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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型课竞赛谈青年教师素养
!

市经济开发区初中 黄桂山

10月18日，市教育局在赞化学校举行

了“高邮市初、高中青年教师‘我的教学改

进’课堂教学基本功竞赛（复赛）”，参赛选手

都是来自各校的青年教师骨干代表，他们中

的大多数都具有较好的业务素养，对教材理

解准确，知识点把握到位，重点有突出，难点

有突破，效果有保证。受市局委托本人参加

了此次课堂教学阶段的评审工作，纵观整个

活动，还是有少数选手在课堂教学中暴露出

了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

进，注重个人素养积累，提升教育教学能

力。

一、认真研磨教材

教材是课堂教学之纲，是师生课堂活动

之本；新版教材每课时的教学内容往往寥寥

数语，但却字字真金。因此教师必须认真研

读教材，全面把握教材内容，理清知识关系，

找准每课时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学情实际，

采取有效措施，逐一突破。唯有如此，教师才

能高屋建瓴，课堂教学才能得心应手，学生

才能学得轻松，考试才能考出水平。

本次竞赛选讲的内容是苏科版教材八

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二节“轴对称的性质”。少

数选手可能由于时间紧，压力大，对“轴对称

性质”的理解和概括出现偏差，要么概括不

全，要么超范围讲解，从而影响了课堂效度。

另外少数选手由于概念不清，自己讲解

不明白，学生也学得糊涂。“轴对称”与“轴对

称图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

将一个或两个图形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描

述的，当然这两个概念可相互转化。教材第

二节的课题就是“轴对称的性质”，少数选手

讲解完“轴对称的性质”后含糊不清、自觉不

自觉地将该性质应用到“轴对称图形”中去

解决问题，作为评优课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缺

憾。其实教者在讲解完“轴对称性质”后，应

该用一句话点破“轴对称”与“轴对称图形”

间的关系，然后提醒学生“轴对称的性质”同

样适用于“轴对称图形”，这样所有的例题与

习题的讲解才能有理有据，学生才能学得明

白、说得透彻，考得优秀。

二、完善课堂结构

都说教无定法，课堂教学是开放的，但

是完整的课堂结构亦是

班级授课制的基本要

求。作为几何性质的课

堂教学，在经过师生共

同探究得出相关性质

后，应该对性质的内涵与外延作出进一步的

解释与说明，通过例题讲解让学生知道性质

的作用，然后再由当堂练习、应用让学生达

到巩固性质、活学活用的目的；当然完整的

课堂结构还应该包括学生在课堂练习之后

的当堂纠错与反馈提升以及师生双方在课

末画龙点睛的课堂小结等。但是少数选手由

于紧张或对微型课模式不熟悉，导致课堂结

构有所欠缺或显得不够完整，留下些许遗

憾。比如各环节的时间安排不够合理、少数

版块的先后顺序有待调整、课堂节奏松紧不

一等等。

三、加强素养积淀

由于是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所以市局

在组织过程中要求选手只能携带一本教材

进入考场进行备课。在既没有其他教辅资料

做参考，也没有同行指导的情况下，完成这

样的备课对选手的内在素养是一个不小的

考验。这样的要求对于平时不认真书写备课

笔记，只依赖导学案进行上课的老师是比较

苛刻的，当然也是必须的。在听课中发现，少

数选手由于从教时间短，对教材体系和要求

不熟悉，胸中无教材；由于经验积累少，心中

无习题，特别是一些经典的基础习题、基本

图形、基本结论等基础知识的缺失，导致学

生在课堂练习阶段习题数量偏少，内容浅

显、粗糙。教者对数学习题的变式拓展与提

高未能很好体现；学生对一些基本结论不甚

了了，一些基本技能亦难以形成。练习的效

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削落了课堂的优质与

高效。

四、规范行为引领

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一言一行

往往对学生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教师在课

堂上的教学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习惯。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在进行几何教学时

必须使用尺规进行规范作图。而少数选手明

知是几何教学，上课时却未准备尺规工具，

在例题教学、课堂板演等活动中需要画直线

时有以纸边当直尺的，有拿随身小物件当直

尺的，有以前人板书的痕迹当直尺的……所

有这些随意的操作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

规范到位。

用“生活”引领学生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
!

市送桥镇送桥实验小学 朱秀华

《品德与社会》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

基础课程，旨在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

发展。一般说来，儿童的现实生活对其思想品德的

形成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儿时的生活经

验会给人的一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儿童是在

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体验、领悟并得到各方面

的发展的。因此品德教育只有通过学生对于来自

实际生活和真实道德冲突中的教育活动的体验、

感悟、内化，才能引发他们内心的而非表面的道德

情感、真实的而非虚假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才

能让他们的知与行达到和谐。所以，《品德与社会》

的教学要关注儿童的生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

贴近儿童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引领学生过“有

道德的社会生活”。

一、结合生活实际，准确定位目标

品德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

生活。因此，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认真地研读每

一课，力求在教学每一节课前都得在把握教材的

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确定教学目标。而根据本

地、本校、本班实际制定教学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如苏教版六年级下册《我们互通有无》一课，我们

认真研读教参发现，虽然教参上目标大而全，从情

感态度到行为习惯，从知识技能到过程方法，好像

滴水不漏，但是很不具体，操作性不强，而且有些

描述离学生的生活还比较远。我们学校地处农村，

经济欠发达，学生搜集资料的途径不多。因此，对

于这一课的教学目标，我校学科教研组经过研究

讨论，将其定位为：

（1）情感态度：学习小组通过调查了解我们身

边的出口和进口商品，了解外来词汇，知道世界各

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全球经济走向了

全球化。

（2）行为习惯：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关注身边

的经济活动，养成用开放的视野思考问题的习惯。

（3）知识与能力：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中国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培养学生

搜集、整理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

（4）过程与方法：通过调查了解、整理归纳，让

学生了解互通有无就在身边，由来已久，全球经济

一体化已经来临。

这样的教学目标，由于结合了学生的生活实

际，调查了解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事，具有操作性，

便于实施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通过调

查，发现我们身边的玩具厂、水泥厂的

产品都出口到亚、欧、美、非等地，我们

使用的手机、电视、电脑和照相机等都

有进口的，而且我们家乡的企业也有了

“洋专家”。所有这些，孩子由于亲身感

受到，是他们身边的事。他们觉得亲切，

课上学习的热情很高，学生的参与度

高，加上教师的适当指导，很快对经济

全球化有了初步的认识，目标的达成度

远远超出了课前的预设。

二、链接学生生活，活化教学资源

教材，作为课程的重要载体，是实

施教学的重要资源。它为学生的学习提

供了基本的步骤和方法。但是，教材“只

是学生学习文化的一根拐杖”，不能把

教材当作学习的全部。尤其品德课的教

学，更是不能离开学生的生活，对学生

进行空洞地说教。

在教学《天有不测风云》一课时，我

及时地把玉树地震和冰岛火山爆发的

资料补充给学生，在《天灾无情人有情》

的教学中，我先给学生播放了我校

2008年全体师生为汶川地震捐款的图

片，学生的反响不大，我想了一下，原来

是这一事件发生时，现在的学生还小，

课后我又找来了2010年我校学生给青

海玉树地震捐款的照片做成课件，让学

生亲身感受到了给人玫瑰，手有余香。

这一次，由于同学们看到自己捐款的照

片，一个个十分自豪，纷纷表示要继续

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为

贫困灾区献出爱心。同样是这一课的教

学，由于有了同学们的例子，我就大胆

地把教材中南京孩子为新疆捐款的素

材给删了。实践表明，联系学生的生活，

活化教学资源，教学效果更好。而且作

为执教者，课前备课时要注意联系学生

的生活，要做到与时俱进，不能有一劳

永逸的想法。

三、挖掘生活经验，组织有

效教学

儿童的品德与社会性源于

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

悟。因此，挖掘学生的生活经验，进行有效的教学

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尤为重

要。在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中，通过学生自身的生

活经验来学习生活，学习道德。在教学过程中我们

要有意识地再现生活情景，唤起学生以往的生活

经验，寻求教学内容与生活的结合点，提升学生对

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理解。

苏教版小学品德与社会三年级下册《不说话

的朋友》的教学中，我们是这样设计的：

活动一：说我认识的“朋友”。老师出示邮政信

箱的示意图，让学生说说它的作用。由于邮箱是学

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所以孩子感觉到非常亲切。

由此，引出“公共设施”的概念，从而让学生说说在

生活中还有哪些公共设施。

活动二：我为小区请“朋友”。出示一个新建小

区的示意图，让学生为一个新建小区设计公共设

施。通过小组合作，分别在自己认为合适的位置贴

上示意图。然后在全班展示，说说自己的理由。

活动三：我替“朋友”说说话。通过阅读《椅子

的哭诉》，了解有些人对这些朋友并不友好。让学

生听一个真实的故事，明白损坏公共设施的严重

后果。然后，请同学们代公共设施对人们说说心里

话。

活动四：我去小区看“朋友”。课后，让学生完

成老师设计的“调查表”，走进生活，再次去看一

看、摸一摸，了解一下“朋友”的近况。下节课，说说

我们该为这些“朋友”做些什么？

公共设施是孩子们经常见到，又有时忽视的

东西。有些孩子有意无意地损坏它们。通过这一课

的学习，孩子们知道了，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公共设

施，我们要爱护公共设施。在上述的教学中，我们

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他们对生活的感受、认

识、体验开始，注意已有的生活经验与教学内容的

联系，充分发挥了已有的经验在教学中的作用。

四、丰富社会经验，拓展教学空间

所谓的社会经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

一切所思、所感，习得的知识、技能，掌握的行为准

则等方面的总和。而“丰富学生的社会生活经验”

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业已形成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

的思想体系、正向价值和道德范畴，形成有选择性

的道德的社会传递与个体道德体验相统一的过

程。

简而言之，就是教学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实际，

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的密切联系，拓展

教学空间，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体

验社会生活，在理解和感悟中受到教育，获得经

验，逐步提高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的能

力。

如教学苏教版六年级上册《春节与圣诞》一课

时，我课前安排各学习小组落实调查内容：春节的

传统习俗、饮食文化。课中安排学生交流传统习俗

和饮食文化，帮助学生感受春节文化的无穷魅力，

之后拓展延伸，播放我国各族人民的春节风俗图

片和我国不同年代民间春节办年货和春节联欢晚

会的情景，帮助学生了解虽然我国各民族的语言

不尽相同，但心灵、情感是相通的，并切实感受到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我以学生

已有的生活经验为生长点，以课前的准备为链接

点，以多种场景的变换为延伸点，把学生学习的场

所从教室扩展到学生的一切生活领域：家庭、学

校、社区等多样的生活空间。让学生更多地去接触

社会和了解社会，让学生把在社会中看到的、感受

到的东西带到课堂进行讨论，并在社会这个大课

堂中进行探索和研究。这一设计丰富了学生的社

会生活经验，契合品德课的教学要求。

总之，《品德与社会》是一门扎根学生现实生

活的综合课程。在教学中应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

关注学生生活，挖掘生活经验，丰富社会阅历，激

发学生生活的乐趣，让其契合孩子活泼的天性，引

领孩子健康成长，过有意义的道德生活。

《抗战英雄》读后感
!

市临泽镇周巷实验小学五（
!

）班 胡 钦

近日有幸拜读了《抗战

英雄》一书，我的心灵受到

了极大震撼。我深切地感受

到了什么是铁血男儿、什么

是巾帼英雄。读完这本书

后，我的脑海中久久闪现着英雄们浴血奋战的景

象：巾帼英雄赵一曼宁死不屈，萧山令、赵登禹等

杀身殉国，民族英魂杨靖宇奋战五昼夜直至牺牲，

江南侠女林心平受尽酷刑仍不忘捍卫民族尊严

……

抗日英雄吉鸿昌在刑场上，大义凛然作了一

首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同时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死，

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

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对敌人说：“我为抗日死，

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

枪，我要亲眼看一下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的。”

民族英雄杨靖宇带领部队在长白山的丛林

中，在高寒缺氧和粮食、服装、药品完全断绝的恶

劣环境下，坚持和敌人斗争。最后只剩下他一个

人，可不幸的是又被敌人发

现。身患疾病、破衣破衫的

杨靖宇依然和敌人周旋，但

最终他还是倒下了。他牺牲

后，残暴的敌人剖开他的腹

部，发现他肠胃中竟无一粒粮食，只有野菜、树皮

和棉絮！面对狂妄的敌人，面对侵略者野蛮的屠

杀，英勇不屈的中华儿女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

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

这本书读完了，但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八路军和敌人血拼的景象

浮现在我眼前，抗战将士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事

迹鼓舞着我，感动着我。当我学习上碰到困难的时

候，只要想起了他们，困难就迎刃而解；当我生活

上遇到了挫折时，只要想起了他们，我就无畏地抬

起了头，继续前进。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好好学习，

高举先烈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迹，继承先烈的遗

志，学习先烈的精神，长大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做出贡献！ 指导老师 陈松春

迷惑人的数学题
!

市龙虬镇张轩小学四（
"

）班 周依晨

今天，数学课上吴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数

学题：一桶水需要两只小猪一起抬，四只小猪要把

这桶水送到离家600米的地方去，平均每只小猪

要抬多少米？

我把题目一读，心想，简单。要求每只小猪要

抬的米数，只要用600除以4就可以了。我把题目

做好了，可是老师说做得不对，让我再好好想想。

过了一会儿，我还没想出来。我想，完了，这回遇到

拦路虎了。

最后，我只好去问老师，老师提示了我一下，

我才明白我被“骗”了。原来呀是这样的：假如这桶

水就只给一只小猪运，它就需要走600米；假如只

让两只小猪抬，相当于两只小猪各抬了600米，也

就是1200米。所以首先要算出的就是两只小猪一

共要抬的米数呀！接着再把算出来的1200米平均

分给四只小猪，就是每只小猪要抬的米数，用

1200除以4就行了。现在，我知道了这道题正确

的计算方法是：先用600乘2得1200米，再用

1200除以 4得 300米，平均每只小猪要抬 300

米。

通过做这道题目，我明白了：不管做什么题

目，如果用一种方法做不出来，就换一种思路。就

像这题，可先将题目中的两只小猪转化成一只小

猪，题目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想：以后遇到这些类似的数学题，一定要记

住，不能被它迷惑，以防被“骗”。

指导老师 吴桂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