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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从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贯彻习近平扶贫思想
□宣城市教育体育局  阚有林  王  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致富摆到了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
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做出了重大贡
献。
习近平扶贫思想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蕴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来分析解决问题。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把实事求是贯穿到治国
理政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确保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尽快实现稳定脱贫目标的战略高度，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
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心系民生，心系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追求。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
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贫困问题的产生是并非仅贫困个体自身的原因，也与资源的
拥有和利用、社会制度安排等相关。这就要求我们，要用整体的角度去看待贫困和反贫困，
既要从贫困者自身角度提出扶贫方案，也要看到贫困对社会发展全局的影响，将扶贫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统筹安排，形成整体联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要抓好统
筹，做好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筹备、考核评价、总体运筹等工作。省级要负起总责，
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工作。市（地）县要抓好落
实，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各级党委和组织部
门要注意从扶贫开发工作一线考验干部，把干部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作出的实绩作为选拔使用
干部的重要依据。”
四是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两点论”是指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
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能忽视
次要方面。重点论强调分析和解决矛盾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眉毛胡
子一把抓”。习近平指出：“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
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
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不仅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使我国能够如期
实现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同时也适应了世界反贫困发展的实际要求，为世界反贫困进程的
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聚焦新课改
数学课堂“尝试与展示”环节组织策略初探
□和县乌江镇中心小学  颜攀科
2011版新课标指出：“数学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认真听
讲、积极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都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应当有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 “尝试与展
示”环节的提出就是对这些重要学习方式的整合与回应。如何组织与实施，笔者认为应精选
好尝试内容点，分层设计好尝试任务，适度指导尝试方法。在展示环节要创设良好的展示环
境，选取典型的展示素材，处理好解析到评析的过程。
“尝”：意思为趟一趟问题的难易。“试”：测一测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有效。“尝试”：
就是对问题的一种尝试摸索活动，收集关于问题的难易度及解决问题方法的有效性信息，达
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展”：就是舒展、展开，还是从阐述、大规模地进行等多种含义。“示”：把东西拿出来
或指出来给大家看。“展示”：把内容展开来，通过眼睛、耳朵等知觉感受，实现预先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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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这么一个过程。
尝试是人们学习的一种方式，真正的学习都是这么带有个人尝试的学习。
一、尝试环节的组织策略
1.由细碎到统领——精选尝试内容点
尝试前要精选恰当的尝试内容点，要整合一些细碎的问题为统领性、开放性、探究性的问
题，对尝试内容的选择要突出一个“精”字。
2.由规定到规划——分层设计尝试任务
尝试任务的设计需要教师课前做好规划，当尝试任务超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时，可通过不同
层次的分别尝试，将知识串成一条线，从而有效地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体现了知识的循序
性。
3.由无意到有意——适度指导尝试方法
在尝试活动中，除了尝试任务的目标导向外，有时也需要教师给予一定的方法及策略的指
导，变无意识地尝试为有意识地尝试。
二、展示环节的组织策略
1.创设良好的展示环境
美国的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成功的教学往往依赖于师生之间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关系，依
赖于课堂上和谐愉悦的气氛。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勇敢地展示、快乐地展
示，这是课堂展示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保证。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积极的评价帮助学生竖
立“参与无错”的思想，鼓励学生大胆展示。
2.选取典型素材
选取典型素材、找准落点，有结构地展示，这关系到课堂展示的基调和方向。学生在尝试时
能够生成多种不同素材，此时教师应巡视整个课堂，选取典型有价值的素材。
3.处理好解析到评析
在解析与评析阶段，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认真倾听，展示要顾及每个层次的学生，要处理好
主讲与主持、互动与联动、他评与自评的关系，不能把课堂变成某些优等生的天地。要给予
更多学生充分的展示空间。让学生成为“主演”展示和点评都由学生“表演”，教师作“壁
上观”要退居二线，只当导演。
学生因为尝试而更加智慧，课堂因为展示而越发出彩。新的课堂教学期待着教学观念的更
新，期待着生命的活力。所以我们要把宝贵的尝试与展示的机会交给学生，让他们在自己的
课堂上主动地学习，共同去探究，促使他们的思维碰撞、飞扬，灵感启迪迸发。

校本研究
浅谈低年级写话教学
□东至县洋湖镇中心学校  周时健
叶圣陶先生说：“生活犹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
不竭。”因此，要想学生们能将写话写好，需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入手，培养
学生对事物敏锐的感受力尤其重要。
一、观察——铺好写作的基石
在学习小学一年级下册《雨点》一课时，我就带学生们到田野好好体会一下春雨的清新。由
文中雨点落入池塘、小溪、江河、海洋里不同的特征延伸到生活中：“春天的小雨点落到其
他地方，会有什么变化呢？”由于学生事先的观察，他们一下子就想到了青草、花朵、操场
等其他地方。文本中的句式并不繁琐，学生模仿文本的句式写了很多佳句“雨点落到草地
里，在青草上滑滑梯；雨点落到花丛里，在花朵上跳舞；雨点落到操场上，在操场上睡觉；
雨点落到小朋友的脸蛋上，在小脸上挠痒痒。”学生通过细致的观察，贴近了生活，为习作
铺好了基石。
由此可见，只要认真观察，四季皆可为文章。
二、体验——张扬个性的舞台
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观察体验，利用已有的能力和方法张扬个性，才能写出有真情、有个性、
有创意的习作。教师要让学生用眼去识别，用耳去聆听，用手去操作，调动多种感官用心感
受，同时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和体会。
在进行苏教版二年级有一个写话以小动物为题的练笔时，我给了学生一个星期的时间，让学
生除了在生活中认真观察小动物的外形和动作等特点外，还要他们了解小动物们的生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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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尝试着与小动物们相处，要了解小动物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它们与人之间有哪些有
趣的故事。在写话时，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表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
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星期后，一篇篇有个性的习作就诞生了，有《谢谢你给了我快乐》
《蝙蝠风波》《蚂蚁军团》等。这些习作语句通顺，构思奇妙，个性鲜明，生动有趣。
三、积累——写作成功的源泉
成功离不开积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房间里有很多奇怪的装饰——就是无处不在的一些
小纸片，每张纸片上都记录美妙的词汇。正是这种对语言和素材的不断积累，才能在写作时
得心应手。
在指导学生积累“日思夜想”这个词语时的情景：原句“望着高耸入云的华山，想到就要跟
日思夜想的妈妈见面了，沉香心里无比激动”。有学生模仿原句写了这样一句话：“要过年
了，想到马上就要跟日思夜想在外打工的妈妈见面了，我的心里无比激动。”我觉得学生就
运用得很好，学在于用，学生能用所学的知识，这就是一个进步。
总之，低年级写话教学应该在生活中扎根，让学生自己去观察、体验和积累自己最感兴趣的
素材，从而触发学生写话的激情，让学生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想法。只有这样，
这股活水才能真正流进学生的心田，学生才能写出富有个性的充满真情实感的习作来。

学科一见
如何让小学生成长为作文小“创客”
□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周永峰  尹梅存
创客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以积极向上、创新思维去发现问题并努力找到解决方案，与他人
积极互动分享的群体。“创客”的关键在“创”字，就是要学会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
题。如果将此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作一些适当尝试，是否可以激发学生思维潜在的创新求异
性？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将此理念迁移到作文教学过程中，就如何让学生成为作文“小创
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首先，作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让写作“有米可炊”。
曹文轩曾说：“未经凝视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在小学作文教学中观察是基础，表达是目
的，而思维是核心。观察是认识事物、积累写作素材的重要方法。对于作者来说，不能用心
去看世界就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好文章。作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培
养学生观察能力；要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激发他们认真观察长期坚持，成为有米可炊“小
创客”。
其次，作文教学中要“无中生有”，培养学生“慢”想象力。
写作需要想象，如何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让他们插上思维的翅膀？我们用的方法叫“无中生
有”。如写《暑假有意义的一件事》，一个学生写道：暑假里的一天，我到姥姥家做客，姥
姥带我到菜园里摘黄瓜，一大片黄瓜地，架上挂满了带刺的黄瓜，我摘了一个咬了一口很
脆。把这篇作文当堂通读后，我设计了“四问”。第一问：既然去乡下姥姥家，我们能不能
先不进菜园，乡下景色怎么样？第二问：菜园里可以看到哪些蔬菜？第三问：黄瓜叶、藤、
瓜长什么样？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第四问：黄瓜什么口感味道，大家自己尝尝。通过这四
问，师生共议，充分调动学生想象思维，纵向“慢”发展，沿着思绪边慢走边想象，用虚构
想象方法让一篇“小”作文从短到长，从“无”到“有”，从而解决了内容具体的问题，让
学生成为有话可写的作文“小创客”。
最后，作文教学中要善于“折腾”，以培养学生“异”想象力。
怎样让学生把作文内容拉“长”还不失精彩？我的方法就是“折腾”！比如，一个学生日记
中写道：一天，我家跑进一只老鼠，被我发现，吓得大叫，爸妈知道后齐心协力历经辛苦，
终于把它打死了。我使用以求异思维帮助学生打开想象：老鼠最狡猾是不会轻易让你打死
的，那它会跑到哪里，又会躲在哪里？追老鼠的人——爸爸、妈妈、我长什么样？当时是怎
么打的？当然，还可以讨论用不同的“武器”去打，比如：鞋子、拖把、棍子……经过如此
一“折腾”，一篇惊心动魄的精彩“灭鼠大战”就大功告成了！
由此可见，学生作文之所以无话可说，内容短小，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采用回答问题的方
式，把结果、看法、感受直接就写出来了，他们思维的过程统统在不知觉的写作中悄悄地丢
下了，以“结果”的方式呈现在了作文了。因此，教师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让学生先“吃
掉”黄瓜，一定不让他们一下子就把老鼠“打死”，要引导学生把思维朝着纵向横向突破、
细化，去一步一步慢慢地呈现出来，“无中生有”“一路折腾”，作文才会出彩。这样，学
生作文才会打开思路，让学生成为作文的主人，成为作文的“小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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