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主任有话话说说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写作是重
点和难点。写作能力和作文水平，
不仅会影响到学生个人语文成绩
的高低，而且对于其语文思维能力
的培养至关重要。在教学中，教师
要创新教育教学理念，将写作教学
灵活贯穿于教育教学活动，切实提
高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充分发掘课本价值

语文教材不只提供语文知识，
更提示了学习的导向、提供了必要
的技能。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不
少老师往往专注于知识的积累和
阅读鉴赏能力的提升，对于写作能

力的引导不足。鉴于此，在语文教
学中，教师当充分发掘课本的价
值，进一步提升作文教学的有效
性。以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一单元
为例。本单元中，《改造我们的学
习》是一篇非常规范的议论文，在
学习过程中，教师就辞章谋篇、写
作思路，必须有所引导。就此，笔
者曾以“树立远大的理想”为题让
学生们仿写，对于改正其文体意识
不足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长征胜利万岁》中，教师可以指
导学生理解、认识引证在写作中的
特殊作用和价值。在《大战中的插
曲》的教学中，则可以结合文中全
文引用的聂荣臻元帅写给日本人
的信，专门讲解书信写作的要求和
技巧，进而提示某些写作能力薄弱
的同学，除非有特殊要求，考场作
文 中 书 信 是 一 种 值 得 采 用 的 文
体。此外，就祝颂语，可以再为其
补充几种特殊表达方式，以期取得
更理想的效果。

学习语文不等于学习语文课
本，但学习语文离不开学习语文课
本，作文教学亦然。就发掘课本的
价值而言，笔者以为当秉持循序渐
进原则，实现从“照着写”到“变着
写”“创着写”三步走。

实现与学生共同成长

个人感觉，在写作教学过程
中，教师多写“下水文”或者说进行
一些文学写作，将自己的心得、体
会在写作教学中与学生们交流、分
享，有特殊的实用价值。这些写作
实践，让写作指导更具有针对性，
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教师提升认知、
积累经验，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
在写作指导中高屋建瓴、游刃有
余。这些年，笔者的不少创作，都
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习内容完
成的。如根据《师说》用文言写成

《新师说》、根据《兰亭集序》用赋体
写作《古城雅集记》，学习完《答司

马谏议书》，写了《代温国文正公驳
答司马谏议书》。笔者完成写作
后，都会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如在

《代温国文正公驳答司马谏议书》
的师生交流中，一方面助力了学生
对课文的认知学习，另一方面也补
充了相关的写作知识，如驳论文的
写作。

老子推崇上善若水，在教学实
践中，笔者越来越发现：这句话也
可用以指导教师的成长和教育教
学。在教学实践中，一位优秀的老
师既要拥有一颗爱心，也要善于

“利”导，就像水一样——不停奔
淌，既要善于爱护教育对象，也要
与学生共同成长。

针对学情因材施教

无须讳言，写作作为一种能
力，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甚或
差距。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倡导

“会写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会
写的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详言
之，写作能力强的学生，在确保他
们审题立意能力养成的前提下，给
他们更多的自主发挥空间。写作
能力较差的学生，教给他们考场作
文的写作技巧。笔者的做法是，为
其建立写作素材本，积极有效地归
类作文素材。针对考场作文，为
其总结出“考场作文写作四句诀”，
力争使其考场作文不失分、得巧
分。“考场作文写作四句诀”即：开
篇即出奇，结尾助上力。写作用模
板，文中有 事 例 。 用 上 名 人 说 ，

“诚然”保满意。引一下材料，五
段即可以。

“道可道，非常道”。这些年的
写作实践令笔者深刻感受到：当写
作从漂浮的云端落到大地，精彩将
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写作要善于
植根于脚下的土地，提炼自己的工
作、生活。同理，写作教学也要立
足于我们的教学实际，切实落实学
生的主体地位。

复习课是以巩固梳理
已学知识，使之形成知识网
络，提高基本技能，增强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主要
任务的。尽管每一届的教
学对象不同，但关于高三一
轮复习的做法还是有章可
循的。结合自身教学实践，
现就高三一轮复习课怎么
上谈几点建议。

考情分析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教师应针对本节课的教学
目标，课堂上首先应呈现或
者说明近几年高考考查情
况，比如某一知识模块近几
年分别从哪几个维度命题
考查，如何命题，还有可能
怎么命题，从哪个角度考试
等。教师对此可以大胆预
测，尝试设问，也可以引导
学生思考讨论，集思广益，
相互启发。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给学生考前复习一个
明确的方向与目标，避免盲
目无序与平均用力。

主干梳理

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
特有的学科特征与内在逻
辑关联。基于此，课堂上教
师应该将重点放在指导学
生归纳梳理知识体系上。可以用思维导
图、表格等形式，将与之相关的碎片化知识
条理化、形象化、结构化，帮助学生形成相
对完整、简约的认知结构，做到脉络清晰，
纲举目张，便于学生记忆与运用。

重点阐释

我们知道一节课的时间有限，只有 45
分钟，想要面面俱到，不仅做不到，也没有
这个必要。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有所取
舍，详略得当，不能平均用力。对重要而且
难理解的概念进行重点阐释与强调，帮助
学生理解和掌握。

针对训练

一轮复习课不同于新授课，课堂上必
须抽出时间进行针对性训练。当然，学科
不同，训练的时段或形式也有所不同，教师
既可以边讲边练，也可以集中训练，还可以
穿插其中。训练的试题必须典型，具有代
表性，做到抽丝剥茧、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总结提升

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这就需要教师指导并教
会学生掌握基本而且实用的方法、技巧与
策略，还要学会灵活运用。因此，在一轮复
习课上，教师要对相关的知识框架与结构
体系，以及各类题型的解题思路、技巧与常
用方法及时总结提炼，反复强化，直至学生
熟练掌握，得心应手。必要的总结提升，对
一轮复习能起到画龙点睛、醍醐灌顶之效。

其实，高三一轮复习课究竟怎么上，也
没有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与模
板。实践出真知。不断改进，不断完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贴近学情，切合高
考。一句话，实在有效才是正道。

美天然地拒绝灌输，真正
的美育应该突出儿童之存在，
契合儿童的天性，采用适切的
方式来进行；真正的美育应该
重点指向儿童的经历、体验；真
正的美育应该让自然场域成为

“第一课堂”，“以生活为题，美
感探索为历程”，让儿童在与外
界沟通过程中用敏锐的眼光和
智慧的心性来观察这个世界，
通过充满趣味的活动，发现美
的存在与可能。通过视觉、听
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启动儿童
的美感探索，使得模糊的美得
以澄明，隐约的美得以敞亮，美
的教化缓缓展开，自然生长，实
现美感的传递，形成生活审美
的在场体验。

三个小故事，呈现的是江苏
省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对于美
育的实践思考。

春光“开花”：在习见的风景
中觉知美的形象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成
人儿童皆是如此。日复一日面
对原本的生活世界，我们会对美
失去鲜活的、敏锐的感觉。引领
儿童在日复一日、习以为常里丰

富生活色彩，捕捉那些别样的风
景，带着惊喜展开美的探究，寻
找美的悠然状态，让它微妙而贴
近地触动儿童，吸引儿童，这是
美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初次
看到那几株摇曳着春光的树，每
个人都会不由得惊呼赞叹，被它
们散发的熠熠闪光的美和创造
力所打动。这是二年级的学生
们在张老师的带领下完成的作
品——《迫不及待的春天》，学生
们把美术课手绘的花儿挂上还
未长叶的枝头，贴满褐色的树
干。这些“开花”的树既是真切
的作品，叙述着学生们对于春天
的期盼；同时也充满着隐喻，那
是师者在学生心头唤起的绚烂
如花的美的觉醒。

诗象融通：在自然的物景中
获得美的情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儿童
的艺术欣赏应尽可能地接近、
置身于艺术创作发生的自然场
域。自然场域的物景弥散出独
特 的 姿 态 、味 道 、意 象 。 这 种
鲜活的感性意象熏染着儿童，
丰 茂 又 斑 斓 ，澄 澈 又 天 然 ，会

不知不觉沁润他们的身心，行
“不言之教”。久而久之，儿童
清明的情致得以生发，生命底
色得以熏习，美育效应会真正
显现出来。

学校有近百种植物，五年
级的语文老师带领学生们进行
古诗词诵读时，开展了一项主
题活动：寻找诗词中的草木情
深。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校
园，以草木为主题，去探寻诗人
笔下的草木。读“碧玉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就去
操场边观赏初春拂堤的烟柳，
触摸新翠的柳叶，分明能够嗅
到春天的气息，感受春天的美
好；着一身汉服，仿《红楼梦》中
的情境，在芬芳的草地来一场
海棠诗会，阳光下的海棠花枝
轻轻摇曳，散发沁人心脾的花
香；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
青”，由此关注角落里的那一丛
青苔，虽没有艳丽的色彩，挺拔
的姿态，单调又微小，却有着让
人不得不佩服的韧劲与顽强的
生命力……

学生通过诗词与草木对话，
通过草木懂得诗词；在自然场域
中感受草木所拥有的情意：树有

性格，花觅知音，草会呼吸；在诗
与自然景物的比照下，走进了一
个深情的草木世界，丰富了自
己，也丰盈了内心。

虫影成境：在天然的情境中
创造美的意趣

欢乐的六一节。利用一二
年级的小朋友在社团活动中以
昆虫为主题完成的彩泥作品，学
校特意策划了一场“虫子旁·彩
泥秀”的展览。这些彩泥捏成的
昆虫们被巧妙地放置于自然天
地间，有的攀上了窗台，有的躲
在草丛，有的垂于丝网，有的挂
在树梢……这个看似很小很小
的，被我们忽略遗忘的昆虫，仿
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在我们眼
前展现出不一样的格调。

孩子们慢下来，蹲下来，小
心翼翼地呼吸，目不转睛地观
看，全神贯注感知昆虫世界的丰
富多彩。他们徜徉在虫子的世
界，似乎和虫子们一起经历一段
段生活，上演一幕幕故事，既惊
心动魄又温暖美好。

三个小故事，仅仅是学校美
育实践的缩影。我们带领孩子
们走进博物馆、参观名人故居、

欣赏园林建筑，让他们在赏游中
穿越时空和历史对话，发现世界
之大美；我们开设小农人课程，
学生在种植蔬果中探索植物生
长的秘密，在园艺劳作中体会自
然的诗境；我们为学生举办个人
书画展，带给他们别样的仪式
感，把积极、创意和具有启发性
的美移植给伙伴……

基于自然场域的美育探索
活动，落实在学校教育的方方面
面，让儿童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
感悟美的真谛，把普普通通的日
子过成如诗如画的生活。让儿
童领悟到美可触碰，可感知，可
津津乐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任
世界书局图画编辑的陈抱一先
生提出“美的教养”。我们在校
园这方天地，完全可以尽自己
微薄的力量，借由自然场域，以
心灵审美为根基，让儿童把对
美的思考与现实中的体验结合
起来，与之产生共鸣，实现美的
觉醒；在默默滋养中完成美的
库存；假以时日，儿童会在审美
感知中，加入自己的审美想象
和创造力，以此确立自身的美，
达成美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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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规划
——做学生人生的引领者

新高考选科走班，可供学生
选择的范围加大，选择的难度也
随之加大，学生出现了选择困难
症。此背景下，班主任要做学生
的人生导师，学业、人生的规划者
和引领者。学生毕竟年纪不大，
社会阅历浅，在面对众多选择时，
难以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班主
任要全面了解学生，深入沟通，针
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结合
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帮助学生制订
人生规划和与之相对应的学业规
划，学生就有了学习的明确目标
和动力。再围绕学业规划分解、
细化学习目标，制订短期和长期
的学习计划和目标，使学生学习
有目标、有方向，在有条不紊、循
序渐进中，实现学业规划和学习
目标，助力学生成长、成功、成才，
圆梦。

柔性德育
——做学生情感的关爱者

德育工作是管理人的工作，
既要公平公正，也要严中有爱、
严中有法。班主任要一碗水端
平，现在的学生维权意识强，最
忌讳不公平。只要我们在规矩
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契约精神，

班级就会纪律严明，学生就会敬
畏规矩，就会有好的班风。柔性
德 育 ，上 善 若 水 ，于 无 声 处 育
人。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班主
任要注重在情感上关怀学生，每
个学生都是独立的有情感的个
体，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思想还
在形成中，情感比较脆弱、敏感，
周围环境对其影响较大。班主
任在工作中，要善于捕捉学生的
情感变化，关注周围环境对学生
的影响，关心班级每一个学生的
健康成长，发现每一位学生的闪
光 点 ，努 力 走 进 学 生 的 内 心 世
界，去触碰学生的心灵，以心触
心，以爱育爱。

情思交融
——做学生问题的疏导者

德育工作要情思交融，做学
生问题的疏导者，问题要解决在
萌芽状态。德育工作中要注重情
（情感、情绪）的引导，思（思维、思
想）的启发。德育工作要立德树
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培养政治合格、爱党爱国爱家乡
爱同学、思维超前、逻辑严密、品
质优秀的好青年。对于学生学习
生活中的不良习惯、行为班主任
要及时纠正，积极引导；对于学生
的心理问题、思想问题，班主任要
及时疏导，必要时需动用科任老

师、学生家长、政教处、心理老师
的合力去解决，拨正学生的航行。

传道授业
——做学生知识的传播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新
时代的班主任，首先是一个知识
渊博、充满人格魅力、满怀仁爱
的人。渊博的学识，充满趣味、哲
理、吸引力的课堂会使学生与你
的距离拉近很多，散发的人格魅
力会使学生产生亲近你的向心
力，满怀仁爱的师德会使学生对
你降低防备，从而走进学生的内
心，让学生有事情乐于与你分享，
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学效果事半
功倍，教学相长，相互成就。

甘为人梯
——做学生成长的奠基者

新 时 代 的 班 主 任 要 乐 于 为
学生的成长付出，不怕麻烦，甘
为人梯，做学生成长的奠基者。
德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是奉献、是
成就学生。班主任要不断学习先
进的教育理念，提高自己的专业
能力。班主任要科学育人，乐于
育人，为学生的成长甘做梯子和
路基，无私奉献，助力学生勇攀高
峰，到达风光旖旎的世界，静等
花开。

总之，班主任要想做好德育
工作，必须要贯彻“以人为本”的
教学理念，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每
一位学生，要重视学生成长过程
中的可塑性，营造良好的班级氛
围，正确引导学生思想、行为，保
证学生成为素质
高、能力强的优
秀人才。

钩针编织数学艺术与人工智能课堂的融合

新高考背景下选科走班德育探微

数学无处不在，数学引领思
想、创造生活。基于此，为了帮
助学生探索数学的多样性，教师
依托信息技术，借助钩针编织的
数学艺术为学生呈现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数学文化，促使学生
在钩针编织中，发展数学思维、
建构数学体系，进而形成良好的
数学核心素养。

钩针编织在我国具有悠久
的 历 史 ，利 用 钩 针 、毛 线 和 千
奇百怪的织法可以呈现出不同
的 形 状 、图 案 、色 彩 等 。 在 钩
针编织中带领学生挖掘数学艺
术，能够促使师生在探究之旅
上收获知识与技能，享受学习
的乐趣。

钩针编织与数学的关系

与数学本质的相似之处。
钩针编织与数学有着本质相同
的特点，两者均是利用“基础动
作”和“程序语言”方法呈现出
复杂的世界。钩针基础针法虽
然不多，但却通过不同的排列组
合方式编织出复杂多变的图案、
形状，生成艺术色彩丰富的作

品。就如同数学，利用基本的概
念、公式和规则，构建丰富多彩
的数学世界。

例如，在钩针编织中，简单
的锁针、短针、长针等基础针法，
就像是数学中的基本元素，如数
字、运算符等。通过将这些基础
针法进行不同组合，可以编织出
各 种 不 同 图 案 ，如 花 朵 、动 物
等。同样，在数学中，通过基本
运算和逻辑推理，可以解决各种
复杂的问题。

与等差数列的紧密联系。
钩针编织的针数与等差数列存
在着一定关系。不同作品对应
不同针数的等差数列。在钩针
编织技法学习中，编织者如果掌
握一定的等差数列知识，那么在
编织过程中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从而保证钩针编织作品的精美
性和艺术性。

比如，在编织一个圆形垫子
时，从中心开始向外扩展，每一
圈针数会按照等差数列规律增
加。第一圈 6 针，第二圈 12 针，
第三圈18 针…… 以此类推。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圆形垫子

的形状均匀、美观。而且，在计
算每一圈需要增加多少针时，就
需要运用到等差数列知识。

数学艺术之美在钩针编织
中的体现。在钩针编织中能够
充分体现数学艺术之美，给人以
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钩针编
织作品中的图案、形状、色彩等
元素，都蕴含着数学规律和美
感。让学生能够在探索轻松、趣
味的文化艺术过程中，感受数学
特征、发展数学思维，进而形成
良好的数学核心素养。

例如，一些对称的钩针编织
图案，如正方形、圆形、六边形
等，体现了数学中的对称美。在
编织这些图案时，需要严格按照
一定规律进行针法排列，才能保
证图案的对称性。同时，不同颜
色的毛线搭配也可以创造出丰
富的色彩组合，这与组合数学有
着一定联系。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
钩针编织数学艺术教学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展示过
程与原理。例如，通过智能教

学软件，以动画、视频等形式呈
现钩针编织的每一个步骤，同
时结合数学知识进行讲解，使
学生清晰地看到基础针法如何
通 过 排 列 组 合 编 织 出 复 杂 图
案，以及等差数列在针数变化
中的应用。

个性化学习路径与指导。
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
进度和能力水平，为他们提供个
性化的学习路径和指导。在钩
针编织的数学艺术教学中，人工
智能可以分析学生的编织作品，
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和建议。

促 进 合 作 学 习 与 互 动 交
流。新型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合
作学习和互动交流。在钩针编
织的数学艺术教学中，学生可以
通过在线平台与同学合作完成
编织项目，分享自己的作品和经
验。人工智能可以促进学生之
间的互动和合作，提供实时的交
流工具和协作平台。

人工智能赋能下钩针编织
数学艺术教学面临的挑战

实施人工智能赋能下的钩

针编织数学艺术教学需要一定
的技术设备和资源支持，如智
能教学软件、在线平台、图像识
别技术等。这可能对学校的技
术基础设施和经费投入提出一
定的要求。教师专业发展，教
师需要适应新的教学模式，掌
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方法，
并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学
习。这需要教师进行专业发展
和培训，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
素养和教学能力。

综上所述，将钩针编织的数
学艺术与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新
型课堂教学模式相融合，具有重
要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展示过程与原理、提
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和指导、促进
合作学习与互动交流，可以为学
生提供更加丰富、创新的学习体
验。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融
合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
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在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
们应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和模式，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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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培育人的事业，是关乎学生成长、成功及其一生的事业，
班主任任重道远，责任重大，责无旁贷。新高考选科走班下的班主
任要做学生人生的引领者、情感的关爱者、问题的疏导者、知识的传
播者、成长的奠基者，以爱为核心从事德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