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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成果分享
基于智慧课堂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初探
□淮南市八公山区第一小学  陈  强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课堂作为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已经逐渐成为
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智慧课堂通过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多
元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智慧课堂的应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率，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笔者经过长期的智慧课堂实
践，总结了以下教学策略：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在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如图片、音频、视频等，为学
生呈现更加生动、直观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古诗词时，教师可以播放相关的配乐朗诵
视频，让学生感受诗词的韵律美；在讲解课文时，教师可以展示相关的图片或视频，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通过多媒体资源的运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
果。
二、设计多样化的课堂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度
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设计多样化的课堂活动，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游戏
竞赛等，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例如，在讲解寓言故事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角色扮
演，通过亲身体验来深入理解故事中的道理；在讲解说明文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竞
赛活动，让学生在竞赛中巩固所学知识。这些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还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三、注重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性
在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互动式教学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例如，教师可以利用电子白板、PPT等工具进行教学，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智慧课堂平台提供的实时反馈功能，及时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这种互动式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四、拓展语文知识的应用，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除了传授语文知识外，小学语文教师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在智慧课堂环境
下，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些综合素养训练活动，如语文写作、朗诵、演讲、课文改编等，来
培养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的语文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智慧课堂平台提供的资源共享功能，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
五、个性化教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学习需求，开展个性化教学。例
如，教师可以利用智慧课堂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功能，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精准分析，为
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设计一
些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和作业任务，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这种个性化教学方
式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教学效果。
智慧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为小学语文教学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和手
段。在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设计多样化的课堂活动，
注重互动式教学，拓展语文知识的应用以及开展个性化教学等策略和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提升教学效果。同时，教师还应该不断探索和创新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小学
语文教学策略和方法，以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和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关爱留守儿童 守护心理健康
□太湖县新城小学  王琼枝
每个儿童都应该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但是因为经济、工作
等客观条件限制，有些家庭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往别处务工、创业。此时，外出务工的父母
不得不把家中年幼的孩子交托于爷爷、奶奶来抚养、照料，从而催生了很多的留守儿童。在
这种“父母角色缺失型”的环境下成长，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较非留守儿童更为突出。
一、存在问题
（一）自卑敏感，负能量多
据调查显示，由于缺乏依靠和保护，留守儿童极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因此负能量较多。自卑
的不健康心理，也不利于孩子的学习、成长和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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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格孤僻，行为怪异
父母不能陪伴的留守儿童胆小、懦弱、敏感、冷漠、孤僻、被动，内心的烦恼与冲突往往得
不到倾诉和引导，对外界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影响着正常的社会交往。
隔代的宠溺，没有父母的约束与管教，也容易导致留守儿童的性格失常，表现为脾气差、冲
动易怒，一些留守孩子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可能会做出违纪或违法行为。
（三）逆反心理，对抗情绪严重
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与人交往缺乏信任的态度，导致人际关系差。久而久之，同学、伙伴
也不愿意与他们交往，可能形成孤立的局面。而他们会认为自己遭受社会和他人的遗弃，因
此对社会产生逆反心理和仇视态度。表现为不听管教、顶撞老师和家人、违反纪律、情绪波
动大，容易沾染上社会不良习气。
二、改进措施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更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存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会
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也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带来隐患，不利于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发
展。关注这类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亲子沟通与联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当家长无法时刻陪伴在孩子的身边时，
建议家长每天与孩子保持沟通和联系，增进亲子情感上的交流。通过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
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给予心灵上的温暖，及时帮助孩子
解决遇到的问题，正确引导孩子成长。父母与监护人常联系，非常有助于孩子的教育，能够
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一起探讨出更好的教育方式，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二）增强抗压能力
隔辈亲，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往往备受宠爱。留守儿童一旦遇到挫折，缺乏父
母和监护人的正确指导，遇到困难时往往惊慌失措。在平时的生活中，监护人可以试着创设
情境，培养孩子解决困难的能力，以此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好地迎接困难和挑
战，正确处理各种突发问题。
（三）培养情绪调控能力
培养留守儿童情绪调控的能力，让留守孩子保持良好的心态与行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益于身心健康。留守儿童的冲突与矛盾，很大程度是由于情绪的失控，例如冲动、易怒，
导致人际关系变得紧张、被动。因此，培养留守儿童的情绪调控能力至关重要。当留守儿童
感到压力大、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通过谈心、散步、运动等方式帮助孩子降低心理问题发
生的可能性。
（四）培养读书的兴趣
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和孩子联系及交谈中，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兴趣点，巧妙地从兴趣
出发，引导孩子去书中探索答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了问题也可以主动求助孩子，让他帮忙
查阅。这个过程会引发孩子极大的求知欲和责任感，当孩子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时，那种喜悦和满足感会让孩子从此爱上阅读。阅读扩展了孩子的视野，培养了孩子的思考
力，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为孩子心理健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爱留守儿童，守护孩子心理健康，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美好。希望日后有更多人关注到他们
的心理问题，一起关爱他们的健康与成长。

小学应用题教学策略的优化路径
□青阳县蓉城镇第二小学  吴玉东
应用题教学在小学数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
活问题的能力。本文将从现状分析入手，探讨小学应用题教学策略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提高
小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现状分析
目前，许多小学在应用题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脱
节，使得学生难以理解和应用；另一方面，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导致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因此，我们需要对小学应用题教学策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教学策略优化
（一）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
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注重选取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相关的题目，使学生能够在熟悉的情境
中学习和理解数学知识。例如，可以结合学生的购物经验，设计一些关于购物清单、找零等
问题的应用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相关的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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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可以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如多媒体课件、互动白板等，创设生
动有趣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案例分析等教学方
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加强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实验、调查等方式，让
学生亲身参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过程。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数学竞赛、数学实践活动
等，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数学应用能力。
（四）强化课后辅导和个性化教学
针对学生在应用题学习中的个体差异，教师应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辅导和课后练习。对于基础
薄弱的学生，可以给予更多的耐心和细致指导；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具挑战性
的题目和拓展材料，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五）建立良好的教学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是推动应用题教学策略优化的重要保障。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成
果时，应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可以关注学生在解决应用题过程
中的思维过程、解题策略等方面的表现；终结性评价则可以通过考试等方式检测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同时，还可以引入同伴评价、自我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三、结论
优化小学应用题教学策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课后辅
导、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他
们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对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有所启发和帮
助。

“文化自信”背景下小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创新
□全椒县第二实验小学  俞蓉蓉
新课标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这不仅要求我们教师教授语言知识，更要通过文
化融合教育，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自豪感，为他们的全
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创新的重要性
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小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
学，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通过创新的小学英语教学
活动，特别是那些注重跨界融合的教学活动，对于学生理解和包容不同文化具有显著意义。
二、创新的策略
（一）学思融合，创新文化传承
在新课标理念的指引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语言知识学习，更要注重思维
能力的培养和文化意识的提升。如在小学三年级下册《Unit 3 At the zoo》这一单元教学
中，教师可以把中国的十二生肖融入到课堂教学中。通过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巧妙地将中
国的传统文化融入本单元的教学中，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二）线上线下融合，增强文化认同
如今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成为了教育领域的新趋势，对于小学英语教学而言，这种融合
不仅意味着教学手段的更新，更代表着对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一种创新。如在四年级下册《
Unit 5 My clothes》单元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线上先让学生们观察中西传统服饰来引导
学生比较异同，让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传统服饰的独特之美。然后线下课堂进一步深
入探讨中西传统服饰的材质、款式、颜色和佩戴场合。通过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珍视和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
信心和归属感。
（三）学科融合，实现文化共享
学科融合是实现文化共享的重要途径，通过将不同学科知识相互渗透，可以打破学科壁垒，
促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全面理解。在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的精髓得以汇聚，为学生提供更
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如在六年级上册《Unit 1 How can I get there？》的教学中，教师可
以通过学科融合的方式，结合语文、美术等学科，实现文化的共享与理解。教师可以与语文
教师合作，让学生通过阅读有关故宫的文学作品或历史故事，了解故宫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此外，教师还可以与美术教师联手，让学生欣赏故宫的建筑美学，并尝试用英语来表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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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建筑美的感受。学生可以通过绘画或手工制作等形式，再现故宫的建筑风貌，从而在
英语课堂上实现艺术的融合与文化的共享。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让他们在
实际操作中更深入地了解故宫的文化内涵。
总之，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小学英语教学活动应不断创新，巧妙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创意激趣、比较文化异同以及跨学科的文化融合，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
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样的教学实践有助于学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更
好地理解和传播中华文化，同时也能够欣赏和尊重多元文化，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青
少年。

第 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