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出版：陕西教育报刊社有限责任公司 ■总编辑：郭鹏 ■副总编辑、主编：刘帅 ■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唐李佩 ■编辑部副主任：聂蕾、胡玥 ■地址：西安市药王洞155号 ■邮政编码：710003
■电话：029-87335695 ■传真：029-8733569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0004000078 ■广告部电话：029-87318259 ■发行部电话：029-86282901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1.50元 ■印刷：陕西华商数码信息有限公司 ■电话：029-86519739

电 话：029-87337551

E-mail：jsbpublic@126.com

责任编辑 / 薛小琴

美 编 / 杨 子4 2023年8月20日
星期日 知 行知 行

延安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老
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思
想指引下，革命先辈在延安时期
的丰富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
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用延安
精神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是与时俱进、永无止境、任重
道远的奋进过程。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班主任，在日常班级管理过
程中，我不断尝试用延安精神教
书育人，坚持在自力更生中优化
自主管理、在开拓创新中落实自
主创新、在实事求是中完善自主
理念，实现以制度约束落实精细
管理，以自主管理成就个人价值，
以文化熏陶打造育人磁场的班级
管理思路，着力培养有理想、有追
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
养的中学生。

搭建思政教育课堂，做好延安
精神的价值认同。思政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 键 课 程 ，
我 积 极 探 索 思 政 小 课 堂 同 社 会
大 课 堂 相 融 合 ，坚 持 开 展“ 走 延
安路、做延安人、铸延安魂”的红
色 远 足 活 动 ，开 展“ 传 承 红 色 基
因、培育时代新人”励志报告会，
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将思政课从
校内辐射延伸到校外，让延安精
神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
互 动 、与 时 代 同 频 共 振 ，切 实 把
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深刻
内涵，广泛选用反映延安精神的
图书和影视资源为德育教材，依
托 班 干 部 培 训 交 流 会 等 平 台 开
展延安精神思政教育，以延安素
材、延安话题为突破口，按照同课
异构的思路，形成养成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励志教育、理想教育等
系列主题。

开展多彩班级活动，落实延安
精神的内化延伸。在日常班级管理
中，我依托延安地区的红色资源，
用延安精神立德树人、教书育人，
不断创新活动方式，通过班级主
题班会、微型班会等活动，从丰富
的红色精神族谱中提取素材，坚
持一天一次的“延安精神特色微
班会”、一周一次的“延安精神学
习分享活动”、一月一次的“延安
精神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唱响红
色歌曲、表演红色剧情、讲述红色
故事、朗诵红色诗词等形式，用浸
润式、体验式、互动式教育模式让
延安精神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主
旋律，让广大学生更完整地了解
红色文化；在经典诵读中将延安
精神、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
结合，陶冶学生情操，培育时代精
神；在红歌演唱中全班同唱，催人
奋进，激发学生艰苦朴实、自强不
息、努力学习、奋力拼搏的精神品
质；在激情朗诵中领悟延安精神
的内涵，把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激发学生树立远大的理
想、坚定的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打造红色育人文化，营造延安
精神的教育磁场。无处不在的校园
文化是延安精神育人的重要途径，
在班级管理过程中我坚持“文化育
人”的理念，把握好延安精神与班
级育人的结合点，通过打造延安精
神文化墙、组织延安精神手抄报比
赛、举办学习延安精神征文比赛
等，把延安精神与班级口号、班级
宣言、班级誓词有机融合起来，将
党史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生
动地呈现出来，使延安精神“动”起
来、“活”起来，让革命传统教育走
进灵魂深处，让学生在自主参与班
级文化建设中从“观看者”变“参
与者”，在耳濡目染和身临其境中
受到延安精神的思想洗礼和精神
淬炼，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

作为新时代的班主任，我们要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定历史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大力弘扬延安
精神。着眼解决新时代背景下班
级发展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学
生发展实际的正确回答，得出符
合 班 级 发 展 客 观 规 律 的 科 学 认
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
好指导教育教学实践。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面对班级管理中的
各种挑战，我们要大力弘扬自力
更 生 、艰 苦 奋 斗 的 精 神 ，脚 踏 实
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推动班级
发展，促进学生成长，着力让每位
学生成为能够承
载国家发展，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结 合 学 生 实 际 去 解 读 教
材，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去拓
展教材。

如果能结合自己的学生实
际去解读教材，必然让自己的课
堂紧紧围绕教材，围绕学生，课
堂就凝练而集中，学生也会在课
堂上抓住中心来构建自己的知
识体系，不然，学生的知识就会
是片面的、点状的，而不是网状
的知识脉络。

让学生构建出知识体系，是
新课标的要求，也是构建学科体
系，实施大单元教学的必然。

今日听了学校一位青年教
师的一节《动能和动能定理》课，
优点很多，从教态和教学语言上
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总的来
说，感觉比较琐碎。

为 什 么 会 感 觉 比 较 琐 碎
呢？原因就出在这位教师对教
材的解读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没有围绕学生去处理教材，而是
想着自己怎样在课堂上表现物
理探究的方法，这本身没有错，

但对于这节课来说，无疑有点舍
本逐末的感觉。

课堂实验的设计，必须能引
起学生的好奇和探究欲望，当设
计的实验结果在学生日常认知
范围之内，或者实验的结果学生
不用动手都能知道，老师再去设
置这样的实验，既不能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也会使学生的课堂探
究欲松懈。

这就和写文章一样，一定要
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讲课，一
定 要 激 发 学 生 探 究 真 理 的 欲
望。围绕这一想法去组织课堂、
设计课堂，那么课堂一定会牢牢
抓住学生的思考方向。

老师设计用可乐瓶子从不
同高度下落对纸张造成的冲击
破坏来探究影响动能大小的因
素，一是这个实验的结果不用做
学生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常
识去预见，二是该结论也并非这
节课的重点。如果非要去展示
这一探究课题，我觉得教师不妨
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实验证明影

响动能大小的因素，反而更能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这当然又是
别的课程的内容了。

本节课旨在让学生得出动
能定理，这个时候细心研读教
材，就会发现教材是通过理想化
模型运用牛顿力学观点建立起
来这一定理的。然后才是验证
和应用。

温故而知新，学生可以通过
已有的知识用理想模型去推导
出未知结论，一个力作用在物
体上会产生加速度，通过加速
度又能算出物体速度的变化和
位移的关系，然后通过有意识
的推导整理，学生结合前面所
学的功和动能的概念，很容易
发现“动能的变化量刚好等于
外力所做的功”这个“秘密”，是
意料之外的惊喜。

这样，学生也初步知道用牛
顿力学观点解决问题与用能量
的 观 点 解 决 问 题 的 区 别 和 联
系，初步形成用能量的观点解决
问题的意识和思路。

同时，成功激发出了学生对
这一理论推导结论的兴奋和好
奇，他们急于想知道自己得出的
结论是不是正确和普适的，这个
时候老师可以让学生开放式地
设计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结论。

在设计实验中，学生会进一
步理解和熟悉动能定理。

用已有知识，走向未知的新
发现，再设计实验验证自己的新
发现。每一步都是学生的自主
思考，每一个结论都有学生自己
的参与。这也许是教材编写的
意图所在。

合理解读教材是一个教师
综合素养的体现。如何理解和
解读教材，一个是深刻领会物理
学思想；二是掌握物理学习方
法；三是结合学生实际，四是符
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因为发现
和质疑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才是课堂设计的
首要因素。

回归教材并非照本宣科，而
是回归教材的编写意图。

班主任有话话说说

□杨建东

回归教材的核心是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

从我们开始使用部编
教材到现在，已有 4 年了。
这4年来部编教材带给我们
诸多的思考与改变。新课
标全新的概念、崭新的理
念，为课堂注入新鲜的血
液。教材中编排的“快乐读
书吧”是一个新的领域，关
于“快乐读书吧”的教学建
议与策略、教学方法与教学
模式如雨后春笋，似百花齐
放，引领启发着我们走入

“快乐读书吧”。然而，在课
堂和老师的谈论中，依然存
在着对“快乐读书吧”认知
的偏差，这些偏差影响着

“快乐读书吧”教学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教师该怎样
走出“快乐读书吧”的认知
误区，带领孩子走向真正的
阅读之路？

教师要深度学习“快乐读书吧”
的编排意图，领悟功能，更新观念，
改革到底

“快乐读书吧”是“课外阅读推
进课程”的一个代表性新栏目，是
统编版教材中指导学生进行课外
阅读的重要板块，将课外阅读真正
纳入课堂教学，是课外阅读课程化
的指引。“快乐读书吧”栏目需要发

挥好教师导学的重要作用，培养学
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教给学生读书
的基本方法，确保“快乐读书吧”阅
读活动能够有效深入地开展。

教师整体规划阅读进程，精心
设计多种课型，推动整本书阅读落
地生根

“快乐读书吧”的阅读指导建
议，分别从读前、读中、读后三个
方面进行了阅读提示与引路，教
师规划整本书阅读进程，制订好
具体的阅读活动计划，并指导学
生 制 订 自 己 的 阅 读 计 划 。 为 了
使阅读活动持续有效进行，我们
要 做 好 课 外 阅 读 的 三 个 阅 读 阶
段 ，导 读 阶 段 、推 进 阶 段 、交 流
阶段。六年级下册语文“快乐读
书吧”漫步世界名著花园，推荐学
生读《骑鹅旅行记》《鲁滨孙漂流
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爱丽丝
漫游奇境》。

我设计了《骑鹅旅行记》的导读
课，重在诱发学生阅读期待，引发
探索欲望，激发阅读兴趣，使学生

走进书本，真正爱上这本书。关于
名著的导读课，我是这样设计的：

第一阶段是激发阅读兴趣。
封面导读，仔细观察，阅读封面书
名、作者、出版社、插图来激发好
奇心。目录导读，浏览目录，选取
有趣的题目，大胆猜想，勾起阅读
欲望，有些学生选取了《大海中的
白银》，阅读节选部分，学生发现
与自己猜想的有些不同，要知道
来 龙 去 脉 还 得 细 读 原 著 。 作 者
导 读 ，了 解 作 者 的 创 作 背 景 ，作
者简介，知道了《骑鹅旅行记》原
来 是 介 绍 瑞 典 地 理 、历 史 知 识 ，
集 文 学 性 、知 识 性 、科 学 性 于 一
体 的 童 话 作 品 。 作 者 历 时 五 年
走遍瑞典大江南北，搜集各种动
植物详细资料，细心观察飞禽走
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调查当地
民 风 民 俗 ，丰 富 了 作 品 的 真 实
性 ，引 发 学 生 探 索 欲 。 关 注 梗
概 ，梗 概 导 读 。 在 读 书 之 前 ，了
解 梗 概 是 把 握 名 著 的 主 要 方 法
之一，促使学生产生了阅读的动
机 。 内 容 导 读 ，品 人 物 ，学 了 课
文《骑鹅旅行记》，知道尼尔斯调

皮 、虐 待 小 动 物 ，那 么 他 最 后 变
成什么样了，同学们会有各种猜
想，尼尔斯最后怎么样了？留给
大家自己到阅读中去印证。

这样的导读课，充分调动了学
生阅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学生们
迫不及待要读书了。

第二阶段是推进阅读进程，重
在促进阅读展开。这个阶段包括
阅读记录与正面激励。指导学生
按照制订的阅读计划严格落实，
每 天 摘 录 好 词 好 句 、名 言 、俗 语
等。每周完成一篇读书笔记绘制
思维导图，写读书心得。每月围
绕一个主题写一篇读后感，或片
段品读、人物赏析。制成表格，方
便学生记录。教师随时观察、询
问学生、家长，了解学生的阅读进
程，检查阅读效果，肯定学生良好
的阅读习惯。当学生碰到阅读速
度慢、阅读效果差等问题，可以组
织学生讨论交流，教师适时施以
援手，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难题。

第三阶段是交流阶段 。 这 是
检 查 阅 读 效 果 的 主 要 形 式 。 用
充足的时间，给每位学生交流的

机会，平均时间 5 分钟。可以展
示 阅 读 记 录 ，交 流 思 维 导 图 ，分
享 阅 读 感 想 ，欣 赏 精 彩 片 段 ，品
析 人 物 形 象 ，做 好 书 推 荐 等 ，学
生 选 择 自 己 喜 欢 的 形 式 和 内 容
与同学分享。教师点评，作出总
结性的评价和建议，指导今后的
阅读深度开展。

教师拟定评价内容、方式，从不
同层面、不同层次进行表扬并奖
励，掀起阅读的热潮

教师可以从一日阅读摘录、一
周阅读笔记、一月阅读感想、一学
期 阅 读 成 果 这 几 个 方 面 展 开 评
价，由学生自评互评、老师评价、
家长评价三个层面，从不同层次

的学生中评选出最佳摘录、最美
笔记、最好感想。评选出“周阅读
小能手”“月阅读小达人”“学期阅
读小标兵”。为孩子颁发奖杯、奖
励图书，表扬爱读书、会读书的孩
子，掀起读书的热潮。培养学生
良好的阅读习惯，在班级形成良
好阅读氛围。

“快乐读书吧”作为开启学生阅
读的一把钥匙，门打开了，但要走
向真正的阅读之路，还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作为语文教师，我们
要 坚 定 信 念 ，要 有 合 理 的 步 骤 、
方 法 ，不 断 改 变 认 知 偏 差 ，要 协
调处理好各种关系，深入持久地
推进课外阅读，学生终将开启真
正 意 义 上 的 阅 读 之 旅 ，为 终 身
阅读奠定良好的基础。

把脉问诊觅良策把脉问诊觅良策 精准施策显成效精准施策显成效
——巧用“快乐读书吧”开启阅读之旅

□马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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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数学好玩”板块的有效使用
□孙红咯

在小学教育中，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一定的载体来实现，而教材的目的就是向学生传递学习的内容、学习的过程，
是培养学生的主要载体。“数学好玩”板块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中比较典型的综合性学习单元，这个板块重视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目标不谋而合，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数学好玩”板块分析

“数学好玩”主要包括两部
分内容。第一部分明确了综合
与实践的内涵，在每一个课程
中都会有以下几个活动过程：
第一学段通过“议一议”“做一
做”“想一想”的活动过程，第二
学段通过“活动任务”“设计方
案”“动手实验”“交流反思”的
活动过程，鼓励学生“从头到
尾”思考问题。在活动最后设
计了“自我评价”的栏目，鼓励
学生对于自己的活动过程进行
评价。第二部分其他内容，包
括数字游戏、数学趣题、数学应
用等。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
1-2 年级每学期安排 1 个专题
活动，3-6 年级每学期安排两个
专题活动。

“数学好玩”板块并不是单
纯地教授知识，它是以探究性
的活动为主，并且会对之前所
学知识进行应用，让学生在活
动中学习，感受数学与生活的
联系，从而培养学生对数学学
习的兴趣。

“数学好玩”板块的使用

关注学生人格培养，用数学
思维思考世界。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数学好
玩”板块在每个阶段包含的内容
不同。基于每个阶段对学生数
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教师要充分
挖掘“数学好玩”板块的隐形课
程资源。从整个小学阶段看待

“数学好玩”这个板块，在宏观上
达成“数学好玩”板块的大课程
目标，在微观的课程目标下设计
课程。以北师大版一年级下册

“数学好玩”《分扣子》一课为例，
可以先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充
分的讨论，将图片里的扣子进行
分类。然后再让学生们动手做
一做，验证自己的分类方法是否
可行，如果继续向下分，你又有
什么想法，让小组同学继续讨
论，在讨论中提升。出示淘气和
笑笑的分法，你发现了什么？他
们的分法和你的有什么不同。
最后针对今天你的课堂表现进
行自我评价。让学生通过分扣
子这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感受到

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让学生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这个世界。

在自主探索中发展数学核
心素养。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需要学生在能动活动中获得，因
此在“数学好玩”板块，教师要构
建活动情境让学生自主探索，在
探索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
养。“数学好玩”板块的所有实践
活动课程设计都是与我们的生活
密切相关，教学时要设计符合学
生认知特点的活动情境，引导学
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世
界。如在二年级上册《班级旧物
市场》这一课，让学生通过课堂
活动，感受买物和换物的乐趣，帮
助学生复习之前学过的乘除法知
识和人民币知识，让学生在活动
中，能正确地花钱、找钱、算钱，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利用小组合作发展数学核
心素养。“数学好玩”板块的教学
目标并不是单纯地介绍知识，也
不提倡学生通过单纯地模仿和
记忆来掌握学习内容，而是以探
究问题、动手操作展开小组合
作，其内容编排体现出学习的过

程性。“数学好玩”选取贴近学生
生活的学习素材，教师可以带领
学生参加便于在课堂上操作的
小组合作，学生在积极参与活动
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数学活动体
验，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与方
法，在活动中形成数学核心素
养。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数
学好玩”板块的《设计秋游方案》
这一课为例，教师可以在课堂上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教学活
动，让组内成员帮淘气和笑笑组
织班级学生到故宫和北海公园参
观，让每个小组通过组内的讨论
确定其游玩方案，然后展开小组
内讨论，让他们选出最优的方
案。通过小组内的收集数据、设计
方案，小组间的交流与优化等活
动，提升他们的反思和优化能力。

“数学好玩”板块是北师大
版教材中不同于其他课程的一
个综合性学习单元，这一板块的
使用更应该以民主的形式展开，
让学生在自主探索中发展核心
素养，在交流合作中发展核心素
养，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达到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