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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一见
浅谈信息技术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合肥市伦先小学  何凤林
运用信息技术进行音乐教学，可以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面对整个信息世界，为音乐课堂教学提供学习“媒介”，从而解
决学生们的学习困难。
一、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教学方法
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成为小学教学中的重要手段。使有些老师认为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形式
越丰富越好。
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内容为主，适当地结合信息技术。如学习管弦乐《海上风暴》时，教师可先询问学生们是否去过海
边，是否了解海上风暴。之后用多媒体，播放惊涛骇浪的海水、呼啸的狂风等。当学生们对海上风暴有直观感受后，再
去聆听《海上风暴》管弦乐。这时学生们才会在聆听时，有直观的感受。若只是凭老师的口头描述，没有画面直观展
现，很难让学生们感受海上风暴的威力。
二、以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为导向
信息技术要运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需要从学生们的学习需求出发，这样才能轻松教学。如在教学《大海摇篮》时，我
先让学生们看一段有关大海的视频，让学生们对大海美景有初步印象。再进行学习歌曲，这样教学过程就显得轻松许
多。但若要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所需，就需要教师和学生们多沟通，以及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使用信息技术，从而提
高教学效率。
三、丰富音乐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音乐的教学过程是一种复杂的信息交流活动。小学生们容易对形式新颖的事物产生好奇心理，而演示型的多媒体课
件可以把文字、图象等直观地展示出来。为学生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营造声像同步、能动能静的教学情景，从
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且小学生们的年龄特点决定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教
师可以使用信息技术，以此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
四、突出重点、分化难点，引导学生们积极参与
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将抽象的文字符号转化为形象的具体事物，使文字与客观事物建立联系，从而逐步解决问题。
《两只小象》讲述了两只小象相互来往的故事。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在教学中，可以
利用大屏幕播放大象和小象的动画，通过描述大象和小象的走路姿势（走路沉重，用四分音符表示；走路轻盈，用八分
音符表示；小象跑去找朋友时，用十六分音符表示）。让学生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课堂画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五、提高学生们欣赏美、想象美的能力
信息技术在音乐课上的应用，让相对单一静态的审美对象成为动态的审美对象。加快和加大美的信息速度和容量，使学
生们受到美的熏陶，提高他们欣赏美的能力。
要让学生们产生联想，则需要实践的帮助。如在教学《小动物唱歌》时，我用多媒体课件放映大森林的画面，营造出与
音乐相符的氛围。让学生们按照喜好，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之后课堂中的他们有的扮演在林中歌唱的小鸟；有的扮演
可爱的小猫……可以看出，实践不光有利于提高学生们欣赏美的能力，也有助于发展他们的创造美。
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小学音乐教学中，使信息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不光可以激发学生们学习音乐的热情，也为课堂间的
师生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让学生们处在愿意学习的状态中。

作文教学
高中作文教学切入角度浅探
□怀远县第三中学  郑  娥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写作能力则是衡量一个人语文综合能力的重要部分。如何对高中学生的写作能力进行教
学设计，成了一个难题。
一、从“看”中学 
作文的内容来源于生活，这就要求学生们必须对生活有体验。此时只有善于观察和感悟，才能有话可说。“看”不光指
我们要观察生活，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我指导学生们观察菊花时，先直观感受菊花的形状、颜色，再通过嗅觉、触
觉、味觉，分别感受它的花香、实体和在口中的味道。如果缺少感受，写出来的文章则会缺乏感染力。
二、从“听”中学
在写作训练中进行“听”的训练，能够帮助学生们体悟话语的深层含义，逐渐提高学生们的作文水平。
在教学中，要指导学生们会“听”。听身边的人讲故事，听广播新闻等。从一切可以获得信息的来源中寻找自己需要的
材料。从“听”中积累的材料运用到作文中，何愁我们的文章没有精彩呢？因此，要有效指导学生们用“听”的方式，
获取写作素材，写出的文章才会因别具风格而引人注目。
三、从“读”中学
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事实证明，阅读是增长知识的有效方法，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阅
读，吸取他人的思想精华，在需要时被激活，产生综合效应，从而成为自己的东西。
老师要指导学生们有选择地阅读。不仅要阅读教材，还要阅读课外书籍。不同的阅读内容要用不同的方法。阅读教材
时，要在课堂上帮助他们弄清文章立意和文章结构。阅读课外书籍时，可以让学生们自由阅读、背诵和摘抄。这不光增
强了学生们的词汇量，也鼓励了学生们阅读课外书籍，拓展知识面。
四、从“说”中学
由于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他们对事物的观察并不全面。但可以通过口语即兴表达的方式，指导学生们口述见闻、发表
意见等。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锻炼他们的思维敏捷性和条理性，对书面表达能力也有促进作用。
通过“说”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们观察、语言表达等相关能力。我在指导学生们进行习作时，充分发挥学生们“说”的
优势，让学生们在说的基础上再去写。这样，对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能力大有裨益。
五、从“想”中学
要想让学生们写出有深度、有力度的文章，就需要指导学生们对所看、所读进行细致揣摩。从“思”中悟，从“想”中
学。
要从训练学生们的思维着手，通过联想等方式培养学生们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加强发散思维训练，从而提高学生们
的作文素养。只有让学生们有了开阔的思路，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才能走出作文乏味苍白、泛泛而谈的怪圈，写出有深
度和力度的文章。
我们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中更应该重视整体训练，这样才能指导学生们写出内容充实、言之有物的精彩美文。

聚焦新课改
思维导图与语文阅读教学的美丽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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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义安区朱村中心小学  陈  慧
思维导图通常是将某一主题置于中央位置，主题的主干作为分支向四周放射，在每个分支上使用一个关键词，整个图看
上去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图。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有利于学生们语文水平的提升和思维品质的培养。
一、有利于增强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在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学生们会处在不断有新发现的状态，使学生们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鼓励和刺激学生们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如三年级上册《富饶的西沙群岛》中，开头写了西沙群岛的地理位置；中间写了西沙群岛海面、海
底、海滩和海岛的景色；结尾发出感叹。我引导学生们学习两个一级分支（开头和结尾），学习中间部分的两个二次级
分支（海面和海底）。剩下的海滩和海岛部分，让学生们按照课堂上的学习方式自学，之后进行汇报交流。通过交流，
我发现很多学生都能找到描写每一个景点的关键词，有的不光说出感受，甚至还能背诵。这样看来，思维导图不光给学
生们很多自主发挥的空间，也可以让学生们及时巩固所学内容。
二、有利于提高对知识的理解
在制作思维导图时，查找关键词和核心，可以帮助师生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因为思维导图能够直观且有层次地显示
出知识的组织结构和连接方式。写事的记叙文三个一级分支一般分为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利用这一特点，我指导
学生们理解课文。如三年级上册《陶罐和铁罐》一课，“起因”：铁罐奚落陶罐；“经过”：铁罐和陶罐之间的对话，
铁罐分支有关键词傲慢、轻蔑、恼怒、恼羞成怒；而陶罐分支的关键词有谦虚、争辩；“结果”：铁罐消失、陶罐成古
董等。用这样的方式教学，学生们在课堂上也能抓住关键词朗读、复述并背诵课文。思维导图不仅帮助学生们找到学习
阅读的方法，也为语文阅读教学插上了翅膀。
三、有利于形成对知识的整体认知
思维导图能使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出来，直观地展示各个关键的知识点，表现出各要点间的层次
和因果等。从而帮助学生们在头脑中建立清晰的知识结构，把握知识的整体情况。
《卡罗纳》是一篇略读课文，由于文章以描写人物为主，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们找出文中都有哪些人
物。根据找出来的人物，从外貌、语言等寻找知识点，归纳成典型事例。在绘制的过程中，选取关键词和连线画图，形
成整体思维。
四、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思维导图的制作既能帮助学生们理清文章隐含的思路，又可为学生们创设多元解读的开放空间，更好地记忆文本内容。
如《给永远比拿愉快》一文中，让他们围绕“栽花赏花”和“写信教子”说出心得体会。可按小组为单位在脑图中写出
“如果你是高尔基，你在看到花时你是什么心情。”通过学生们阐述自己在生活中给予别人的实例，从而让学生们明白
“给予比索要更快乐”的含义。
若使用思维导图来记忆，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如我们想记住“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句诗。我们可以把这些
古文当成故事，继而找出核心关键词，之后把这些关键词转化成图形，把这些故事画出来。当我们对照着故事去记忆，
反而不容易遗忘。
思维导图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图解工具，不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们的认知方式，也让学生们的思维更具有创造的特
质。

精彩课堂
浅谈小学语文课内阅读与学生快乐习作的整合
□天长市城南小学  陶开香
在小学语文的课堂阅读教学中，想让学生们得心应手地运用语言描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教师们需要有整合阅读资源、找
出隐藏的写作方法的慧眼，从而让学生们可以快乐习作。
教师应从语言文字入手，突出语言文字的运用。如教学《林冲棒打洪教头》一文时，学生们感受林冲的人物形象后，让
他们围绕“作者是通过哪些方法让我们看到林冲沉稳和武艺高强。”进行讨论交流。通过讨论交流从而得到作者想要隐
藏的写作秘密：一是抓住人物的外貌、语言等突出人物的特点；二是采用对比方法，凸显人物形象；三是通过观众反
应，烘托场面的气氛。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会关注文本写了什么，也会关注课文是怎么写的。长此以往，学生们语言
表达能力将会得到提高。
一、阅读教学时注重仿写训练
仿写不仅是内容的仿写，它的表达方法、优美文字的积累也是仿写的一部分。因此在课堂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整理出相
同构段方式、写作手法的单元文本进行仿写训练。如学完《北大荒的秋天》一课后，让学生们围绕“原野是热闹非凡
的”中心句，进行总分结构的仿写训练。通过阅读和仿写，让孩子们把知识转化为技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教师应引导学生们充分诵读，从而加深学生们对语言文字美感的品味。如《第一朵杏花》中“阳光下的杏树，捧出了第
一朵盛开的杏花。多么美丽的杏花啊！”让学生们用“捧出”仿写。如“阳光下的桃树，捧出了第一朵盛开的桃花。多
么美丽的桃花啊！” 教师可以通过这样的训练，让学生们感觉自己也能写出这样形象生动的句子。再引导他们坚持课外
阅读和尝试仿写，慢慢的学生们就不觉得作文难写了。
二、阅读教学时观照生活适时迁移训练
生活即文章。如《荷花》中“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
似的。”这种先总的介绍，再分别描写荷花的各种姿态，对于小学生们有很强的示范性。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在反复朗读
和背诵的基础上，谈谈读后感。也可以请学生们来当小作家，观察自己喜欢的花，观察花瓣、花蕾、颜色、味道等。以
“xx花盛开了，多么美丽呀！”为中心句，进行具体描写。这样学生们也能用优美的语言形象地刻画大千世界里各种美
丽的花儿。
三、阅读教学时通过文本补白进行读写训练
小学语文课本中不少课文留有空白，而补白式的训练作为一种阅读教学技巧，可使教学内容更加完整，让学生们更好地
走进文本，体悟情感。学生们进行补白练习，不仅会丰富学生们的情感，也会激发学生们快乐作文的兴趣。如童话故事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通过沙漠旅行，小骆驼了解了自己的脚掌、睫毛、驼峰的作用。这时教师可以根据这个进行
补白式续编故事。
总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路径就是语文课堂阅读教学。若将课堂阅读教学和作文
教学合理运用语文课程文本中，作文将再也不是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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