程的可视化呈现。笔记的核心价值在于
思维图式，即通过记录和梳理，将隐性
的思维过程显性化，从而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内化和运用知识。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康奈尔笔
记法”，即将笔记页面分为三个部分：
右侧记录学习要点，左侧提炼核心内
涵，下方总结观点感悟。这种结构化的
笔记方式，能够帮助学生从被动接收信
息转向主动思考建构，将新知识与已有
经验建立联系，形成个性化的知识关
联。例如，学习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

《草船借箭》时，学生可以在左侧记录
故事梗概和人物特点，在右侧绘制诸葛
亮的“神机妙算”思维导图，并在下方
批注自己的阅读感悟。这种笔记方式不
仅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系统化的知识
关联，还能让学生的思维过程清晰可
见，实现从复制粘贴到思维图式的进阶
表达。

在阅读课上，笔记可以升级为阅读
探究导图。学生不仅需要记录阅读内
容，更要标注每一步的思维过程。可以
用不同颜色区分已知信息、阅读路径和
学习感悟，或者用符号标注重点、疑
问、联想和感悟。这种笔记方式让语言
思维可视化，让学习路径具象化。

笔记创新：

从静态记录到动态创作

传统的课堂笔记往往是静态的、单
向的记录，缺乏主动思考和创造性表
达。然而，当下学习需要动态的、交互
式的笔记方式，让笔记从知识的接收器
转变为思维的催化剂。借助思维导图、
概念图、时间轴等可视化工具，笔记可
以突破纸面限制，成为知识创造的平
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例如，学习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
《海上日出》时，可以引导学生将笔记
转化为“动态创作空间”。学生不仅记
录课文中的关键词句，还可以用不同颜
色的笔标注日出过程的层次变化：用红
色描绘太阳初升时的“红霞”，用蓝色
记录天空的“浅蓝”到“深蓝”的变
化，用黄色标注太阳“冲破云霞”的动
态过程。这种多感官参与的笔记方式不
仅提升了学习体验，还激发了学生的创
造力与想象力，将静态的文字转化为生
动的画面，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巴金
笔下日出的壮丽景象。

我们还可以鼓励学生建立个性化符
号系统，用特定符号标注重点、疑问、
联想等。例如，学习《海上日出》时，
学生可以用“★”标注自己喜欢的句
子，用“？”标记不理解的地方，用

“→”表示联想或感悟。这样个性化的
笔记方式，不仅让笔记成为学习的有力
助手，还有效减轻了记录负担。当学生
读到“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
时，可以用“→”联想到自己爬山时的
感受，并在旁边批注：“这让我想起自
己爬山时，双腿像绑了什么重物似的，
每一步都格外吃力。”这种将文本内容
与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方式，不仅加深了
对课文的理解，还激发了学生的想象
力，由课内知识延伸到生活实际，实现
由此及彼的学习拓展。

此外，笔记的创新还可以借助数字
化工具实现动态化与多模态的融合。例
如，学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

《海上日出》的动态思维导图，将日出
过程清晰划分为“日出前”“日出时”

“日出后”三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融
入相关的图片、视频或音频素材。这种
多感官参与的笔记形式，不仅使学习过
程更加生动有趣，还能引导学生从视
觉、听觉等多角度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学习
转变。通过这种方式，课堂笔记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文字记录，而是成为激发学
生创意的重要平台。它如同学习旅程中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为学生的思维拓展
和创意表达注入新的活力，真正点燃他
们的创新火花。

笔记赋能：

从知识积累到素养习得

课堂笔记的价值远不止于知识的存
储，它更是学生核心素养习得的重要载

体。运用结构化的笔记方式，可以帮助
学生筛选、分类和整合信息，培养信息
处理能力。运用思维可视化的笔记方
式，可以引导学生标注疑问、联想和感
悟，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运用个性化
的表达方式，可以启示学生重新梳理知
识框架，建构认知关联，提升自主学习
能力。这样的课堂笔记赋能深度阅读，
可帮助学生实现从知识积累到素养习得
的跨越。

课堂上，笔记可以成为一张引领学
习的“思维地图”，帮助学生从被动接
收知识转向主动思考问题，从浅层学习
迈向深度参与。作为一张“学习地
图”，笔记不仅记录知识要点，更通过
结构化设计，助力学生明确学习路径、
聚焦核心问题、构建知识关联，并逐步
掌握有效的认知策略。首先，笔记通过
分层次、分模块的记录方式，将零散的
知识点串联成系统化的知识框架，为学
生提供清晰的学习路线图，帮助他们厘
清思路，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其次，
笔记借助思维可视化的呈现形式，将隐
性的思考过程显性化，使学生的思维轨
迹得以留存，既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内容
的理解，还能引导学生总结学习方法与
策略。最后，笔记通过个性化的批注与
反思，鼓励学生将新知识与已有经验相
联系，将书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从
而激发深度思考，获得独特的学习体
验。由课堂笔记构建的“学习地图”，
不仅是知识积累的工具，更是学生思维
成长与素养发展的生动写照。它记录了
学生的学习旅程，展现了他们在知识探
索中的思考与创造，成为通向语文核心
素养的重要桥梁。

高年级学生也可以尝试“电子笔
记+纸质笔记”的混合模式，充分发挥
两种媒介的独特优势，实现信息的高效
整合与思维的深度催化。例如，学习人
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匆匆》时，可以
借助电子设备快速记录课文背景资料、
名家解读视频、相关文学作品等大量信
息，借助电子笔记的搜索、分类和链接

功能，构建一个丰富的“时间主题资源
库”。这种数字化的记录方式，不仅提
高了信息获取和整理的效率，还为深度
思考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支持。与此同
时，还可以用纸质笔记进行深度思考和
个性化整理。在纸质笔记上绘制“时间
流逝图”，用箭头标注时间的不可逆
性，用气泡图记录自己对“珍惜时间”
的思考，甚至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朱自
清笔下时间流逝的层次变化。这种手写
笔记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深度思
考，帮助他们将零散的信息内化为系统
的主题关联。纸质笔记的物理触感和书
写过程，还能增强学生的记忆效果和情
感体验，使学习更加沉浸和深刻。通过

“电子笔记+纸质笔记”的混合模式，学生
既能利用电子设备的高效性，快速获取
和整理信息，又能通过纸质笔记的深度
催化，将已有知识转化为认知重构，将共
有信息转化为个性体验。这种融合方
式，不仅适应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需
求，还保留了传统课堂笔记的育人价值。

课堂笔记是深度学习的有力支架，
是认知建构的可视化图式，更是素养习
得的内涵阶梯。当我们转变对笔记的传
统认知，创新其形式与功能时，它便能
从单一的记录工具，转化为促进深度学
习的创意表达方式。在人工智能高速发
展的今天，课堂笔记不仅没有失去其价
值，反而因技术赋能而拓展了更为广阔
的应用空间。重新审视笔记的意义，积
极探索其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充分挖掘
其潜在功能，我们就能够赋予课堂笔记
全新的生命力让课堂笔记成为学生成长
道路上的智慧伙伴。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月苑第一小
学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课堂笔记：从被动记录到创意表达

■借助思维导图、概念图、时间轴等可视化工具，笔记可以突破
纸面限制，成为知识创造的平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课堂笔记的价值远不止于知识的存储，它更是学生核心素养习
得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