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学科一见
爱上查字典  轻松学语文
□安庆市白泽湖乡光明小学  王正安
字典是知识的源泉，是无声的老师。对于小学生来说，查字典是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也
有要求：“有初步的独立识字能力，会运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词典。”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良好的查字
典习惯，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关键。
一、激发兴趣，亲近这位特殊的“老师”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为了激发学生对字典强烈的学习兴趣，在第一节字典教学课上，我特意设置了个悬念，
请学生们猜了个字谜：一位“老师”不说话，肚子里面学问大。有啥字儿不认识，你就快去请教它。孩子们一听都笑
了，显得爱不释手。我趁热打铁，让孩子们翻翻看看，认识认识这位不说话的“老师”。孩子们的小手不停地指着、翻
着，当翻到字典正文中他们认识的字时便迫不及待地与伙伴们交流着。短短几分钟的亲密接触，学生们便对这位“老
师”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这样便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了查字典带来的快乐，久而久之，他们对查字典的兴趣也会逐渐提高。
二、编唱儿歌，灵活掌握查字方法
如果说激发兴趣是爱上查字典的前提，那么掌握方法就是坚持查字典的基础。查字典一般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种是部
首查字法。首先要确定生字的部首，再从字典的部首目录中找到这个部首，然后根据部首右边的页码在检字表中去查找
生字。如，“圈”为“囗”部，在部首目录中，“囗”右边的页码是42，我们翻到检字表的42页，再根据右边提示的页
码，在字典正文的257页就可以找到这个字了。有的字难以确定它的部首，我们可以在 “难检字表”中按生字的笔画数
去查找。比如“来”，直接在“难检字表”的七画里就可以找到它。另一种是音序查字法。是按生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在字典的“汉语拼音音节索引”中去查找生字。如，“透tòu”，它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是t，大写为T 。我们在“汉语
拼音音节索引”的T栏中可以看到“tou偷　500”，我们翻到字典正文的500页开始找，到502页就可以看到“透”这个字
了。遇到不认识的字时用部首查字法，当遇到不会写的字时就要用音序查字法了。为了便于学生掌握这两种查字方法，
我还和学生一起编写了儿歌，这样学生唱着儿歌，轻轻松松就牢记了这两种常用的查字方法。
学生仅仅学会查字典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查字典训练成一种技能，并且形成一种习惯，才能受益无穷。教育家叶圣
陶也曾经指出：教育就是培养习惯。为了培养孩子养成勤查字典的好习惯，首先，我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把字典作为语文
课上的必备书目。其次，在教学中紧紧抓住每个使用字典的机会。学生这样通过自己动手查字典，去探究答案的过程是
趣味无穷的，只要尝到了甜头，他们就一定会乐享其中，长此以往，就会逐步养成勤查字典的好习惯。在今后的教学
中，我仍会一如既往地鼓励学生勤查字典，帮助学生在提高语文能力的同时与字典建立起深厚情谊，让学生对字典爱不
释手，实现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学习语文这一终极目标。

教学反思
智能手机在小学教育中的运用探究
□合肥师范附小二小  吴小兵
李克强总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互联网+”的新概念，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纷纷解读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教育工作者也是充满了期待。“互联网+手机”会给教育带来怎样的改变，本文结合自己平时在工作中的实践，谈谈
自己的点滴心得。
一、“互联网+手机”使教育更加便捷
“班班通”是一线教师将网络教学与课堂教学结合实现混合教学的基本条件和必由之路，而它的实现仅仅需要一个手
机。笔者在电脑和手机上下载“百变遥控”，通过WiFi或蓝牙连接，就可以实现小手机控制大电脑的功能。百变遥控通
过手机遥控电脑的鼠标、键盘，让您的手机变成无线鼠标、无线键盘以及无线重力感应手柄。平时交流沟通的工具一下
子变成了教育教学的“神器”，手机让教学一下子平民化、更易操作。
二、“互联网+手机”让交流更加立体化
传统的评价主要有师生评价、生生评价，因为课堂上时间有限，过多的言语交流可能会妨碍课堂的深入。在有限的时间
内，如何让更多的同学发表自己的观点，及时有效地沟通？其实在课堂上，通过手机下载“微弹窗”软件，就可以实现
学生边看PPT边发表自己的评论的愿望。此种方式不仅使得学生从低头一族中解脱出来，课堂上还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
力，课堂上也得以有了不同的声音，“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提高。
三、“互联网+手机”转变课堂教学模式
传统课堂让教师难以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个性不能得到更好发展。近些年，翻转课堂恰恰颠覆了这一模式，在“翻转课
堂式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家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
疑解惑、知识的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自主选择，吃饱吃好”，翻转课堂帮助学生开启学生主动学、主动问的模式，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主掌
控学习，激发了学习的内驱力。
四、“互联网+手机”传达先进教育教学理念
笔者认为要想改变学校教育，还得从家庭教育开始。笔者利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设班级快讯、德育之窗、阅读天地
三个菜单，在每个菜单里再设置若干个子菜单，再链接网页，分享育子经验，收获先进教育理念。
在班级的元旦联欢会上，我将手机拍摄的学生表演的才艺小视频及时发布到微信、qq群。琴瑟悠悠，舞姿翩翩，歌声嘹
亮……学生的风采展现在家长、媒体面前，学生个性得以张扬。有声有图有文字的多媒体资讯信息，实现了“直播互
动”。
五、“互联网+手机”提高教育教学效率
传统测试需要人工逐页逐题的判卷，耗时耗力，在批改的过程中还会有小的错误。在“互联网+”的今天，教师可在网上
下载诸如“门口网”“梯子打分神器”等软件。学生完成答题卡后，用手机轻轻一扫就可以对学生答题情况进行分析，
及时反馈。
手机还可以实现微信投票、问卷调查、教育类app下载学习等诸多操作。在班干竞选、调查家长对教育教学意见时，利用
微信平台让教育更加透明公正。
当然，无论什么事物的出现它都有两面性，这才符合哲学中所说的辩证法。手机的大量使用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教育带
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不利。软硬件怎样合理建设，如何消除网上不良信息对于教育的影响，保护学生的视
力，将“互联网+手机”教育模式更好地与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结合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断探讨、深入的课题。

教学实践
将身边的化学应用到化学的教学中
□东至县昭潭中学  朱  康
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化学，只要我们稍稍留意，化学无处不在。老师在讲授新课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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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如何从具体形象的事物入手，巧打比方，从而使深奥的道
理变得浅显？下面我结合平时教学谈谈自己的一点点看法。
一、开启化学之门，让学生感受化学就在我们身边
在教授一节新课时，教师就要将学生学习化学新知识的兴趣诱导出来，这样才能使学生想学并愿意学。每讲一个新的知
识点都要告诉同学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些物质，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例如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化
石燃料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能量；汽车上蓄电池充电和放电为我们人类的出行提供了方便等等，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发生
的化学变化。通过生动、具体的化学变化现象，逐步形成“化学就在我们身边”的思想。生动的语言、语气，贴近学生
生活，能有效地让“生活”进入课堂，让生活情景与课堂融为一体，引领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分析、解决生
活中相关的问题。
二、鼓励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营造一个宽松的交流氛围，能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从而增强学生应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
问题的能力。比如在学习“氯气”一节中从84消毒液入手，它在预防感冒、杀菌消毒方面应用很广，那么这种试剂又是
怎么制备的呢？它为什么可以杀菌消毒呢？在保存和使用过程中有什么注意事项？84消毒液与洁厕灵是否可以混用呢？
使学生感受到学习化学不是为了记住一些枯燥的方程式和物质的性质，而是为了应用！让学生在好奇心下带着问题走出
课堂走进生活，使学生的思维得以延伸和升华。
三、结合生活实际，学习应用化学知识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化学课堂，教师应善于捕捉生活素材，让学生感受到化学在日常生活、生产实际中的广泛作
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使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解决生活实际问
题。例如讲授乙烯的性质时，可以先提问学生：金黄色的香蕉是怎样来的呢？为什么在北方也可以吃到南方又香又甜的
香蕉？众所周知，香蕉成熟后有易腐烂的缺点，所以人们不能等到香蕉成熟了之后再采摘，而是在未成熟的情况下就采
收，然而生摘下来的香蕉又是怎么成熟的？如果有腐烂的苹果要马上从苹果袋里捡出来扔掉，否则其它的苹果也会很快
腐烂，这又是为什么？这样老师就会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接下来可以把学生分几个组进行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各
抒己见，最后老师总结并讲授化学原理。
总之，让生活走进化学，在生活中探索化学奥秘；让化学走向生活，在化学中感受生活。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紧贴学
生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经验，由学生主动探索，自主实践，有利于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思考实践能力及人文科学素养的
培养。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按照新课程理念要求，以关注学生终身发展为出发点，深入钻研教材，让学生真正成为课
堂的主人。

校本教研
浅谈信息技术与音乐课堂的有效融合
□舒城县千人桥小学  胡  霞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应用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多媒体课件对推动学生进一步展开丰富
的音乐想象起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加深对音乐的体验和理解，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美好的情操和健全的人格。可
见，提高信息技术应用与音乐课堂的有效融合尤显重要。
一、有助于加深情感体验，开阔视野
高中音乐教学，基本以欣赏为主，它包括器乐曲欣赏、声乐曲欣赏、戏曲欣赏等。在器乐曲欣赏中，又分为中国民族器
乐曲和西洋管弦乐曲、钢琴曲。在中国民族器乐曲中，又可细分为丝竹乐和吹打乐等多个乐种，仅器乐曲中，就涉及到
古今中外几十种乐器的不同音色。器乐曲如无文字说明，欣赏起来比较困难，且又具有模糊性、多义性，不同的人欣赏
同样一部器乐作品常常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课堂教学时，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音乐视频，通过视听结合直观地了解到
乐队演出时的规模阵容，不同乐器的造型结构及音色，还可以观看到指挥的方式，演唱（奏）者的动作表情及服装道具
等，从而加深对音乐所刻画形象的体会。例如：在教学《高山流水志家国》单元中的古琴曲《流水》时，我让学生先静
心聆听古琴演奏的《流水》，记住古琴深沉悠远的音色，再让学生观看浙江派古琴演奏家金蔚在G20峰会《最忆是杭州》
晚会上的演奏视频，激发学生进一步了解古琴的结构、演奏方法以及发展历史。最后再结合录制的动画微课——声情并
茂地讲述《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更是再次升华了学生对音乐作品的体验，这样，学生了解了我国民族传统乐器古
琴，还深层次地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艺术魅力，对“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典故也有了进一步了解。
二、有助于准确表达音乐形象，加深体验
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的示范显得尤为重要且必不可少，如范唱音乐主题、歌曲，示范演奏乐曲或者乐段等，老师的单
个示范是具体的，但这显然远远不够。以管弦乐曲《春节序曲》为例，老师一个人是不能把吹管乐、拉弦乐、弹拨乐、
打击乐的声部同时完整演奏的，所以乐曲欢腾、热烈而又优美的音乐情绪也不能完美表达出来。此时，我们通过运用多
媒体，播放下载（或录制）好的教学视频，就能轻易解决上述问题了，学生不仅能准确感知音乐表达的形象，更能加深
对音乐的情感体验。
三、有助于深化德育美育教育，陶冶情操
音乐是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学科，音乐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向学生渗透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是
教学最重要的的任务。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音乐知识，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和音乐创造能力的同时，必须有机
地融进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例如，同学们在欣赏并演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我的祖国》时，如果加以设计好的课
件（祖国大好河山图片和视频）和电影片段，效果会更好，学生最终会有深刻体会并明白，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使命，
他们自然就产生了更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
总之，信息技术辅助音乐课堂教学是优化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我们要巧妙地运用它，做到它与音乐课的高效
融合，这样不仅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投入到欣赏活动中，取得更多积极
的效果，从而使学生得到全面理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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