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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一见
乐教乐学 让小学生畅游趣味英语课堂
□临泉县陈集镇中心小学  马亚利
英语趣味教学法符合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能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吸取和操练。让学生自
由快乐地畅游在趣味英语课堂中，有利于提升学生英语综合水平。
一、小学英语趣味教学的重要意义
传统的教学观念和灌输式、机械化的小学英语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对英语学习提不起兴趣。小
学英语教师应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心理特点来进行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用奇思妙想
来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构建学生喜闻乐见的英语课堂，从而做到乐教乐学。这不仅
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二、改变教学方式，让学生畅游趣味课堂
目前大部分英语教师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观察力、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培
养。所以，教师应转变传统观念，改变教学方式，结合学生的特点和年龄特征，以新颖、丰
富多彩的快乐教学法，让英语课堂更有趣味，使学生愉快地主动学英语。
（一）创设语境，愉快教育
趣味课堂首先就是通过创设愉快的育人情景，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教师要创设一种愉快的教
学氛围，真诚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采用灵活多样的游戏，让学生玩中学，学中用，从而
做到“寓教于乐”“学用结合”。
为学生创设一个情境，让学生自然而然地进入相关课题的学习。如教学《Dinner’s ready
》这一课时，我以多媒体的方式创设动画片主人翁小丸子一家在餐馆为小丸子庆生的情境，
顺其自然地导入菜单和食物相关单词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课本与情境的相互影响，
提高学生参与兴趣，促进学习成果内化。
（二）激发兴趣，多管齐下
兴趣是学生学习持之以恒的催化剂，学生有兴趣才会乐于学。给学生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环
境，将游戏、歌曲、竞赛、表演等引入课堂，既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又能把比较枯燥、
呆板的课本知识形象化、趣味化，把“乐”渗透到教学中去，让学生在“乐”中学英语、用
英语。
歌曲和歌谣，生动有趣。教师要选择符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小学英语教学要求，欢快且易上
口的歌曲，加以简单的肢体动作，活跃气氛的同时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有效地掌握知识，优
化教学效果。例如：在教学“Do you like pears？”这一句型时，我把教学内容编成了歌
谣的形式，带学生有节奏地朗读，然后再分小组合作改编进行创造性学习。学生们在这样轻
松愉快的情境中学习新知识，学习效果也出乎意料。
实物和简笔画，直观形象。实物教学是真实情景的演练与学习，在练习时也让学生充分利用
身边的笔、书、课桌等，并且把食物或小型的学习用具奖励给课堂上表现得好的学生。这
样，寻常之物发挥了不寻常的作用，教学效果好，课堂气氛活跃，同时学生积极性很高。
为不断地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增强学生记忆和理解，教师可以有效地把单词教学与简笔
画相结合。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Look at me》时，教师就可
以在黑板上画一个学生喜爱的小猪佩奇，然后指着不同的部位询问学生“What’s this？”
等。或者画一些不同动物最具代表性的肢体部位，让学生来猜，进一步加深学生对“ear”
“nose”“eye”等单词的认识。这种形象图示有时敌过千言万语，将学生的多种感官都调
动了起来。
游戏和竞赛，寓教于乐。在教学中，我结合英语活动教学法，采用各种游戏活动，使活泼有
趣的游戏与英语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在玩中快速掌握单词。寓教于乐，寓学于
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学生记忆深刻，课堂高效有趣。
小组合作竞赛的形式也有多种，如头脑风暴、分组情景演绎、角色扮演、单词接龙，竞赛的
形式一般与奖励机制相结合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能积极主动地交流的同时，教师应尽
量为学生创造说、练、演的机会，也要对学生进行及时的点评和表扬，分析出优缺点。
绘本和讲故事，妙趣横生。原版的英文绘本告诉了我们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和习俗，促进学
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阅读习惯，指导学生写作。绘本引入有难度，所以
教师应选择一些学生普遍能接受的绘本，还要尊重小学生之间的认知差异，可以优先考虑一
些带有节奏的绘本。教师还要注重绘本的情感教育，通过绘本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讲故事和复述故事也是优化教学设计的有效教学手段。小学英语教师要尽可能为学生学习语
言创造条件，运用故事的形式在情景中学与用，通过情景加上表情、手势等，学生自然而然
地理解句子的意思和故事梗概。借助思维导图来复述故事，增加语言输出。在复述过程中，
学生既巩固了单词，能把语言和情境直接联系起来，又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思考。总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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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对学生学英语很有帮助。
配音和电影原声，多维拓展。常见的趣味配音软件中包含大量英文电影原声、鲜活的多媒体
教学资料，收集和整理学生喜欢的电影，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选择一些幽默、健康、有趣
的片段；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的特点选择片段，小组合作完成配音练习，评分后奖赏优秀
组。鼓励学生模仿故事主人公的语音、语调和语速，让其全身心沉浸到英语听说练习当中，
提升英语听力、表达能力。
三、结论
小学英语课堂的游戏化设计及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小学英语教学的趣味性，还有助于学生
树立学习英语的自信心，提升学生的英语素养。教师应用“爱”引导学生，用“趣”带动课
堂，用“玩”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自由自在地畅游趣味英语课堂。

教学应用
音乐教学中的劳动之美
□芜湖市龙湖中心小学  杨小妹
本文阐述音乐与劳动的关系，从现代教育的课程标准引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音乐教师应将
二者有机结合，从音乐教材出发，以课例方式，从音乐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形成劳动意识，树
立正确劳动观念，培养劳动思维及能力，体会劳动情感，升华劳动情怀，传承劳动精神。
一、潜移默化，以乐育劳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通过不同的音乐作品、音乐活动让学生在乐中育劳，在劳中体味乐之
美，形成基本劳动思维，树立正确劳动观念。
以一年级上册第五课“爱劳动”为例，让学生完整聆听歌曲《劳动最光荣》，教师提问：“
歌曲中都出现了哪些小动物？小动物们分别是用哪种方式来劳动的？”学生回答：“小鸡—
—梳妆；小蜜蜂——采蜜；公鸡——唱歌；小喜鹊——造新房；小蝴蝶——贪玩耍。”教师
提问：“大公鸡、小鸡、小蜜蜂、小喜鹊它们的表现与小蝴蝶有什么不同？”学生自由回
答：“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学习不劳动，其他小动物都很勤劳，爱劳动……”
通过聆听、思考、回答等方式让学生感受歌中唱到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
造”“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一句句歌词简单纯朴，连动物们都爱劳
动，我们也不能懒惰，以劳动为光荣，要行动起来。通过本节课让学生形成劳动意识和劳动
最快乐、最光荣、最美丽的观念。
二、实践促劳，因悦而动
在音乐中形成劳动思维，提高劳动能力。
（一）生动表演，模拟劳动情景
以《三只小猪》教学为例，引导学生观看视频思考：“三只小猪分别盖了什么房子？谁的房
子最安全？”学生回答：“大猪——草房子；二猪——木头房子；小猪——砖块房子。小猪
的房子最结实了，因为他用砖块盖房子，大灰狼吹不倒也进不来……”
教师再提问：“听音乐，你认为这段音乐小猪在做什么？并用动作来表示。”
学生答“盖房子”，并用自己的铅笔盒和书本随乐搭房子……
这节课中学生思考盖什么样的房子，并且如何去盖，体现劳动的思维与方法，让学生在音乐
中感受过程并用动作去表现情境，提高劳动能力。
（二）自主创编，拓展劳动内容
以《洗手绢》教学为例，引导学生随音乐表现歌曲，注意面带表情歌声轻，把红领巾都当成
手绢，快乐地干活。学生随乐表演。教师再提问：“除了洗手绢，洗红领巾，我们还可以做
些什么？创编歌词唱一唱。”学生自由创编，教师选取一名同学的歌词进行演唱并表演。
本课通过音乐表演体味劳动的快乐，歌词创编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拓展劳动内容。让学生
知道可以有很多的劳动去实践体验。
三、深层挖掘，体会劳动真谛
学生通过音乐活动中劳动教育的渗透，养成吃苦耐劳、持之以恒、有责任担当的品质。
（一）提高劳动能力，培养劳动品质
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学为例，教师引导学生聆听京剧并提问：“李玉和都唱了什么？
”
学生：“他唱了他的女儿铁梅非常能干，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
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并随视频模仿李玉和的动作，体味铁梅吃苦耐劳，有责任有担当
的优秀品质，以铁梅为榜样，向她学习。
教师给每位学生都发了一张便利贴，请学生给自己定一个劳动目标。学期结束后，教师把这

第 2 页



6
张便利贴发给学生，让学生对照自己有没有按照自己的规划来做。
本课通过京剧《红灯记》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学生从京剧的形式出发，感受歌词的
内涵。以铁梅这一人物为线索，体会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品质是
多么可贵，我们应该传承下去。
（二）层层深入，传承劳动精神
以《铁匠波尔卡》教学为例，播放《大国工匠》视频，提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做出了
什么旷世之举？”
《大国工匠》是8节纪录片，讲述了为长征系列火箭进行焊接工作的国家高级技师高凤林，
以匠人之心追求技艺极致的管延安，30年来始终保持着成品率百分之百纪录的周东红等8名
不同岗位劳动者，用自己的灵巧双手匠心筑梦的故事。
教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乐曲《铁匠波尔卡》。同学们，你们知道怎么打铁吗？请观
看视频《传统打铁的技艺》。”
“了解了打铁的技艺，让我们完整地聆听乐曲，感受音乐是如何表现打铁的。当听到打铁乐
段时可以用你的动作合着音乐做一做。”
本节课通过《大国工匠》视频让学生体会匠人们对技艺的追求，启迪学生要不怕困难，踏实
勤劳；从点滴小事做起，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之人。了解打铁这项传统技艺，在音
乐中感受表演打铁，品味劳动的真谛，培养优秀品质，传承劳动精神。
小学音乐教材为了培养学生的各种艺术文化综合素养，不可能设计大篇幅的关于劳动教育主
题的作品。作为音乐教师，要将二者更有效地融合，还需要拓展更多的音乐作品进入音乐课
堂。追溯音乐本源，在乐中育劳，在劳中赏乐。

教学实践
让学生成为数学实践活动的主人
□青阳县蓉城镇第二小学  陈  刚
数学实践活动包括认知性实践活动、模拟性实践活动和社会性实践活动。其中，认知性实践
活动是小学数学教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操作、观察、练习等行为，使学生的知识
学习在直接经验的有力支持下完成，从而增强学生学习兴趣，验证和强化所学内容，达到对
知识的正确和深刻理解。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数学实践活动，笔者做了以下尝试：
一、将数学实践活动生活化
课堂教学是小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的主阵地，根据小学生的思维特点，结合教学内容适时地开
展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数学素养的综合提升。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挖掘教材中的知识因
素，围绕学生的学习需要，再现有效的生活情境，让学生自然地融入知识的学习，自发地进
行数学思考，开启学生思维，将数学知识切实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如在教学苏教版一年级下册“认识人民币”时，我设计了“小小商店”的实践活动，课前让
学生准备各种“商品”，并制作价格标签；让教室变成“小小商店”，学生分别扮演 “收
银员”“售货员”“顾客”，模仿课本内容进行活动。在活动中，学生各司其职，个个热情
高涨，积极思考，切实做到了活学活用。
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学生既加深了对人民币的认识，又巩固了人民币单位间的换算，更可贵
的是增强了综合运用能力。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培养了解决问题的
意识和能力。
二、将数学实践活动趣味化
兴趣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趣的数学实
践活动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新知识的意义。而通过亲身经历数学实践活动的过程，还能培
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例如，在教学“认位置”及“认识10以内的数”
时，我设计了“放松操”。请学生们坐端正了，听到口令后马上作出反应，看谁的反应快。
“从前往后数，请每一竖排的第3个同学站起来跺跺脚……”
通过本次的认知性实践活动，巩固了学生对基数与序数的理解。在数数和思考后，每个同学
对自己所在教室中所处的位置都有了一个正确的了解，能进一步区分出“几个”和“第几
个”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也初步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概念。
三、将数学实践活动形象化
数学理论的表述往往是抽象的，致使大多数学生不爱学习数学，从而影响了学生数学思维的
发展。因此，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形象地呈现给学生，能为学生创设一个自我探索的学习
情境，有效培养学生想象的思维能力。形象化的教学手段有多种形式，比如实物操作、情境
设置、游戏竞赛等。这些教学手段，能化抽象的结论性知识为形象的动态性知识，让学生在

第 3 页



6
充分感知、亲身体验和积极探索中理解数学概念、发现数学规律。在讲授新知识时，教师要
尽量从操作起步，选择形象、直观、具体的材料让学生动手、动脑、动口，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
另外，时空知识对低年级学生而言是一个难点，比如时间单位不容易用具体的物体表现出
来，比较抽象，学生对时针从一个数字走到下一个数字表示1小时，分针走一小格表示1分
钟，秒针走一个小格表示1秒，都不易理解；对小时、分、秒之间的换算，也会感到不习
惯。因此，在教学“时、分、秒的认识”时，我课前准备了一个实物钟表，形象地让学生看
到秒针走一圈，分针走一小格，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小格，使学生对时、分、秒有了深刻
的认识。
四、将数学实践活动多媒体化
数学实践课中很多内容是无法在课堂中提供实物并进行操作的，这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
来呈现题目中数量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题意。比如一年级学生刚学习连加例题
3+2+1时，教师利用“班班通”设备呈现3只公鸡、2只母鸡、1只小鸡的直观图，化静态为动
态。这样学生就能形象地理解这个应用题的含义，直观地看到数量的连续变化，也就能很轻
松地列出3+2+1=6的算式。
总之，学习任何新知识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去发现。只有将数学实践活动生活
化，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只有将数学实践活动趣味化，才能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
趣；只有将数学实践活动形象化，学生才会真正体验到数学知识的价值；只有将数学实践活
动多媒体化，学生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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