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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教育
教 学 改 革 的 重 中 之 重 。 实 践 表
明，教师在推动课程思政效能提
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校要肩负起新时代教书育人的
神圣使命，以转变教学理念、提升
教学能力、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
学方法为着力点，努力推进课程
思政改革创新，将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落到实处。咸阳林凯谦成学
校在“融慧教育”的理念引领下，
以“融 ”为 途 径 ，以“慧 ”为 目 标 ，
抓牢抓实“讲好故事”的关键点，
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针
对性。

故事一：
一种自豪，来自一项科技的进步

这个故事来源于高小娟老师
执教的四年级数学《路程、时间和
速度》。在课堂的核心环节中，老
师借助生活中的一组图片，通过看
一看和说一说等活动，进一步引导
学生深入理解速度的含义。其中，

蒸汽机车的速度是 35 千米/小时，
内燃机车的速度是 70 千米/小时，
电 力 机 车 的 速 度 是 100 千 米/小
时 ，复 兴 号 列 车 的 速 度 是 350 千
米/小时，磁悬浮列车的速度是 430
千 米/小 时 。 教 师 追 问 ：从 35 千
米/小时到 100 千米/小时再到 430
千米/小时，看到火车速度的变化，
你有什么感想？有同学说，我感觉
科技发展很快；有同学说，我为能
够生在中国而感到骄傲……教师
小结：从 35 千米/小时到 430 千米/
小时，这不仅是速度的飞跃，更是
中国铁路交通发展的飞跃，当然，
中国铁路交通发展只是中国速度
的一个缩影。我更相信，未来的中
国，因为有你们，还会有一个又一
个的飞跃，会不断创造新的中国速
度和中国奇迹。

无疑，“中国速度”已经成为中
国人的自豪。高老师借助“铁路提
速”这一主题情境，很巧妙地将“中
国科技发展的故事”讲给了学生
们，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数学中的

“速度”，更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情感。

故事二：
一种信念，来自一株植物的特性

这个故事选自王肖老师执教
的 三 年 级 英 语《The colourful
world》。在讨论向日葵生长的第
二个阶段时，学生见到美丽的向
日 葵 都 面 露 喜 色 ，此 时 ，教 师 追
问 ：Why the sunflowers face the
Sun?学生自由交流发言，随即，教
师借助视频向同学们介绍“向日
葵总是面向太阳生长”的科学道
理 ，并 以 问 题“What should we
do?”引 导 学 生 深 入 思 考 。 最 后 ，
教 师 小结：我们都要学习向日葵
的精神，永远保持向阳、乐观、积
极的学习和生活态度。同时课件
顺 势 出 示 了“Born toward the sun,
follow the light forward（向阳而生，
追光而行）”，将课堂又一次推向
高点。

什 么 是“ 向 阳 而 生 ”？ 其 实 ，

很多时候学生对其理解并没有那
么深刻。王老师以向日葵“向阳
而生”为例，很好地将这种人生态
度 和 信 念 融 入 小 学 英 语 课 堂 之
中，借物喻人，并在师生交流和短
视频的加持下，让处于重要发展
期的三年级学生有了一个较为清
晰、可见的认识和理解，自然而有
力 。 也 许 这 一 处 是 设 计 最 巧 妙
的，但王老师课上的思政元素绝
不仅这一处，因为“用英语讲好中
国故事”的主张已经深深地“印”
在了英语教师的思想和实践中。

以上两个例子是学校课堂教学
中的微小片段。可喜的是，这些片
段与有心的老师碰撞在了一起，精
巧的设计和组织，让思政教育无痕
地融入课堂，才有了对学生“宏大”
的触动。而且，可以这样肯定地
说，两位老师都具备发掘学科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又通过教学设计合
理融入课堂教学，达到学科育人的
目的的意识和能力，这更是课程思
政的核心理念。

□李小强

微小的片段，“宏大”的触动

虽然高考年年进行，但仍有一
些共性的举措值得借鉴与坚持。从
目前各地的做法来看，高三年级总
少不了几次大规模的联考，这些不
仅必须，而且重要。既然已经联考，
就少不了质量分析。要想保证分析
会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精心准备、
直面问题、寻求对策、狠抓落实。

数据分析

数据虽然枯燥，但很有说服力，
能反映出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
对现有数据进行纵横比较，既要跟
同层次班级、学校比，还要跟自己
比。究竟哪一道题、哪一个知识点、
哪一个教学模块出了问题？到底是
学生的问题还是教师的问题？只有
精确分析、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方
可达到想要的结果。

教学诊断

借助相关数据，有必要对近期
教学的得与失进行认真梳理，比如，
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见效明显？
哪些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原因何
在？准备采取怎样的解决对策？实

践证明，必须借助数据，对相关教学
内容重新审视与跟进补偿，这才是
我们应该做的，而且要做到位。

计划微调

结合数据，针对存在的问题，对
之前制定的复习计划有必要进行
微调与完善，比如，复习方向是否
对路？课堂容量是否适度？教学
进度是否恰当？课时安排是否合
理等，该减少的减少，该增加的增
加，该停止的停止。这样做不是人
为折腾、随心所欲，而是实事求是、
随机应变，从而让考前复习工作更
加有效。

人头对比

只要是考试，成绩就难免会有
所波动，但是对基础扎实、成绩相对
稳定的学生而言，波动性不应该很
大。因此，每一次考试都要对特定
人群，准确地说是对各类临界生进
行认真梳理归类，比如，分班级、分
学科进行统计，总体是否稳中有
升？有效群体数量是否保持稳定？
个别特殊学生如何对其进行个性化

辅导？怎样开展跟进补偿？

抓实常规

尽管高考充满着变数，但无论
高考怎么考，若没有平时日复一日
的常规管理与日积月累，要想取得
好成绩，可能性不大。因此，抓实
过程性常规管理非常重要，比如，
教学“五认真”检查、集体备课，以及
班级卫生、学生学习习惯、作息时
间、作业书写等一一落实，只有做到
日日清，周周清，才有可能达到满意
的效果。

潜能激发

从理论上说，每个人的潜能是
无限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发与挖
掘。首要前提是提高思想认识。不
难理解，人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
能有效激发自身发展的内驱力。虽
然内因是发展的动力，但更多的是
需要通过外力起作用。于学生而
言，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召开
系列主题班会，精心设计每一堂班
会课，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持续激发学生学习的

内在动力与主动性。

活动调节

必须承认，学习很辛苦，高考有
压力。尤其高三考前复习这一段时
间，随着高考的日益临近，人的情绪
也随之波动。如何缓解与释放压力
及情绪，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证
明，适度运动与锻炼是最有效的方
式。因此，学校年级组可以组织开
展系列小型集体活动，如唱歌比赛、
拔河、球类比赛、趣味性活动等，见
缝插针，短小精悍，以确保安全、不
干扰教学工作为前提，力求达到轻
松愉悦之效果。

诚然，高考年年有，但对很多人
而言是第一次，既没有经历，也没有
经验。要想在高考中取得比较理想
的成绩，让更多学生都能在原有的
基础上更进一步，学校必须要充分
利用好宝贵有限的考前复习时间，
力求做到计划每一天，有效每一天，
认真做好过程性常规管理工作，从
开好每一次的分析会开始，依托数
据、全面分析，开出深度、开出实效，
助力提升。

高三调研分析会怎么开高三调研分析会怎么开？？
□王必闩 任何一节课，展示的都是

师生双方的教学过程。在课
堂上，我会观察上课教师的眼
神。教师的眼神可以折射出
很多东西，比如，对这节课的
把握、对学生的关注、对教学
的自信等。我们观察一节课，
更多的是观察人，因为课是为
人服务的。在学生身上，我们
从他们的坐姿和神态上，可以
直观感受到他们对这堂课的
参与度，是煎熬还是喜欢。而
从教师身上，我们可以从他们
的眼神中捕获到对课堂是应
付还是热爱。

没有一个教师不想把课
上好，然而初入职场的教师，
大多时候眼神是游离的。飘
忽不定的眼神让人感受到一
种手足无措，而只有坚定的
眼 神 才 能 散 发 出 自 信 的 光
芒，将学生牢牢地吸引在课
堂上。教师站在讲台上，始
终要面对学生，唯有克服内
心的羞涩和胆怯，才能将课
堂的节奏把控在自己手上，
这 不 仅 需 要 精 心 的 教 学 设
计，还需要巧妙的课堂用语，
但更为关键的还是与学生的
眼神交流，坚定的眼神透射
着执教者的气场，气场决定
了一堂课的氛围。

课堂中教师的眼神，能
给听课者带来希望和温暖。
现实中，有的教师的眼神会
带来消极的效应，有的会播
下希望的种子，点燃学生学
习的火花。

教师的眼神要严慈并存

课堂上，教师要眼里有
光，慈爱有加，面对每一个学
生，提问、解答、沟通，让学生
感受到教师浓浓的爱，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但碰到学生的
不良行为，教师又不能无原则
地容忍和谦让，应拿出一定的
威严，及时予以制止，懂得使
用恩威并施的眼神。

教师的眼神要灵活多变

课堂是舞台，教师是演
员，好演员的眼神应该是灵
活 多 变 的 。 教 学 的 内 容 不
同、教学的程序变化、学生的
反应快慢，都应在教师的眼
神中有所体现，一来让课堂
气氛有张有弛，让课堂有声
有色，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来让学生紧紧跟着教师的
思路和教学步骤，理解消化
课 堂 知 识 ，达 到 学 习 的 目
的。还有最重要的是，教师
长此以往，学会了用多变的
眼神调控课堂气氛。学生在
这样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

化地受到熏陶和启发，将大
大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教师要重视眼神交流。
一个好的教师一定非常重视
在课堂当中与学生进行眼神
交流，注重与学生共情。精
神饱满，笑意满满的一声“同
学们好”拉开一节高高兴兴
的课的开端，让学生体会到
爱 意 ，感 受 到 热 情 和 动 力 。
讲解时，教师要关注学生表
情的变化，发现他们求知的
眼神要及时回应，让学生感
受到尊重和满足。学生回答
问题时，教师的眼里要有温
情，目不转睛，不放过一个理
解和认知方面的错误，让学
生收获满满。教师阐发自己
观点时，要允许不同的声音
存在，虚心接受学生的质疑，
并送上感谢和赞赏，让学生
在祥和有涵养的氛围中快乐
成长。

教 师 的 眼 神 要 自 信 坚
定。学生的成长不仅仅在于
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能力
和素养的提高。教师的魅力
要通过课堂上眼神的自信坚
定表现出来。对课本知识的
讲解和传授，所有教师都能做
到精准和自如，教师要展现出
高度的自信和坚定，让学生充
分感受到教师的胸有成竹，进
而也使自己的学习自信满满；
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教师
要认真倾听、积极应对，气势
不能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
这扇窗户，学生可以感受到教
师对课堂的自信，对学生的关
爱。教师的眼神可以朝着各
个方向，但始终不应脱离学
生。作为教师，要时刻目中有
人、眼里有光，师生双方就会
心里有火。这火是启蒙的火
种，也是求知之火。

□
李

浩

——小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

美国教师阿里尔·萨克斯（Ari-
el Sacks）在其所著的《整本书阅读
如何做》一书中，提到两个有趣的
概念：“镜子文本”和“窗户文本”。
作者借这两个形象的词语，表达了
整本书阅读中的文本选择。本文
则借此阐述教师在日常阅读教学
中，指导学生从字面意思的学习，
到字里行间思维能力的提升，再朝
着字外空间的审美鉴赏、批判创造
方向持续发展。

何谓“镜子文本”和“窗户文本”

所谓“镜子文本”，在书中指与
学生密切相关联的文本。这里的相
关联，可以理解为文本中描写的内
容与学生现有的生活相近，还可以
指文本传递的信息符合学生的认知
水平，和学生的理解力相匹配，能自
主看懂。面对“镜子文本”，学生好
像在检视自己，梳理自己的思想。
统编教科书中大部分收录的文本都
是“镜子文本”。教科书中出现的课
文，原本承载的功能就是提供学生
自学时所需的样本，难度系数不
高。为了引发学生自学的兴趣，文
本内容应符合学生的“口味”，要反
映学生现有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在
此基础上引领学生学习。

所谓“窗户文本”，指的是和学
生所熟悉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场景
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另一个领
域的文本。文本中涵盖更宽广的
历史背景，更具差异化的地理位
置，揭示着更丰富多彩的人生体
会，展示着与众不同的精神世界。

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打开了一扇窗，
借助窗口向外、向远处望，这扇窗
连接到的是更加广袤的空间。

阅读“窗户文本”，可以获得不
断深入、不断提高的契机。首先，
窗户文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引子，
如同开窗一样，引子的作用就是引
导读者去打开、去试探。因此，引
子很有趣、很有活力，能激发读者
尝试，诱发读者去探索。其次，打
开窗户后，眼前的风景让读者意
外，更加牢固地吸引读者不断前
进，持续而深入地阅读、分析、理
解、判断、评价、审辨、创造。

从“照镜子”到“推窗子”，
让设计助力学生发展

文本可以是“镜子”，也可以
成为“窗口”。在从“镜子”到“窗
口 ”的 升 级 中 ，学 生 完 成 的 是 从

“照镜子”到“推窗子”的认知层级
的提升。

教师执教前对文本的设计，
对“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
果教师不设计，随意执教，那就只
能停留在“照镜子”的层面，教学
也停留在文字表面。显而易见，
阅读“镜子文本”，学生能夸夸其
谈，因为阅读行为发生在他们的

“舒适区”，看起来阅读积累了经
验，增加了阅读感受，实际上是在
已知已会的层面上“滑行”。如果
教师设计合理，科学执教，则能够
带着学生完成从“照镜子”到“推
窗子”的改变。使学生的阅读从
文字表面的浅层上升到思维层面

的深耕，从关注文字“写了什么”
到发现文字是“怎么写成的”，在
思维层面上有所提升。

问题聚焦于什么样的设计能使
学生从“照镜子”向“推窗子”发
展？具体而言，在日常教学设计
中，教师可以注重以下三个方向：

方向 1：关注“怎么写”，让设计
指向作品的创生之秘

教师的教学设计常停留在让学
生关注“写了什么”的层面，注重对
语言文字进行识别、积累，最后用
朗读予以巩固。这样的教学会让
学生在意自己“获得了什么”，而不
会让学生继续探索“还能有些什
么”。教学设计上升到对写作方法
的梳理、总结、探索，关注作品是

“怎么写出来的”，可以让学生从作
品中走出来，借助作品这扇窗，从
文字表面进入到文字内部，沉入文
字的组合中，探寻组合的规律，发
现文章的组合密码，走向更灵动的

组合空间。
例如，四年级上册《观潮》的

学习的目标是“边读边想象画面，
感受自然之美”。教师的教学设
计是引导学生去发现“如此壮阔
的美景是怎么写成的呢？”经过研
读学生发现作者按照由远及近的
顺序推进，将潮水的声音和形状
交织在一起写，给读者带来一种
强烈的画面感、冲击感，让读者心
中产生鲜活、生动、清晰的感受，
仿佛身临其境。这种声音、样子
按照一定顺序交织推进的写法，
学生可以运用在其他美景的描写
中。发现写作之秘，学生就打开
了一扇写作之窗。

方向 2：关注“写得如何”，让设
计指向作品结果的品鉴

新课标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审美
素养。有利于学生提升审美品质
的设计，教师要在“五个能”上推
进：其一，能辨别语言文字的优劣；

其二，能做出个性化的分析；其三，
能对作品细节或整体进行评议；其
四，能自由表达对作品的欣赏；其
五，能发现并对自己认为的问题进
行批判。围绕“五个能”的设计，让
学生能对作品予以审美品鉴，其最
终结果是发挥创意，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全新作品。

例如，四年级上册《麻雀》一
课，作者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教
师带学生品鉴作品，评析作者到底

“写得如何”，设计就不能停留在读
懂“写了什么”的层面，而要如剥洋
葱一样，在教学中层层解析，让学
生欣赏文字营造出的危机感。作
者营造的危机感源自三个层次：
第一层，写作者眼中的麻雀正在
准备一场搏斗，因为紧张，全身发
抖，发出嘶哑的吼叫；第二层，写
出麻雀眼中的猎狗，在其看来猎
狗是个庞然怪物，这样的落差，就
让读者的心为之一紧；紧接着第三
层，写出读者心中的共同感受——
爱。作者也用文字透露了自己的
观点，发出了自己的评议，“它不能
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
枝上”，作者直接点明了“一种强大
的力量使它飞了下来”。至此，这
种爱的力量已经和读者产生了共
鸣。读者的心在产生紧张感的同
时，也被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爱的力
量所折服。

方向 3：关注“为什么这么写”，
让设计指向明确的写作意图

从目标入手去学习，学生可以
获得更深层次的结果，更有机会和

作者感同身受，形成共鸣，更有助
于推动学习迈向深的层次。

例 如 ，设 计 六 年 级 下 册《匆
匆》一课，教师可以让学生明白朱
自清先生创作的意图是“为了勉
励青年学生珍惜时光”。当这一
写作目的被理解时，可以更加清
晰地理解文中为什么要选择日常
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同时也能
欣赏“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
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
去不复返呢？”这样的句式，能明
白朱自清先生为什么要选取这些
事例。因为这是每位青年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不是作
家本人专属的，不是特有的。青
年读起来会感到更亲切，感受也
就更深。教师从目标入手能帮助
学生理解文章的立意，学生理解
了 文 章 的 选 材 、结 构 、表 达 特 点
等，才能系统、全面、深刻地走进
文本，才能看到文本中的每一个
细节，才能看到文本中更丰富的
世界。

学生不能总是“照镜子”，停
留在自我欣赏的水平。阅读学习
就是要常常“推窗子”，看到不一
样的世界。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设
计，助力学生在阅读学习中，不断
提 升 认 知 层
级，获得持续
发展，这 才 是
阅读学习的意
义所在。

中高考制制
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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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照镜子照镜子””到到““推窗子推窗子””，，让设计助力学生层级提升让设计助力学生层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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