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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维导图强化幼儿对绘本内
容的理解，需要注重选择合适的思维
导图类型，如气泡类、树形图、流程图
等，尽量采用简单明了的思维导图，让
幼儿通过观察思维导图，深入感知绘
本故事。如教师在设计奇葩图的时
候，需要考虑怎样的设计方式能够让
幼儿对绘本故事形成全面的认识，强
化幼儿在阅读时的体验。在气泡图的
设计中，通过对绘本故事进行整合，找
准绘本故事的主题、核心，围绕这一核
心添加故事中的其他关键要素。以
《彩虹色的花》为例，故事主要围绕一
朵“彩虹色的花”展开，教师通过对绘
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提取，发现故事

主要是彩虹色的花帮助了谁、怎样提
供帮助的，通过气泡图可以将故事中
繁琐的情节联系起来，让幼儿根据气
泡图完整阅读故事，或者在正式开展
绘本教学前，让幼儿通过气泡图上的
内容猜测故事情节。随后，教师还需
要传授幼儿绘制气泡图的方法，让幼
儿通过给彩虹色的花进行上色，分别
在花瓣周围画上各种小动物，用箭头
指向小动物，代表这片花瓣给哪只小
动物提供了帮助，让幼儿在动手操作
的时候，真正掌握绘本中的内容。

幼儿绘本教学中，教师要在课前
仔细阅读绘本内容，根据绘本中的故
事灵活设计思维导图，在课堂上利用

思维导图建构良好的故事情境，通过
口头讲述的方式，让幼儿在观看、聆听
的过程中从思维导图中获取故事的关
键信息。思维导图应用于绘本教学的
目的，关键在于强化幼儿对绘本故事
的整体感知。要提高幼儿的阅读能
力，让幼儿掌握相应的技巧，需要引
导幼儿通过认真、仔细观察思维导图
上的画面，和同伴一起对故事情节、
主要人物进行探讨。除了要通过思
维导图强化幼儿对故事的理解外，还
要引导幼儿通过自行绘制思维导图，
实现对幼儿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的发
展。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
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作用于两个环节，
一方面通过教师绘制思维导图，强化
学生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通
过幼儿自行绘制思维导图，提高幼儿
的思维、创造能力。

探究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的设计与运用
□ 市车逻镇幼儿园陈梅红

爱，看不见，摸不到，但无处不在。
爱是支柱，撑起一家人的自信团结；爱
是纽带，将人们的心牢牢系在一起；爱
是使者，把关心、信心互相传递……

小时候，我还不识字，但特别想知
道书里讲的是什么，就整天缠着大人，
让他们给我读书。爸爸妈妈上班后，爷
爷就义不容辞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光荣
的任务。爷爷从小在农村长大，只会说
方言，为了给我读书，他每天都在努力
地学习普通话。尽管他非常刻苦，可一
开口，那口普通话还是披上了“彩色”外
衣：橙子读作“疼子”、仙女念作“仙
蕊”、玩具成了“玩缀”、木偶是个“木
袄”……听着听着，我总是忍不住笑起
来。爷爷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但他见我
笑了，便也跟着笑。如今，爷爷与我分
别两年多了，去了另一个世界，每当想
起他，耳边便响起了那一句句“爷爷式
怪话”。

奶奶是个农民，从小吃苦，身体亏
空大，她是家里的“老宝贝”，一直被大
家照顾、关心着。奶奶干农活是把好
手，但几乎不会干家务活。这天，我想

吃汤圆，但家里没有馅心，爷爷立刻出
门买红豆、芝麻去了，奶奶怕我着急，便
自告奋勇地先包起来。她说：“这还不
容易，看奶奶包个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馅的。”说干就干，奶奶的效率也真高，
不一会儿汤圆就包完煮好了。我乐坏
了，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呀！好苦！
一闻，呀！咖啡味！我真是哭笑不得，
不识字且急性子的奶奶肯定是把咖啡
粉当作可可粉了！现在一回忆起来，嘴
里还满是那苦苦涩涩的咖啡汤圆味儿。

跟奶奶不一样，我的外婆非常擅长
内务，她还是一位编织高手，我从小到
大的毛衣毛裤都是她承包的。自从上
高年级后，我就不穿毛衣毛裤了，取而
代之的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卫衣卫裤。
这个周末，我收到了外婆的生日礼物
——大大小小好多件毛衣、毛线裙子。

“外婆，我已经长大了，穿不到这些衣服

了，你的眼睛也不好，以后就不要织
了。再说，这么小，我也穿不下呀？”“傻
丫头，外婆习惯给你织东西了，闲不下
来。这些都是给你的玩偶织的。”毫无
准备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溢
出来的爱吧！

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我特别喜欢
收礼物，也喜欢幻想。圣诞节就满足了
我这两点爱好——这一天，我会收到来
自圣诞老人的礼物和他给我的一封
信。我也会把我想对他说的话写下来，
在这一天临睡前放在枕边。每年的礼
物都是那样地贴心——正是我期盼的；
每年的回信都是那样地温馨——充满
了肯定、期望和爱意，他可真了解我！
直至长大，我才明白，世界上本就没有

“圣诞老人”，那就是我亲爱的“圣诞爸
妈”啊！

爱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爱又
是有形的，用心去感受，它在生活的点
滴中——爱就是一嘴怪怪的普通话、一
锅苦苦的咖啡汤圆、一件件小小的毛
衣、一封封“天外来信”……我在爱中长
大，在爱中感受，在爱中领悟、传递。

爱
□ 市汤庄镇汤庄小学李海奕

教学评价具有导学、导教功能，一
学期一次的学业水平测试的功能亦
然，它相当于GPS。“GPS”是否精准，
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课标，即曾
经的教学大纲、2011年课程标准以及
最新出炉的 2022 年课程标准。学生
的实际能力可以超课标，但教学评价
不能超课标。然，在“文件课程”以外
的层面，即“实践课程”的层面，教学评
价超标的情况稀松平常，就像系统的
bug。我手头有一套近三年的期末
卷，打开一看，bug还真有：

Bug1：听力题。题型具有创新
性，符合课标中倾听、边听边思、听后
能抓住关键信息清楚表达等目标。但
听力题的设计却不敢恭维，比如一段
语音里含六个四字词，一两分钟内要
记住它们并锁定其中两个，还要把它
们写出来。何况，要求写的两个词出
卷老师也未必能确定它们就是1-7册
语文书写字表、词语表里面的字词。
这六个四字词是：万紫千红、莺歌燕
舞、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栩栩如生、恍
然大悟。再说，听力题安排三道题，设
计的标准是什么？

Bug2：课本知识填空。课标是教
材编写的指南，教材的编写意图直接
反应课程的标准，教学评价也应依标扣
本。举个例子来说，《义务教育小学语
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一书明
确提出：语文园地的“日积月累”以及小
学课本中的古诗文是作为“诵读材料”
而不是“教学内容”编排的，意在引导小
朋友们关注古诗文，读读、背背，积累阅
读文言的兴趣和习惯。总之，日积月累
的语文实践锁定在“诵读”两个字，目标
是“乐读”，而不是“会写”。检查诵读老

师可以通过“听读”“听背”来完成。可
是，在期末试卷里却出现《嫦娥》《别董
大》等诗句的填空，还有古代名人名言、
谚语的填空，更出奇出格的是还考“之”
等文言词的意思。要知道，古诗词的

“注释”是帮助小朋友们诵读用的，不是
给你出题用的。再举个例子，课文后面
的习题第一题有“背诵”“默写”，教材设
计的意图很明确，背诵就是背诵，会背
就行，不必会写。默写不但会背还要会
写，所以，考“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可以
的，因为习题里明确了“默写”，要求默
写的还有《题西林壁》《夏日绝句》两首
古诗。可是试卷里却出现“背诵”的内
容要求填空的情况。更有甚者，还要求
小朋友们会写教读课文里周恩来曾经
说过的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毕竟不是

“默写”内容，最多算是会口头表达的内
容，“崛”也不是写字表的生字，小朋友
们不必会写，你考这个做甚呢？

Bug3：词句段运用。词句段运用
不应超出曾经学过的语文园地里的训
练点，题目的设计也不宜超出小朋友
的生活经验和语言经验，可不知道出
卷者是何种意图，偏要难住小朋友不
可的样子。比如有这么一道改错题：
两千多年前刚出土的文物在博物馆展
出。考这题衡量小朋友们会不会运用
对调符号没有问题，问题是它的内容
明显超出了小朋友们的已有经验，读
不懂啊！再如：看了这部电影，使我受
到了深刻教育。小朋友们还没有系统
学习语法，你偏要拿这个来为难他们
干嘛呢？

Bug4：课外阅读。统编教材总主
编温儒敏有一句话：培养读书兴趣是

语文教学的牛鼻子。统编教材提倡多
读书，读好书，但它的目标锁定在“培
养读书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
了兴趣就有了好的开头，就有了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在新课标背景下，每
学期给小朋友们安排了必读书，有好
几本。就四年级第一学期而言，六本
必读书阅读总量在30万字以上，这个
数字远远超出了课标要求。怎么考查
小朋友们的阅读？个人认为应该以形
成性评价为主，重过程引导，评价方式
以阅读观察为主，即在亲子共读、师生
共读的过程中通过观察来衡量小朋友
们的读书兴趣、习惯和能力。可是期
末试卷中却出现了违背课程标准、违
背教材意图的玩意，考书中某一页某
一段里面的一两句原文内容，让小朋
友们判断对不对。比如选择题有这么
一条选项：A.《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中，
享乐女神说她是“和平事业的真正参
与者，战场上忠实的盟友，是友情忠实
的伙伴”。出题者想考小朋友们，这句
经典的话到底是谁说的。世界经典神
话与传说故事有厚厚的两大本，人物
数都数不过来，外国人的名字读起来
都拗口，读就读了还让记住此人此言，
为什么呢？在下要追问一句，如此评
价，小朋友们的读书兴趣何在？我想，
如果这样考也许更适切：读《赫拉克勒
斯的故事》的时候你产生了什么疑
问？请写下来。读完之后你找到答案
了吗？请写下来和我们分享。这对应
了教材提问策略。或者这样考：你对
美德女神的这句话有何理解？请写一
写批注。这对应了教材单元语文要素
学习写批注。笔者以为这样考是考兴
趣，也是考能力。

正确发挥教学评价的导学导教功能
□ 高邮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 赵洪林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无
法再相见；有些话没说出口，
就埋藏在了心底。

一列高铁疾驰过站台，
只留下一个渐渐融入夜幕的
背影，我就像这高铁，匆匆驶
过人生的站台，仅仅成为了
老师们脑海中一个淡淡的印
象。有些话，还没说得出口，
就已然被时光封存。

我亲爱的老师们，你们
还好吗？

播种者
拨开时间的迷雾，我仿

佛又看见那小小的幼儿园，
一方乐土，一段记忆，一腔深
情。

和绝大多数小孩一样，
我始终对幼儿园怀着一种畏
惧心理，像一只闯进了未知
环境的麻雀一样惊慌失措，
于是，我拿出了所有孩子都
会的“杀手锏”——哭。其他
小孩都在哭，一看又来了一
个，哭得更起劲了，仿佛是要
拿自己的哭声压过别人的。
在这乱糟糟的环境中，我隐
约看见，你用温暖的怀抱安
慰着每一个孩子。

后来，我得知你姓夏，叫
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从此，

“夏老师”这个称谓就深深印
在了我的心里，并且每次提
起，就会让我想起母爱。

幼儿园的日子平淡无
奇，每天就是玩，吃，睡，再
玩。可是到了大班，你突然
变得严格起来，要求我们端
正姿势，认真听课。正是在
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对小学
生活的向往，也学会了第一
句谚语：“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你教给了我分享、友爱、
帮助，也在我心里播下了学
习的种子，只是，我还没来得
及说声谢谢，就告别了幼儿
园，也告别了你。

小学说来就来，很是突
然，以至于我在起跑时就落
后于人。

你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语
文老师，第一个最严厉的老
师，也是第一个班主任。

也许你已经忘记了我这
个对拼音一窍不通的小笨
蛋，但是我依然记得你的名
字，以及你每次听写第一个
报的词“白菜”，因为我只会
它的拼音。

那是一段灰暗又混沌的
时光，我天天留堂，绞尽脑汁
也订正不好当天的听写，你
没有选择回家，而是陪着我，
千方百计地使我理解，直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当我再次想起这些日
子，我简直无地自容：我的听
写依旧只能对一个，而我却
在放学后以一个孩子幼稚的
方式表达对你的不满。

我想说声对不起，却被时
光吹散在过去的每一秒里。

培育者
大风，大雨，电闪雷鸣。

我又想起了你，我总是在强
对流天气中想起你。

在小学六年中，我的语
文逐渐好转，可数学一落千
丈。我时常怀疑这是不是命
运对我的捉弄，让我在数学
最困难时遇见了你。

我错了。
“上课要认真听讲，一百

遍！”“作业要签名，五百遍！”
“作业要按时完成，两百遍！”

被你“长期统治”了三年的我
早已将这些“罚抄保留项目”
熟记于心，有一次甚至碰上
了“特殊优惠”，或者说“超级
加倍”——罚抄一千六百多
字的“宏篇巨著”《开国大
典》。在这样的“暴政”下，我
们可谓是表面上服服帖帖，
暗地里诅咒纷飞，对数学充
满了反感。直到毕业，学生
们对你的印象都不太好。

你还以“棍棒教育”著
称，只要在考试中错了基础
题，迎接我们的一定是一根
PVC塑料管或者一根不锈钢
教鞭。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你
个人发泄情绪的自私行为。

可是后来，在竞争激烈
的初中，我就理解了你的良
苦用心：多少次周练和月考，
因为基础题出错，我与满分
失之交臂，甚至创下了数学
最低分108分。

我终于明白，无论能力
题有没有做出来，只要基础
题出错，整个知识体系就是
有问题的。

我想告诉你，我的数学
终于能考150分，可是你已
经背负着大堆的负面评价，
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

遇见你，是命运对我的
眷顾。

守护者
初中，是一个奇妙的、多

姿多彩的新世界。
我们就在这个新世界里

迎来了青春期。
青春期也是一个荆棘遍

布的地带，如果我们不能正
确处理面对的困难和危险，
就有可能在此地折翼。此时
的老师，更像是引路人、守护
者。

我很幸运，这三年来引
路人一直没有换。我们之间
与其说是师生关系，倒不如
说是朋友关系。当我在为自
己的学习焦头烂额时，你总
是约我“到走廊喝茶”，为我
分析问题，并送上温暖的鼓
励。另一方面，你也像我小
学的数学老师，对我的基础
问题毫不容忍。正是在你的
引领下，我才能冲击年级前
十。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在
心理上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除了焦虑，还易怒、倔犟，有
时认了死理，就算把阎王爷
请来，也不会妥协。在八年
级刚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同
学因为小事动起了手，针尖
对麦芒，互不相让，这时你邀
请他们来到讲台，善意地调
侃了他们一番，然后让他们
给了对方一个“爱的抱抱”，
就此化解了一场冲突。

这样的老师，或者说引
路人，让我五体投地。

回首这三年，有高潮，有
低谷，有喜有悲，却是闪闪发
光的三年。

中考在即，我在一本本资
料中，不仅看见了一条条知
识，更看见了上学这十二年来
一位位老师期待的眼神。

你们是播种者，是培育
者，是守护者，你们将全部心
血付与学生，实践了“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
十二年，我有很多话没说，留
下了很多遗憾，但这一次，我
不会再错过了。

祝一切安好！
指导老师 吴章飞

我的老师
□ 市汪曾祺学校九（3）班嵇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