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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横湖小学 汪喜红

《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以来，《道德与法治》公开课给人的

印象就是一个华丽的大舞台。

灯光下，画一般的图片，歌一般的诗句，诗一般的音乐，潮一

般的影片，玩一般的游戏悉数登场。浮华褪尽，扪心自问：我们平

时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是否也如今天这样光鲜亮丽，风姿绰

约？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指望每次《道德与法治》课都能做足功

课、厚积薄发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时间、精力、能力等很多因素都

制约着《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准备。那如何立足平时的《道德与法

治》课堂，把它们上成一堂家常但不平常，简约但不简单的好课,
那更是我们要好好研究和摸索的。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有效的活动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能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思考、感悟、内化。但是回过头

来看看，是不是每一次活动都能换来心动呢？答案是否定的。要

么是只顾玩了，学生无从探究。这样无效的活动要来何用？要么

是活动过后，把少数人的顿悟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迷茫当中，这样

残缺的活动不要也罢！如何让学生真正有所思，有所得？

部编版小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第7课《多元文化 多

样魅力》一课教学中，教师力求点面结合，突破难点，先引领学生

进入学习情境：建筑大世界，观察傣家竹楼，交流：这个建筑有什

么特色？引导学生结合资料思考：傣家竹楼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再精选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例予以自主探究，引导学生在讨论、质

疑、探究等过程中，提高对文化差异与自然环境、不同文化、生活

方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认知。最后组织学生结合当地的自然

环境和不同文化、生活方式，先分组合作设计适合撒哈拉沙漠和

江南的建筑，再展示设计交流为什么这样设计，促使学生将建筑

文化自觉地与自然环境、当地文化等相融合。

真正的好课都很简洁，但家常不意味着平常，简约不等同于

简单。简洁的课堂是建立在对教学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对教材内

容的深度剖析的基础上的，是对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对教学

活动的独到设计，是对教学过程的有序把握，实现最大限度提升

教学实效性。

《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
探微

路桥实验小学 李金素

学生对应用题普遍具有畏惧心理和漠视心理，为了应付考

试只有简单地套用“类型”解题，缺乏对应用题数量关系的分析

及对解题策略的掌握，忽视了对学生优良思维品质的培养，造成

解答应用题错误率之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弱的现状。

如何让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个目标，注重学

生解答应用题方法的指导及能力的培养，是数学教学的一项重

要内容。要培养学生解答应用题的能力，必须了解学生解题能力

如何。

一、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解题的积极性

兴趣作为一种个性化的心理因素，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兴趣就像人的能力的催化剂，将人的一切潜能都调

动起来，将各部分的功能推到最佳状态。阅读学困生所缺的往往

就是兴趣。

二、夯实基础，归纳方法，提高解答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只凭兴趣而毫无目的，这样是绝对

不行的。例如有的学生凭着兴趣，凡有兴趣的题目就认真地做，

不感兴趣的部分就走马观花地做，做了典型题，也不懂得积累知

识，吸取技巧，运用到解答上。显然，这样的解答方法是收效甚微

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引导“应用题解答困惑生”不仅爱做，而

且会做，还要做得有成效。

三、借助小组合作，提高学生的解题策略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同位交流的

有效方法。所以我们课题组教师也结合本县近年倡导的“生本课

堂”，尝试“合作应用题解答”学习。我们在分组时，尽可能的将组

内学生好、中、差搭配适当，让课题的实验对象在组内尽可能不

被歧视，确保合得来。小组合作学习以一定的评分机制，使学生

拥有了集体意识，当然这些应用题解答困惑生成为小组中备受

老师和其他组员关注的一员。为了小组能在竞争中取胜，小组里

学优生会主动帮助这些困惑生。也让我们这些实验对象有机会

主动向其他组员求教，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培养学生解答应用题能力，可以促进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

的发展，从而提高应用题教学质量。使学生学会用数学的观点、

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生活、事物，进而提出数学问题，分析

并解决问题。

学困生的答题能力培养
椒江前所中心校 李玉娟

2021学年，前所中心小学组织开展以一线

教师为主体的、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的校本培

训系列活动，建立了“专家引领 同伴互助 构

建培训共同体”的新型教师培训模式，提高了

校本培训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专家引领有高度

校本研究虽然是在校内进行的，但专家的

参与是校本培训不可缺少的因素。学校从各地

聘请特级教师、教研员、名师开展现场诊断、专

题讲座等系列培训活动，为学校开展教师专业

化培养、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全方位指导，从而

促进教师内涵提升。

1.科研带动式

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将校内正在开展的教

科研课题作为研训载体，学校邀请专家引领课

题论证与成果鉴定，对课题相关主题的理论研

究、申报、调研、数据分析等一系列课题活动，

专家的分析、判断、建议和引领，能够有效地推

动课题式教研活动。

2.专题讲座式

前所小学“十四五”期间校本培训邀请专家

开设了一系列讲座，主题包括“略谈语文教学的

文学视角”“语文精准教学的备课思考”“‘双减’

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和改进”等等。

3.现场诊断式

新课程改革中更需要专业引领。教学专家

与教师一起共同备课、听课、评课，构建“合作

备课+参与式评课+专家点评”的合作发展型教

研模式。专家的一个提示，几点建议，都会起到

教师成长的“催熟剂”的作用。

二、同伴互助有温度

教师不是一个人成长的。即便是专家型的

教师，也是从前辈的榜样中学习，从同僚伙伴

的相互学习、并受到后辈成长的支援，在共同

学习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要加强教师之间的

专业切磋、共享经验、互相学习、彼此支持，让

广大教师在同伴互动中成长。

1.沙龙会谈

在校本教研中，教研组通过组织教学沙龙

活动，促使教师深度会谈，就教学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与同伴进行深层次研讨，实现教研经验

的共享。教师可以畅谈教学教研的心得、感想

与困惑，分享他人的收获、体会与经验。

2.合作备课

同伴互助专业成长小组随时在一起讨论

教学中的问题，主动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请

同伴为自己提供帮助，自己也为同伴提供帮

助，这样不但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与教学有密

切关系的问题一个个解决，也使教师同伴在备

课过程中学会合作、互动、沟通与分享。

3.一课多研

为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教研组通过三个环节开展一课多磨：自我设计

实践——同伴互助提升——反思加工实践。由

一名教师独立备课、上课，教研组成员听课、评

课。针对课堂教学中的不足提出相关的教学意

见，授课教师反思、总结后，改进教学方式与环

节，再次进行课堂展示，教研组成员再次听课、

评课。

三、自我反思有深度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曾提出这样一个公

式：教师的成长=经验+反思，这充分说明自我

反思对于教师发展的作用。教师们采取“回忆

式反思”和“撰写式反思”相结合的办法，从学

科教学和育人管理等教育教学实践中寻找典

型案例进行详实反思，以反思记录和教育故事

的形式在教研活动中展示、与同事交流、探讨

与解决问题

专家的引领，教师集体智慧地发挥，实现

培训资源共享，从而促使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

校发展。

专家引领 同伴互助 构建培训共同体

黄岩头陀小学 章艳

看图写话的画面是一个个静止的人或物，

比较单调，如果没有适当地展开想象，只把看

到的写下来，那么写出来的话大都平淡无奇，

如白开水一般。课堂上，老师可以重点指导孩

子学会想象，联系生活实际，鼓励学生进行合

理想象，使原本平淡的表达变得生动、丰富起

来了。

一、猜想故事起因

猜想是看图写话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要

求学生基于故事的内容进行合理、大胆的想

象。如在教学《猫和老鼠》时，笔者引导学生猜

想故事起因：“小老鼠为什么会出现在电脑前

呢？”

学生在这个环节显得很活跃，人人都是剧

本的导演，编排了一个个可能发生的情节：“它

要出去找食物，以为电脑的键盘是一颗颗巧克

力。”“它要出去玩儿，一不小心走错路了。”“它

很好奇，主人为什么天天坐在这个怪物前面。”

“它是个小网虫，网瘾犯了，想玩游戏。”……

有了猜想的加入，课堂气氛一下子就活跃

起来了。

二、联想故事情节

联想是人们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由

一事物想到另一有关事物的心理过程，它是由

此及彼的一种思维活动。

例如在《猫和老鼠》的教学环节中，笔者让

学生先演一演猫和老鼠，评价同学的表演好在

哪里，引导学生用“只见猫……”句式对猫的眼

睛、嘴巴、牙齿等细节再次进行刻画，加深印

象。随后，笔者采访演猫的学生：“刚刚表演的

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学生就可以很自然地

揣测猫的心理活动。同样，教师可引导学生将

人的特征和老鼠的特征相结合，对老鼠的行为

和心理展开想象：“如果你是这只小老鼠，你会

怎么想？怎么做？”学生明白了，原来老鼠也可

以像人一样说话，像人一样思考。于是，“上网

成瘾的小老鼠吓得跪在地上连连求饶。”“今天

真是倒霉透顶了，这下我要成为它口中的美食

了。”这些生动的表达都出现了。

有了联想，就可以把世间万物联系起来，

从而使思维更活跃，眼界更开阔，文章的内容

更充实，构思更精巧，语言更生动。

三、漫想故事结局

当教学进入编写结尾的环节时，想象对于

学生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了，大部分学生开始自

发地想象故事的结局。如《猫和老鼠》，有的学

生会让老鼠逢凶化吉，逃过一劫；有的学生会

让老鼠“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的会让小老鼠改

邪归正……无论是哪一种故事结局，都值得被

肯定，都值得被赞赏。

所以，在此环节中，教师大可以放手让学

生自由发挥，通过适度的提示来丰富学生的想

象，发散学生的思维，拓展写话的思路，生成灵

动的语言。

在观察画面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提问为

支点，进行合理的想象，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

让学生的语言丰富起来，学生的看图写话自然

有趣、生动。

——以《猫和老鼠》为例

展开想象，让静止的画面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