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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响三至六岁幼儿分享行为的因素
□合肥市南岗幼儿园  杨  慧
幼儿分享行为是幼儿亲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体现。发展幼儿分享行为，则要对影响分享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但激发幼
儿产生分享行为的动机有很多，当然，要根据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幼儿年龄段及认知水平
个体身心发展在不同年龄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3-6岁阶段的幼儿，心理发展处在以自我为中心阶段。往往按照自己
的认识去理解事物和具体实施。在对社会行为有一定认知的前提下，往往能做出正确的分享判断。如：当感知自己拥有
而同伴没有时，同伴可能会伤心，而意识到自己的分享行为会获得同伴好感。
二、社会环境与教养方式
教育环境与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思维与行动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的成长需要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每学期幼儿园都会通过召开家长会、亲子活动、分享日活动等向家长传达先进的育儿知识和方法，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形式向幼儿传授正确的社会理念，帮助幼儿养成分享行为，为幼儿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化发展提供助力。
三、同伴关系
幼儿与交往对象的亲密关系影响幼儿的分享行为。幼儿会因和他人交往时间的不断增长，逐渐和他人建立稳定的互惠关
系和深厚友谊。在互惠性强的同伴关系中分享行为利己的动机高于利他动机，在互惠性弱的同伴关系中分享行为大多出
自遵守社会规则与权威的动机，与利己还是利他无关。
四、分享物属性与数量
小班幼儿的分享行为主要受教师或家长影响。中大班幼儿更关注偶得物，认为这些物品来之不易，需要好好珍藏。分享
物的数量影响幼儿分享行为，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当分享物较多时，幼儿只关注手中物品，对多余物品就会 “慷
慨”分享；二是当分享物匮乏时，幼儿需要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决定是否分享。三是当分享物数量与幼儿人数相同时，
更倾向“平均分”。
五、言语水平、社会交往技能
语言能让幼儿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沟通分享。尤其进入大班后，幼儿的分享物不仅局限在物品上，更有情感上的。社会
交往技能也是影响幼儿分享行为的一大因素。如果幼儿用争抢等方式强制获得所需物品，则会引发同伴反感。
通过对影响幼儿分享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则应以此为依据对幼儿提出适当要求，通过外界强化和心理内化，促进幼儿
分享行为发展，加速社会化进程。

教 学实 践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
□东至县洋湖镇中心学校  江资文
核心素养是目前国内基础教育的一大热点，但要真正实现核心素养所提出的各项目标，还需落实到各个学科课程。语文
学科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们的文格与人格。文格指在语文课程中，学生们应掌握基础的语言与文化常识。在能力上需
掌握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和初步审美能力。人格则以价值观为导向，培养思想健康、人格健全、品
行健美的人。
核心素养强调个人终身发展。但核心素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后天习得的长期过程。这就需要教师精选教学内
容，优化教学方式，从而提高学生们的核心素养。
一、知识的更新
教学内容不仅是教材编写者的责任，同时也需要每个一线教师的主动选择与重构。课堂中，教学内容要适时融入新素
材，可以是名家新作也可以是互联网上口碑较好的文章。除了统一教材外，还应拓展学生们的知识储备与兴趣范围，丰
富学生们的兴趣点，让他们在心智成长的关键期产生强烈认同感。现如今很多教师存在的问题是备课内容每年都大致相
同，解读往往不出参考书的范围，这一陈旧之举显然无益于学生们语文知识的增长。
二、能力的提升
如今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及初步审美能力这四项能力不光关乎学生们“学什么”，更关乎教师如何
教的问题。
培养学生们的语言理解能力，首先就是培养学生们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没有掷地有声的实行措施，永远就只能是空
谈。如学校可以将课外阅读放置在课堂上，规范阅读统一性。可在每周开设一到两节专门名著阅读课，由老师选择著
作，并让每个学生在阅读完一部名著后上交一篇读书报告等方式。
培养学生们语言运用能力的前提是将基础知识的地基打牢。学生们应先将最基本的拼音、生字学好，再逐步学习语言结
构。小学期间正是学生们好奇心泛滥的阶段，如果在此时期学生们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好，那很有可能与今后的职业挂
钩。所以老师要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才能。
任何一种知识或能力的习得都需要思维能力作为基础。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是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教会学生们如何
思考，引导学生们的思考方向，开拓学生们的思考范围。整个过程中，老师要引导他们在惯常的思路之外寻找可能性。
思维能力是通过长期训练形成的，且穿插于听说读写各项训练中，因此教师要利用一切机会去锻炼学生们的思维。
语文的教学任务是在课堂中引导学生们感受和鉴赏语言文字的美。除去将学生们带入文本，还可教他们一些基本的鉴赏
方法，学习教材上的古诗。如从“赏内容”“赏意象”“赏意境”“赏手法”“赏语言”这些角度去剖析古诗词。当
然，课外也可有选择性地让学生们进行赏析，这样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诗中真意。
三、人格的塑造
树立健全人格最基本的做法是在教学中从价值观角度解读好每一个文本，引导学生们形成健康的人生态度。此外，还可
开展户外教学活动，有秩序地带领学生们参观博物馆、文学馆等，使学生们切身感受人文精神。互联网时代使信息传递
迅速，教师要懂得利用这一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是主要的引导人，要以规范的言行与高尚的品德去感染学生们。
综上，无论是知识的传授或能力的培养，还是要提高语言理解能力或语言运用能力，都是构成语文教育的共同体。核心
素养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系统的过程，而目前最需要的是将其细化到可操作的实践当中。

识 字教 学
让低年级识字教学更有趣更有效
□临泉县城关顺河街小学  范皓月
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学习语言、发展思维、陶冶情操是它的任务。《语文课程标准》中虽对小学低段识字有要求，但
识字教学本身是乏味的事，再加上低年级学生们独特的心理特点，使得语文识字课堂有些单调沉闷。该如何让我们的识
字课堂充满快乐呢？
一、激发兴趣，自主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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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学习最大特点就是注意力集中时间短，也容易转移。只有精心创设一切可调动、维系孩子积极性的条件，才能不
断激发孩子识字、学词的兴趣。
猜字谜。学习《找春天》一课时，我让学生们猜：八个兄弟同赏月——（脱）是什么字？学习“明”可编“太阳西边
下，月儿东边挂”。这样不仅学生记住了字形，也激发了兴趣，使得主动参与编字谜游戏。如“要一半，扔一半——（
奶）；“兔子缺尾巴——（免）”等。当学生们在编字谜时，思维进入一种积极的状态，何愁记不住这些字呢？
编儿歌。我们可以根据汉字的组合特点编一些好记易背的儿歌。如“心”可以编：“用心来感受，用心来编织，有爱有
心写出来”。学生们把顺口溜记住了，字也就认识了。
摇身一变你还认识“我”？利用“加一加”、“减一减”等方法，变幻出新字。如学习“禾、冒、先”等字后，请学生
们加偏旁识记“季、帽、选”字。学习了“按、笨、渡”后请学生们减偏旁来识记……学生既巩固了旧字又认了新字。
利用远程教育资源，调动多种感官。“远程教育资源”中的图片、文字、声音、动画等能为学生们创设生动有趣的识字
情境，激发多种感官有效参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们观看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字。如“
鸟”“网”“兔”“龟”“朋”等字的教学，可由实物图到象形字，再到现代汉字简化字，逐渐演变的动画形式，让学
生们产生神秘感，调动学生们的多种感官。
二、课外识字，形式多样 
只有调动学生们的识字愿望，让学生们学会独立识字的本领，体会成功的快乐后，才能让兴趣持之以恒。自主识字就是
让学生们自由选择愿意识记的字，自由选择方法记忆。如在识字教学中，我会让学生们说说，这些字中哪些是你认识
的。当学生们说出来后，会及时鼓励，并问他是如何认识的。这时学生们会说出各种答案：“我是在阅读课外读物中认
识的”“我是在看电视时认识的”等。当然我也会及时鼓励，让学生们听了，获得成功的愉悦，增强自主识字的自信
心，自主阅读课外读物的积极性也会随之高涨。
三、在快乐中探索识字创新
教师的最大快乐是培养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记得学习《语文园地四》时，我正给学生们讲解如何区别“泡、饱、
跑、炮”等字时，学生们没等我说完都忙举手发表自己的方法。有个学生说：“老师你看，有水才能‘泡茶’；有饭才
能‘吃饱 ’。”听完后，我不禁鼓掌。学生理解出乎了我的预料。后来在这个学生的带动下，我们举行了编故事比赛，
并且把这几个字都用了进去。
科学研究表明：学生年龄越小，语言发展能力越强。因此，低年级阅读教学中语言文字训练水平的高低，关乎学生一生
的语言能力。运用多种教育教学方式，构建愉快识字教学，让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开展识字教学的真谛。

教 学研 究
浅谈多媒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怀宁县马庙镇马井小学  方  平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学会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悦耳、悦
目、悦心的情境，从而让学生们在学习中有所收获。
一、化静为动，激发兴趣
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图文声并茂，向学生们提供形象生动的动感画面、悦耳动听的音乐背景，把学生们带进愉悦的学习
环境。以此拨动学生们的心弦，使学生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学习。所以，在教学中，是否能很好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
趣，尤为重要。
一年级的识字教学是枯燥乏味的，如果没有好方法，学生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所学知识。所以我用电脑制作了PPT，将
静止不动的汉字制成学生们感兴趣的水果——苹果形状。并将它们全部放到一棵茂盛的苹果树上，配上优美的音乐。当
学生们看到苹果树上挂满了许多带有汉字的苹果时，都手舞足蹈起来。我也高兴说道：“树上的苹果宝宝都成熟了，现
在它们正在等着同学们去把它们摘下来呢！谁愿意第一个尝试一下？”学生们都迫不及待地举起自己的手……识字教学
的任务就这样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完成了。
二、有声有色，入情入境
多媒体教学是集“声、色、画、乐”于一体的教学，它的画面色彩丰富，更能让学生们入情入境。如《普罗米修斯的故
事》中“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类伟大的朋友，这个曾经把火带给人类……决不对自己做过的事说一句懊悔的话。”我先用
课件播放文中普罗米修斯被绑在石柱上的视频，并配上背景音乐，要求学生们跟着音乐朗读此段。当屏幕上出现普罗米
修斯被旁边的老鹰啄食时，学生们的身体似乎也被啄到了，发出痛苦的声音，与文中的主人翁产生共鸣。而这一切都得
归功于多媒体，是它让学生们感同身受，更好地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
三、联系生活，拓展空间
对于语文老师来说，要把教科书上对儿童发展有益的内容，扩展到学生的整个生活空间，甚至是社会生活中，这无疑是
一个挑战。如教学《劳动的开端》一文时，对书上所说的“红肿的肩头跟滚水烫过一样疼，腿上的伤口不住流血，我只
好挑着两只空筐回到家里。”这句话，我让学生们想自己在生活中不小心被开水烫到或锅里的油星溅到时的感受。学生
们很快便能想象出：被开水烫过的疼痛和腿上还不住地流血对于一个12岁的“我”来说是多大的痛苦！
四、凸显主体，优化课堂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语文教学过于注重老师课堂上的讲解，导致课堂变成了“填鸭式”教育。这对于学生们学习积极
性、主人翁意识的培养十分不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而多媒体的运用，能很好地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
性，并让他们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实现语文课堂的高效性。如教学《阅读大地的徐霞客》时，由于学生们对于徐
霞客所生活的年代不了解，加上课文中文字的抽象描述，很难想象出徐霞客当时的艰辛。于是，我搜寻到一些有关徐霞
客翻千山、涉万水的图片和简介，让学生们通过先观看，再互相讨论的形式体会徐霞客勇于探索，求真求实的精神。在
不知不觉中就将课堂交给了学生们，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很好地运用多媒体，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还对于优化课堂，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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