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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研究
以“趣”促学 提高小学语文学习的效率
□蒙城县城关镇第七小学  郭庆春
研究表明，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只有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形成强大
的推动作用，积极探究，学习新知。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是向40分钟要质量的关键之
一，更是执行“双减”政策的具体做法之一。如果学生对学习语文有兴趣，不仅可以让学生
快速有效地掌握知识，更能让他们学而不累。所以，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导语的设
置，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教学内容上，精心策划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大胆地想象；在教学
过程中，教学形式多样，让课堂充满新鲜感，来延伸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学生乐学。引
发学生学习兴趣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手段来诱发学生的思维，让他们动脑、动口、动
手，使学习兴趣得到保持乃至高涨，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一、巧用导语  激发学生求知欲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发内在的学习动机，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导
语新颖，不千篇一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引入最佳的学习
状态中去。因此，我每堂课都尽量设计能吸引学生，抓住学生心理的导语。如在教学《桂林
山水》一文时，我问学生：“暑假你们出去旅游了吗？都到哪些地方去啦？”一提起旅游，
学生们的精神一下子提起来了，抢着介绍自己假期去过的地方，有的介绍得绘声绘色，仿佛
故地重游。等学生说完后，我说：“你们去过的地方真不少，但广西的桂林都没有去过吧？
今天，我们就跟着陈淼先生一起到享有‘甲天下’盛誉的桂林去旅游，感受一下那里的美丽
风光。”学生个个情趣盎然，迫不及待地打开书，听着配音课文朗读，看着书上的插图，如
痴如醉，似乎真的荡舟漓江上了。
教师在教学前精心备课，利用学生的心理特点，可以讲简短的故事，来个小小的竞赛，推心
置腹的谈话，猜谜语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内在的学习动机去导入新课，来达到培养
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目的。
二、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引导学生想象力
在一节课中，教师结合课文，经常提出一些能够唤起丰富想象的问题，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
膀，就能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在教学《新型玻
璃》一文时，我问学生：“这些玻璃好不好？你还想发明什么样的玻璃？最好能说说它的特
征和用途。”沉静几分钟后，教室里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好心情玻璃”“吸灰吸烟玻璃”
“水果味玻璃”“催眠玻璃”“动画片玻璃”“静音玻璃”……真是奇思妙想。这不仅发展
了学生的想象力，更培养了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思想，使语文教学由教室这个小
课堂向生活这个大课堂延伸。特别是一年级学生，他们从家庭、幼儿园来到学校，学习成为
他们的主要活动，要使他们从玩耍、游戏转变为学习，一方面可以运用教具，抓住儿童的心
理特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变换方式，进行说话训练；另一方面，教师的语言要直观形
象，可用形象的比喻及表情动作，引起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三、巧设课堂形式  延伸学生学习兴趣
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后，如果只用一种老套式教学，是无法让学生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的。
必须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组织教学，才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
教学《鲸》—文，知识性比较强，属于科学性小品文。我课前布置学生预习，查找有关资
料。课上，学生一一展示自己查到的资料：鲸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会唱歌的鲸，鲸为什么一
离开水就会死……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动手查资料的能力，又达到了预习课文的目的。学完课
文后，我让学生戴上头饰，举行了一个“海洋鱼类运动会”，使学生更牢固地分辨清鲸和鱼
的区别。课堂气氛热烈，教学效果也令人满意。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巧设形式呢？这个“巧”是激发学生兴趣和求知欲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
达到最佳的学习境界，也就是点燃学生的心灵火花，做到形式多样的教学能使思维升华。如
我给学生上《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一文时，首先要问的是我们每个学生在和平环境中过着
安宁、幸福生活的时候，是否知道还有许多孩子因为战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被战争夺
去了亲人，无家可归。让我们体验一下一个被战争夺去父亲的孩子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这
样可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类似这类题材的课文还可以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延伸学生的学习
兴趣。由此可见，形式多样的教学，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主题升华  调动学生情感
语文课本教材中有大量的情景交融、情理兼备的好作品，教师要充分利用它们去调动学生的
情感，利用学生学习的兴趣理解课文。例如一位教师在教《最后一课》时，他是这样对学生
讲：“同学们，当你的母亲就站在你的面前，而有人不准你喊她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你
的祖国母亲有发达的语言文字，而法西斯不让你学习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同学们，不要
认为这是小说故事，解放以前，日本在我国东北三省就是这样做的，它们是想从文化意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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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我们中华民族。”这些话，像洪钟在学生心灵敲响，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激情，学习兴
趣也激发起来，用这样一些话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像种子一样，使学生有一股顽强的爆发
力。
目前，我们的语文教学，要从情感入手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课堂学习活动是在一定的情境条
件下进行的，是与周围的环境条件紧密相连的，单调呆板的刺激，不能引起大脑神经的正常
兴奋。只有深浅适度，难易适中的刺激，新颖生动富于变化的刺激，才能达到理想的兴奋效
果，才有利于学习兴趣的激发。作为教师要满足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教学语言更要生动形
象，不能仅以学生的高分高名次为满足，要把功夫下在培养学生浓厚而持久的学习兴趣上，
培养学生从兴趣到乐趣，最后达到志趣的过程，只有把有趣的乐趣与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奋
斗目标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高层次的志趣。
总之，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应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课堂
教学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教学手段，让学生会学，乐学，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做到减
轻课业负担的同时，不减教学质量，完成我们的教育使命。

学科一见
小学美术线上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运用
□天长市关塘小学  戴扬扬
美术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了美术教学的变革和创新。为了使课程改革健康地向前发
展，依托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进行的教育教学研究即“校本教研”的开展势在必行。受2020
年的疫情影响，线上课程等新型的课程形式涌现出来，微课、直播等教育手段也被运用到各
学科教学活动中。线上教育与线下传统课堂教学合理地结合起来，可以提高学生美术学习能
力，美术资源的整合与运用显得尤为重要。
小学美术线上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运用，需要教师树立科学的课程意识，要合理利用教材
美术工具及线上网络等资源，把地方特色新型的教学手段等合理地融入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需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发适合学校美术课程的资源，建立线上校本资源库，这样不仅
可以让学生获得优质的美术教育，还可以拓展学生美术学习的维度。
一、一校一情 积极开展校本教研
天长地区现在的美术教材都是循环使用的，美术教材的循环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其
内容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而现在国家、社会、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久而久
之，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矛盾，因此教材内容及学习方式也应相应做些调整，以便适应教育的
新要求。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如何去发现更贴合校情、学情的美术资源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2021年，在“张家港外国语学校”的美术教室里，我发现他们把本学校的特色课程编成书
籍，用于平常的教学。比如：就地取材，教师带着学生在学校里捡树叶，然后带到画室进行
拓印或者剪贴画，其实在湘教版美术一年级课本中就有学到拓印和剪贴画教学。如果我们也
能够在平常教学中真实再现这种场景，肯定比从书上直接获取知识有意义。基于现状，可以
根据地方特色将民间艺术引入到美术课堂，补充新的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因材
施教，开展校本教研，开发学生智力，达到美育的目的。
二、与时俱进 教学形式多样化
社会在不断发展，教育体制也在不断革新，网络技术等新的教育手段也被运用到各科教学活
动中。将网络与传统课堂教学合理地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
还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可利用微课、直播、公
众号等灵活、个性的教学方式，刺激学生的求知欲望与学习的积极性。如教学一年级《手形
添画》时，我拍了一个小视频，配上语音文字讲解，学生们一边看一边思考，有不懂的还可
以重复看。通过课后作业反馈，教师进行及时评价，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时间，也为
家长们节约了经济成本。
在平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书本资源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学生学习的
道路，导致一部分学生绘画的基本功底薄弱。在教学时教师应该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
不同个性、不同年龄，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必须给予最大的鼓
励与支持，并利用丰富的资源库以及便捷的公共交流平台等先进的手段为学生提供及时、有
效的支持。鼓励学生进行自我创造，将学生的个性问题进行整理分类，并进行专业化处理，
让这些素材为成为日后的教学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教育改革中，我们不能忽视教师的重要性。必须定期安排教师进行培训，及时
更新教学理念与思想。教师须不断提升自我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保证每个学生在学校能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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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得。
三、成效与反响
我校课题组在资源整合与运用方面逐步成熟，建立了线上资源库，通过在线课程的学习，学
生美术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多次比赛中屡获佳绩，受到了上级领导、学生家长
及社会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小学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美术课程的有效补充，特别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校本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互联网+环境下教学改革的方向，也是全面素质教育发展的趋势。
美术教育应从多元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积极探索新的美术资源，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有效
的实施。

聚焦新课改
另辟蹊径解文本
——浅谈如何从文题入手高效解析文本
□亳州市谯城区大寺中学  于献坤
一节语文课，多则45分钟，少则40分钟，如何利用最短的时间快速入题，高效解读文本，是
值得每一位教师关注的话题。在语文教学中，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文章的标题是
文章的总纲，是作者对全文思想内容最鲜明和最精炼的概括。一篇文章，其内容、结构及线
索，甚至作者的思路、取材角度等无不包含在题目之中。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我经过摸
索、实践和总结，提炼出一种“从文题入手，高效解析文本”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语文教
学中从文章的题目入手，经过扩展文题等方法，快速地进入文本，高效地解读文本。下面以
初中语文篇目为例，解析“从文题入手，高效解析文本”的方法。
扩展文题法，顾名思义就是把文章的题目进行扩句，增加文章题目的修饰语或句子成分，把
扩充信息和文题综合起来理解文章内容。例如，《智取生辰纲》是初中语文节选自《水浒
传》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充实，前后占用14页，对于如此充实的内容，学
生学习起来不好理解、掌握，教师也难于把握要点分析。有时即使用2~3课时分析完，还可
能造成教学思路不清晰。如果采取 “扩展文题法”，把文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扩充题目，
给题目增添成分，并进行相关引导，就能快速入题，高效解析文本。具体为：
一、扩题  把文章的标题（文章的标题往往都是一个短语）进行扩展。如《智取生辰纲》一
文，通过扩展文题，该文题变成“（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智取（什么人护送
的）生辰纲”。
二、贯题  把扩展的题目贯穿成一句话。我们把上一步扩题的添加成分连贯起来，该题目就
变为“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智取了什么人护送的生辰纲” 。此题目一变通，学生学
习本文的思路就清晰了，学习起来既简单又有章可循。
三、补题  运用从文章内容中提取的相关信息，把文题里面的待定内容补充完整。这样通过
补题，《智取生辰纲》这一题目就变成“吴用一伙人在炎热的六月初四的晌午在黄泥冈智取
了杨志一行押送的生辰纲”。大家看一看，这样一补充题目，这篇文章不就把故事发生的时
间、地点、人物、结果等要点一下子显现出来了吗，学生再来理解文章内容就非常容易了。
四、抓住文题中关键词解析文本  就是找出扩展文题中的关键字或词语，然后通过此关键字
或词语来理解文章的内容。从《智取生辰纲》补充过的完整一句话中，学生不难发现“智”
字是该句话的关键字。谁是智者呢？学生先说谁，我们就可以分析谁。比如学生先说吴用一
伙人“智”，那我们教师就可以顺着学生的思路分析吴用一伙人 “智”的方面。如果学生
不说杨志的“智”，教师可以引导说：“那么贵重的生辰纲，梁中书能让一个平庸无能的人
押送吗？”学生或许会说“不会”。教师借机问：“那么杨志‘智’吗？他的‘智’体现在
哪里？”
这样几步下来，学生思考的思路就会打开，我们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他们通过自
主合作探究，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答案，应该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反想：如果拿来这篇
文章直接分析，你从哪儿下手呢？你把什么作为切入点呢？可见通过“扩展文题法”文本解
析便轻而易举突破。
在实际教学中，通过“扩展文题法”能帮助学生轻松解析文本，突破阅读瓶颈。后来我又在
其它文章中进行试验教学，发现“扩展文题法”可以在很多以记叙、说明和议论为主的文章
（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运用。通过此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很多学生在较短的时间
内能够快速进入文本，同时解析文本时也能够把文本化难为易，并且能够高效解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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