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字 方爱建

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教育
园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增强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辛丑年三月十一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学科教学越
来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教师在教学方
式和教学理念方面也发生了较大转变，
微课的教学方式被逐渐应用到小学英
语教学中，为小学英语课堂注入了新的
活力，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水平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

一、以微课为契机，激发学习的兴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
是学习成功的关键。对学习感兴趣，学
生可以全神贯注，积极思考，取得最佳的
效果。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
学”。微课形式新颖，有趣味性，适当使
用微课教学，创设新奇的学习情境，有助
于学生主动去理解和探索，保持高昂的
学习兴趣。

学生对故事、动画非常感兴趣，教师
可以通过绘声绘色的微课故事引入该课
知识，让他们在故事中学习并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课外阅读课
《Pick up soybeans》教学中，笔者设计
了捡豆子的情境，以微课制作出故事视
频的形式叙述：捡豆子、还豆子、用豆子，
还原故事情节。通过微课视频，学生仿

佛身临其境，乏味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微课营造的氛围大大增强了课堂的活
力，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教学活动中。

二、以微课为契机，增强教学直观性
人的思维发展总是由形象思维过渡

到抽象思维。小学生的知识储备有限，
缺乏生活经验，在他们的头脑里形象思
维能力要强于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因
此，教师可以借助微课教学模式，化静
为动，化无形为有形，将一些抽象的英
语语法概念制作成动画，学生就能随着
知识的形成过程，深刻理解教学内容，
这对培养学生英语理解能力具有积极
作用。例如，在译林版六上《Unit4
Then and now》一文中，讲解一般过
去时和一般现在时。这两个时态学生
容易混淆，为了区别两个时态的用法，
笔者录制了一般现在时与一般过去时
巩固练习微课。通过微课对比两组句
型，引导学生体验一般过去时和一般现
在时的区别，引导他们发现一般过去时
的结构和用法。通过练习巩固，引导学
生在掌握概念的基础上，准确地辨别一
般过去时和其他各种时态的用法，让他
们体验成功的欢乐和喜悦。

三、以微课为契机，突破教学重难点

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是学生课堂学
习的中心，也是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和引
导学生探究的核心内容。然而，在过去
的教学中，我们常常发现，英语教学中有
许多知识点仅凭教师的讲解是难以让学
生理解的。教师需要设计大量的环节让
学生逐步去感悟知识，这样做本无可厚
非，但部分学生的领悟能力不是很强，以
至于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累。巧妙利
用微课却可打开学生的困扰之处，能化
繁为简、化隐为显，帮助学生有效突破教
学难点，从而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减
轻他们的认知难度，实现期望的教学效
果。例如，在译林版五下《Unit5 Help-
ing our parents》一文中，教师制作的
微课，主要涉及给学生课后观微课复习
之用。教学目标和定位，是为了让学生
掌 握 句 子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he/she doing? I am.../
He/She is...课外，微课为学生学习重点
句型创造了条件，他们可重新观看一遍
当天学的内容，复习巩固现在进行时的
用法，一旦发现疑难问题，可及时在班级
群里向老师或同学请教，疑难得到及时
的解决和突破，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微课是传统教学与信息
技术的完美结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教
师把握好微课运用时机，让微课教学用
在关键之处，可以有效地促进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和
求知欲，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效率，使课堂
成为学习的乐园，为英语课堂增添光彩。

微课，让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多姿多彩
□ 市实验小学 徐佳慧

要提高小学生课堂发言积
极性，教师应当改变自己的教
学方式和评价模式，摆脱应试
教育的影响；明白课堂应该以
学生为主体，把调动学生课堂
积极性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
学生主体地位。

一、积极满足学生心理，营
造氛围，让学生敢说

1.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如果课堂上师生关系融

洽，学生就会积极与教师配合，
认真思考并踊跃回答教师的提
问。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关
心，学生会通过教师的一举一
动，一言一语，甚至一个表情感
受和体会到。因此，教师要把
对学生的关爱渗透到课堂的每
一个教学环节中。同时，教师
也要不断提高课堂语言的艺术
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构建和
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小学生自
制力较差，但他们喜欢表现自
己，同时又容易受到教师言语
的影响，所以教师说话应尽量
柔和，体现对学生的爱护。如
在要求学生回答时，应带上“请”
字；学生回答完毕后，也应该及
时表扬。

2.面向群体，多给机会
有人这么说过：你有一个东

西，我有一个东西，相互交换，每
个人还是一个东西；但如果你有
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相
互交换后，每个人就都有两种思
想。如此想来，一个班级里几十
个学生，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想法
分享给他人，同时又获得更多的
思想，那该是多大的收获。然而
想象中的事情总是很美好，事实
却不尽然。教师在课堂中提问
一个问题，往往都是尖子生来回
答，大部分的学生则成了“摆
设”。一个学生说：“我是班级最
差的学生，老师喜欢叫成绩好
的学生来回答问题，从来都不
叫我。”而教师也会抱怨有的学
生成绩差，课堂上叫了他发言
也不发言，浪费时间。如果学
生认为教师放弃了他，他就会
自暴自弃。这种只立足于少数
人的课堂模式打击了一部分学
生的积极性，实在是不可取。
其实，完全可以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设置难易程度不同的
问题，因材施教。这样既锻炼
了大部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又检查了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科学指导，精心设计教
学，让学生能说

1.指导学生学会观察，掌握
正确的表达方法

说话和写文章一样，如果
不对某一事物进行认真仔细的
观察，是不可能把该事物说得

“有血有肉”的。很多学生在回
答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东扯一
句，西扯一句，说话不着边际，回
答不到点子上去。教师在平时
教学中可以有意识地指导学生

观察身边的事物，如文具、小玩
具、小动物等，让他们知道观察
要有目的、有重点、有顺序。

2.注意提问的艺术，结合学
生的实际情况提问

在实际教学中，有些学生对
教师提出的问题不作回答，这并
不是他们不想回答。部分学生
反映，有些问题太难了，自己根
本就不会，教师在提出问题后也
没有留给他们充足的思考时
间。教师的这种做法没有遵循
教学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
象的循序渐进的原则，也没有根
据学生的实际，逐步提高要求和
难度。教师在备课时，应该根据
不同的年级段设计不同要求的
问题。如描写某一人物，低年级
学生只要求能够讲出人物的外
貌特征就可以了，到了中高年级
就要求小学生通过一件事或几
件事，抓住人物的外貌、语言、动
作等特征进行口述，表现人物的
某种性格特点或思想品质。

教师在教学中的做法应该
是：首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
置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因材
施教；其次，有些问题在小组内
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再让个
别学生回答。这样做一方面降
低了难度，另一方面也留给学
生充分思考的时间。随着学生
年级的逐步同步提高，教师要
注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和学
生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学生
课堂积极性的提高。

3.选择贴近生活的内容，创
设富有感染力的情境

小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对自
己了解的内容说话兴趣较高，而
对于陌生的内容则表现出冷漠
的态度。如果教师出示一个主
题内容后立即让学生练习说
话，他们难免会因为表达内容
的空洞枯燥而无话可说或无从
说起。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尽量
安排贴近生活实际的话题并辅
以直观形象的插图，这样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就有利
于提高课堂发言的积极性。

4.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教学，
充分激发学生说话兴趣

教师采取多种形式教学，
容易激发小学生课堂发言的欲
望。平时可以布置小学生多看
一些课外书籍，观察实物、图画
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学生
在五彩缤纷的实际生活中摄取
大量的有价值的说话材料，寻
找到说话的源头。课堂练习
中，教师还应不断变换表达方
式，如发言、演讲，以直接感受来
激发学生敏锐的想象力，以趣
味性来唤起学生的表达欲望，
让严肃的课堂变成欢乐的海
洋，使学生时时有表达的新鲜
感。学生争先恐后地参与活
动，既体现了“自主、合作、探究”
的教学方法，又充分提高了他
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浅谈如何提高小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
□ 市车逻镇小学 周鑫

童年的春节，我最期盼的不是绚丽
的焰火，而是丰盛的年夜饭。年夜饭有
一道菜，就是现在咂摸起来，唇齿间还
是芬芳一片。那就是腌货儿，最特别的
一道菜肴。

与普通的菜不同，腌货儿的制作时
间是漫长的。大雪节气一到，外婆和母
亲就会牵着我，在某个周末辗转于菜
场、超市，忙着选购猪肉、鸡腿、鸭翅、鱼
片等。选购回来，清洗干净，晾去水分，
然后将盐、花椒、八角等佐料进行翻炒
加工，再撒到这些肉的表面。外婆和母
亲总爱找一些圆溜溜的坛子，将各式各
样的肉码好，盖起来封上。

孩子对于这些自然是好奇的。母
亲、外婆迅速而又快活地忙前忙后，我
则在她们中间钻来钻去，眼睛总是离不
开她们那灵巧的手。尤其是翻炒佐料

时，弥漫的香气直钻进鼻孔，我就使劲
地嗅啊嗅的。每每这时，妈妈或外婆总
会笑眯眯地说：“馋猫！”

最难熬的就是等待。那圆溜溜的
坛子，那密封的盖子，无不深深地诱惑
着我。外婆不在，妈妈也不在，我就蹑
手蹑脚地靠近，使劲儿地掀开盖子，贪
婪地吸一口气。啊，肉香浸入在调料的
香味中，真是奇妙至极。有时，我还会
用手指碰一碰那鸡腿，似乎是尝到了味
道，油然而生一种心满意足。

离春节尚有两周，坛子里的腌货儿
总算是吸足了养料。母亲和外婆又开

始忙乎了，要把它们一个个从坛中拿
出，又一个个细心地挂起来。我个子
小，站在屋前的台阶上，踮着脚想够到
腌货儿。有时居然手指能擦一下，我便
猛地吮吸一下手指。每每这时，母亲总
是用手指轻轻戳一下我的脑袋，然后把
我牵到屋子里去。我则意犹未尽地使
劲地嗅来嗅去，用力捕捉空气里飘散的
那诱人的味道。母亲笑着说：“别嗅，再
嗅就醉了。里面有清酒。”

年夜饭终于吃了，有我等待的腌货
儿。我一片一片地夹着那有滋有味的肉
块，全然忘记母亲让我不要多吃的叮嘱。

去年母亲又动手制作那腌货儿，她
感叹在城市里没有外婆帮忙。我沉默
了。不知道那让我充满期待的腌货儿，
是否还是熟悉的味儿？

指导老师 居雪

腌 货 儿
□ 市外国语学校九（2）班 陈果

汪老文章中写过：外乡人对
高邮的印象，就是那儿盛产咸鸭
蛋。如此一说，便将高邮的命运
与咸鸭蛋紧紧绑定在了一起，成
为了我们家乡的一张名片——别
的地方是产不出如此神奇的鸭蛋
的，何况还经常是双黄。

品尝咸鸭蛋，独有一番趣味。
地道的高邮人，会用筷子在蛋的一
头戳一个洞，自然，经验老道的他
们是看得出来蛋黄在哪头的；随
即，“吱——”的一声，红红的透明
的油便一下子争先恐后地蹿出来，
顺着青白的蛋壳往下淌。这时再
扒拉扒拉，夹出封口的蛋白——蛋
黄外包裹着的蛋白往往白如玉脂，
但口味偏咸，下饭是一个好选择；

小太阳般酡红的蛋黄被发掘了出
来，一张笑脸好生可爱，令人舍不
得下口。狠一狠心，一块一块夹出
蛋黄，浓郁的咸香扑面而来。放入
口中，一层一层绵密丰富的口感，
顿时味蕾上爆炸开了令人欲罢不
能的美味，润滑的红油在舌尖上起
舞，仿佛吃下了一片绚烂的晚霞，
让整个人都变得明朗起来。只尝
这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咸鸭蛋，融着高邮的美丽与
高邮的热情。你仿佛看到，波光
摇曳的高邮湖上，大大小小的鸭
子畅游嬉戏，夕阳的余晖给它们
的羽毛镀上金边，这是大自然对
这座水乡古城最好的馈赠。

指导老师 沈璐

高邮咸鸭蛋
□ 市汪曾祺学校七（14）班 翟语馨

我在汪曾祺爷爷的作品中知道了杨家巷，
这条巷子是汪曾祺爷爷的外婆家所在地。今天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听说已
久的地方……

一走进杨家巷，就有一种穿越的错觉，我仿
佛看到小时候的汪曾祺先生正蹦蹦跳跳地和小
伙伴们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兴高采烈地说着
什么……突然，一抹很亮的黄色出现在眼前，迎
春花！在这样一条古朴的巷子里出现这样一抹
金黄，顿时使人眼前一亮，心情也轻快了许多。

这时，一辆明黄色的小汽车出现在我的眼
前，上面印了一个十分可爱的皮卡丘，使我从古
老的时光里又穿越回来。我继续往前走，这条
巷子的一切都是那么淳朴、自然，又带有一点小
神秘，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究一下它百年沧桑岁
月里都经历了些什么……

我一路走，一路沉浸在老巷幽远的意境里。
石板路，青砖墙，黑色的小瓦，木质的门窗……都
让人心生敬意。老巷两边有一些古老的店铺，里
面卖着现代大商场里无法买到的货物。在我们
看来，既古老又新鲜。那些守店的也都是一些老
人，他们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一副悠闲自得的
样子。走着走着，一会儿就来到了城门口，这里
立着一个古老的门楼，上面写着“北门大街”四个
大字。听爷爷奶奶那辈子的人说，以前这里是高
邮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汪曾祺爷爷家在这里开
有好几个店铺呢！如今，这些店铺都改换了模
样，但是还能感受到以前热闹的景象。

时间过得飞快，太阳的光线渐渐暗淡下来，
老街上的灯笼都亮了起来，红彤彤的，很温暖，
也很喜气。我不觉想起汪曾祺爷爷来，当年他
在这里生活，是多么幸福呀……

杨家巷
□ 市城北实验小学六（8）班 居逸涵

夜晚，风轻轻地吹，蝈蝈在草丛里不停
地鸣叫着，像是在唱着一首旋律轻快悠扬的
曲子。睡梦中隐约听见油在锅里翻腾时发
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翻了个身，将头
埋进枕头下面，但那声音还是往我的耳朵里
钻。我将枕头一扔，循着声音走去。

我来到了厨房。昏暗的厨房里，一个有些
驼背的老人将一只手撑在灶台上，另一只手在
不停地翻炒着。“是奶奶。”我小心翼翼地往前
迈一步，尽量不发出声音，“她这么晚还不睡，
在做什么？”我将头微微往前伸，一点微弱黄晕
的光将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映得更慈祥。锅里
的油不停地翻滚着，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花生米随着奶奶握的勺在做匀速绕圈运动，有

几个性子急的挣扎着脱掉了红外衣。
看着奶奶的身影，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

回了童年。
那年夏天，在家无事可做的我开始在屋

子里“寻宝”，果然在衣柜里找到了几张红色
的“纸”。想到爷爷奶奶经常用“纸”换东西，
我赶紧摸走了几张，藏在枕头下，便溜出去
玩了。我正玩得尽兴时，爷爷奶奶向我跑
来，爷爷拎起我就是一顿打，我不明所以地

大哭起来。跟在后面的奶奶赶紧把我夺过
去，抱在怀里，从围裙兜里抓出一把炒花生，
喂到怎么也止不住哭的我嘴里。

“小清，怎么还没睡？赶紧去睡觉，明天
还要早起呢。”我回过神来，锅里已经空空，
只剩下油亮亮的锅底。

第二天，我要回学校了。奶奶把我送到
车前，往我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叫我想她
时就打开。坐在车上，我摸着口袋，眼前又
浮现起昨夜奶奶炒花生米的模样。我慢慢
地将口袋打开，一阵香味传来。我拿起一颗
花生米送进嘴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我嚼着花生米，品尝着幸福的味道。

指导老师 徐桂平

幸福的味道
□ 市车逻初级中学七（1）班 叶贵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