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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一见
洗尽浮华——小学生作文要“真”
□和县历阳镇第四小学   唐玉英
小学生往往容易忽略身边事，觉得作文“无事可写”，抄袭、拼凑、胡编乱造比比皆是。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该如何引
导？
一、观察——“真”之“躬行”
小学生生活范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又很容易造成学生感悟上的迟钝和麻木，这就需要教师引导他们带着乐趣去观察：
“早晨下了一场雨，你们发现花坛里的花草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了吗？”只有教师有意识引导他们用明亮的眼睛去欣赏大
自然中的花草树木；用灵敏的耳朵去体味夏雨的热烈……长期以往，学生就能慢慢形成观察的意识，从生活中掘取大量
的信息，从而充实自己的写作题库。
培养学生观察的能力。观察生活要尽量做到准确、细致。如：烈日炎炎下人们是怎么走路的？狂风暴雨中人们又是怎么
走的？作文要写得真实，观察必须准确。作文要写得具体，观察必须细致。
观察生活要善于抓住特点。我们描写一个人，要注意观察他说话、走路、读书等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让大家一读你的
作文立刻就能知道是谁，不致于与其他人混淆。只有通过耐心细致地观察，作文才能真实、形象而生动。
观察还要与思考相结合。我们人，因经历认识、爱好有别，即使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看法。只有学会由表
及里地认识，由此及彼地联想，写出来的文章才有深度、有真情。
二、积累——“真”之“活水”
在生活中积累。学生记日记的目的除了锤炼语言文字，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写作素材的收集和积累。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凭着自己的喜好，在平凡繁杂的生活中，记录下值得留存的内容，为日后的作文创作奠定材料基础。如：写作《第一
次》，很多学生迅速在日记本中搜索，第一次洗碗、第一次在国旗下讲话……将日记稍加整理，就是充满真情实感质量
上乘的作文。
在阅读中积累。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多提供时间让学生享受阅读。好的句段要熟读成诵，内化吸收。谋篇布局、修辞方
法要仔细品味、用心揣摩，在读、仿、练中不断提高写作能力。
写作是阅读的结果。课外书中有数不清的故事，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以及人生感悟。这些都能使学生大获益处。因
此，教师要根据不同学段，为学生推荐适合的读物，引导学生多读、精读，及时记录读书感受，到写作时信手拈来，为
其所用。
三、评价——“真”之“明月”
教师对学生作文的评价直接影响学生作文的方向和兴趣，要小心呵护学生在写作时表达真情实感的意识。教师还应加强
作文评价的感情交流，有对学生内心感情的理解、沟通和引导。如：一学生在作文中写道“下雪啦，这么大的雪估计要
放假了吧，我要在床上睡一整天！”教师的评语写到：“放假，我也很开心呀！不过，光睡觉有什么意思，我要好好欣
赏这美丽的雪景呢！”既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肯定了学生的真情流露，又对学生的具体行为有了一定的指导。同样
的，学生在作文互评时，教师也应该注意引导学生对同伴作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
学生乐于、敢于、善于表达真情实感。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只有指导学生用心感受生活、加强阅读、注意积累，才能写出“真”作文。

聚焦新课改
让实践走进数学课堂
□铜陵县朱村中心小学   张世萍
在当前的数学教学中，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意识，使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与应用的过程中对所学知
识形成深刻理解。当学生理解数学知识的同时，又能主动从数学角度探索其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时，他们将受用终身。
一、 从生活实际中引入所要学习的数学知识
数学来源于生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的数学素材，从学生生活中引出数学知识，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
识就在自己身边，自己的生活实际与数学知识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
如：教学“圆的认识”时，教师是这样导入的：“在生活中，你们见到过哪些物体上有圆？”学生举了很多例子：圆桌
的桌面是圆的，一元钱硬币的面是圆的……教师又问：“车轮为什么要做成圆的而不做成方的和椭圆的？”学生答：“
做成方的和椭圆的车轮滚动起来就不平稳。”“为什么呢？”教师的追问令学生难以用学过的知识做出准确回答。就此
引入新课，学生带着寻求问题答案的心情进入了新课的学习。
教师要善于把抽象的数学问题转化为学生熟知的日常生活现象，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背景出发，使学生看到所学的
数学知识就是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数学，从而对数学产生亲切感，达到在数学教学中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
二、把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
教师不仅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的数学素材，而且要善于把课堂中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把数学问题生活化，促
进学生对知识更深层的理解。
如：在教授“圆的认识”后，教师用计算机展示这样一个活动情境：学生站成一横排玩投沙包的游戏。教师问：“这样
站你们有什么想法？”学生说：“这样站队不公平。”“怎样站队才公平？”学生用刚学的同圆半径相等的知识说出应
该围着投沙包的目标站成一个圆，或固定好投包的站立点排成纵队，一个人投完后下边的人再依次投，这样距离相同才
保证了竞赛的公平性。
数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体现了数学问题生活化，体现了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逐步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轻松学
习数学。
数学教学要达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向实践。学生的数学能
力不仅在于他们掌握数学知识的多少，而看他们能否把所学的数学知识、思维方式迁移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形成学习新
知识的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为此，教师不仅要注意从生活中引入数学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达到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创新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

特别推荐
浅谈如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枞阳县枞阳小学    刘丽娟
教育的过程是共同促进和提高的过程，而师生关系是学校一切活动的前提条件，贯穿整个教育教学过程，这直接关系到
教育教学效果。关系到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以及学生健康成长。教育的艺术首先是爱的艺术，没有对学生人格的尊重
和内心世界的理解，就谈不上真正的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果师生关系处于平等、信任、理解的状态，那么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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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营造的教育氛围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一、赏识学生
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长处，对学生每一点进步都应表现出由衷赞美。然而，在应试教育压力下，尴尬与无奈的是：在学
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一般很被动，课堂之内多不如人，他们经常听到的是教师的批评、家长的责骂。难道他们是不合格的
学生吗？不！我们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在各行各业杰出的人并不都是在学校表现最优秀的学生。这值得我们反思。
教师应该尽力去赏识每个学生的特长，深入挖掘，大力开发。其实，教育的奥秘就在于给学生信心，教师的期待和赏识
正是开启学生潜能之门的金钥匙。教师应充分发挥期待和赏识的积极作用，不能仅以分数评价学生好坏，换一种眼光，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二、热爱并尊重学生
实践告诉我：爱学生就要全面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生活。要做到真正尊重学生。只有尊重并与之平等相处，学生才会
有言敢发，有话敢讲。只有真正做到用真情去拨动学生心灵的琴弦，才能达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情理相济的目的。
教师对学生热情关怀，也是学生形成对学习积极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教师要改善自我，在了解学生的同时，也
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从心理上接纳，从心底产生敬佩，师生关系才会和谐融洽。
三、放下架子，亲近学生
作为一名小学班主任，我不能忽视两个事实：一是我所教育的对象他们爱玩，活泼好动；二是如今既注重全面发展，更
注重个性发展。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份是学生的服务者，学习的引导者和兴趣的激发者。因此，我放下教师架子，走出
办公室，融入学生中，尽可能帮助学生，辅导成立兴趣实践小组，培养他们动手能力。教师只有真正掌握了学生在做什
么，想什么，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
作为一名教师，我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这条“和谐”之路铺上一块小小的“基石”！

校本研究
浅议如何在小语教学中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
□舒城县实验小学    王世权
小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语文课堂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性格、年龄、生理等特
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再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对学生进行熏陶教育，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感
染。
一、充分发挥教师人格魅力的影响作用
教师是个特殊的职业，每时每刻的言行举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所以教师要努力成为学生的榜样，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做到率先垂范，做好学生的榜样。
二、充分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
课堂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的主要场所，但因学生正处于形象思维为主的阶段，往往自我控制能力不强，注意
力易分散。如果在课堂上对他们进行空洞的说教，不仅无法起到道德洗礼、价值观培育的作用，还会令学生产生排斥心
理。这就要求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设计新颖的教学结构，采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吸引学生注意
力。教材是进行语文教学、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这就要求教师以独特视角，挖掘出教材中体现价值观
的教育资源，结合教学实际，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
以教材中的光辉形象为例，进行人格教育。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美好的。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
这一特点，在教学中让他们发现材料中的美，再加以引导教育。如：在教学苏教版《谈礼貌》一文中，文中通过岳飞问
路、周总理慰民来说明道理，使学生明白礼貌待人、使用礼貌用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恰当地使用礼貌语言，
能使人与人间的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美好。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情感得到了熏陶，思想获得了启迪。
充分利用教材中真善美教育因素，进行情感教育。其实，教材中能充分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素材不胜枚举。这就要求教师
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有心挖掘、细心整理，对课堂上的生成要加强重视和引导，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使教
材成为能够感染学生、打动学生、教育学生的资源，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如：在学习《金钱的魔力》一文时，教师就
要在让学生对人性弱点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加大对学生人性优点的认识和体验，使学生远离人性的丑恶。
三、从代表性人物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教材中，表现人物的课文较为多见，而通常这些课文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及所表达的情感往往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学
生。因此，教师应善于利用现有教材中的相关代表性人物，在为学生讲授课文知识的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
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
如：在《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中，谈到彭德怀与饲养员及战士们关于对大黑骡子“杀”和“不杀”的分歧。“杀”
是因为彭德怀眼看战士们因饥饿昏倒在地，为了多一个人走出草地，他决定杀；“不杀”是因为大黑骡子立过战功，还
因是彭德怀的坐骑，需要大黑骡子带战士们走出草地。通过彭德怀的语言、神态和动作可见当时他内心的痛苦。使学生
们明白彭德怀为什么不顾战士的劝阻，忍痛下令杀了自己最喜爱的大黑骡子等牲口充饥的事，体现出彭德怀与战士们同
甘共苦的精神。在此过程中，教师要予以耐心指导，使全体学生深刻感受文中人物的精神境界，使其受到高尚品德的熏
陶，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到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重要性。
四、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诚
信为本等，都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一定要在教授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不断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变换教学方式。在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同时，结合时代特点，发扬光大。
总之，作为教师要在学生世界观、价值观、理想观、人生观还没成型之际，以小学语文课堂为教育阵地，不断加强对学
生的思想教育，使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自身素养，成为保家卫国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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