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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2021年12月29日 编辑：任维佳

《名师堂》征稿啦！《名师堂》是耕耘在三尺讲台的
园丁们、奋斗在教育一线的灵魂工程师们分享教育心
得、抒发教育感悟、总结教育经验、交流教育得失、探
讨教育实践的一个专门版块。从传道授业解惑出发，
请您为教书育人立论！欢迎各位老师赐教、赐稿！邮
箱：jswmtl@163.com 或 853255285@qq.com。投稿时
敬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任职学校、邮编、身份证
号、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

“名师堂”收。

名师堂

所谓“两段式”，就是把课后服
务设计成两段时间，第一段时间为

“自主学习时光”，主要安排学生自
主完成学科作业，进行自主预习复
习，教师进行答疑解惑；第二段时
间为“欢乐成长时光”，主要安排学
生参加各类拓展活动、社团活动、
体育活动、公益活动、劳动实践等。

实现时间安排的优化。从时间
安排上看，“自主学习时光”安排在
前，学生在班级自主学习，巩固了
当天所学，为第二天的学习打下良
好基础；“欢乐成长时光”安排在
后，意在加深理解，拓展延伸，形成
能力。前一段时间打基础，后一段
时间抓提升；前一段时间重巩固，
后一段时间促发展；前一段时间显
共性，后一段时间求个性。

实现师资配备的优化。从师资
配置上看，“自主学习时光”主要由
本班教师进行组织和管理，“欢乐
成长时光”则是全面协调校内教
师，同时邀请部分校外专家进行指
导。合理搭配、优化整合师资力量，
可以让课后服务获得最大效益。

实现均衡发展的优化。从均衡
发展上看，“自主学习时光”重基

础、重巩固，有利于分层施教，让潜
能生及时查漏补缺，中等生及时巩
固提升，优秀生及时质疑问难。同
时，“欢乐成长时光”重拓展、重个
性，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能力特长参加各种活动，在活
动中动手动脑，在实践中运用知
识、培养技能。

学校课后服务的“三模块”包括
“拓展模块”“社团模块”“公益模块”，
三个模块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融合。

拓展模块，立足学科探究。拓
展模块重在知识体验、知识融合、
知识拓展，如语文学科的课本剧表
演、数学学科的模型探究、物理化
学学科的实验操作、英语学科的情
境对话等。教师会组织学生展开反
思：“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现象
说明了什么”“还会有哪些现象发
生”“我们还能够进行怎样的改
变”……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
要，拓展模块意在培养学生的问题
意识，引导学生在拓展活动中发现
问题、探究问题，进而感受学科魅
力，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

社团模块，推动多元发展。社

团模块重在个性化展示、个性化能
力发展等。学校成立了科学类、文
艺类、体育类等十多个社团组织：

“小小导游团”围绕学校的历史长
廊、渔村博物馆等文化场所进行生
动的解说；“风帆文学社”社员活跃
在校园内，或是现场采访，或是景
物写生，或是组织演讲；绿茵场上，
学校足球队员英姿勃发，在教练的
组织下努力训练；音乐室内，学生
正在演练合唱，尽情演绎家乡的美
好未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社团活动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公益模块，指向立德树人。公
益模块重在培养学生的品格和情
怀，学校设计了多种活动：“小小啄
木鸟”引导学生走进社区，寻找语
言使用不规范的现象，帮助居民清
理小广告；“爱心清扫队”带领学生
走上街头，义务打扫环境卫生，宣
讲垃圾分类的好处；“小小爱鸟队”
指导学生学习爱鸟知识，向社区居
民宣传保护勺嘴鹬、保护条子泥湿
地的重要意义。这些活动激发了学
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增强了学生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后服务既不能成为加
班 加 点 追 求 分 数 的“ 新 阵
地”，也不能沦为不管不问放
任自流的“放羊圈”。在具体
实践中，江苏省东台市弶港
中学优化管理机制，提出了

“两段式三模块”课后服务实
施方案。

美的环境浸润美。学校十分注
重美育的潜在功能，积极构建以美
育美的环境文化。学校利用校史资
源、校园环境构建以“德”为核心的
校园主题文化，校园里的一石一
墙、一景一物都融入了美的育人元
素。学校利用校史资源、校园环境
构建以“德”为核心的校园主题文
化，让学生受到熏陶和浸润。校史
墙让学生感受百年老校的厚重历
史与荣光；走廊、厨房等多处礼仪
墙，让学生知规范、懂礼仪、养美
德，文言雅行；人文厅让学生领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科
技厅让学生了解祖国科技发展的
历史与辉煌；“德”字厅让学生感悟

“德润童心，个性飞扬”的快乐，明
确公德、责任、感恩、文雅、大气、创
造是学生必修的“六大特质”，会思
考、会分析、会评价、会运用、会创
造是学生成长的“五会目标”；书法
碑廊、帅乡书院让学生浸润墨香，
传承书艺；艺术广场任凭学生飞扬
个性、展示才华。楼道文化逐层向
上，依次呈现开州、重庆、中国乃至

世界的多元文明，让学生随年级升
高，视野渐广。走廊书柜成为校园
亮丽的风景，诗词碑刻、典故回廊，
无不实现春风化雨般的美育滋养。

各类课程渗透美。学生不仅应
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
还应具备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
的能力。学校在语文、数学、科学、
体育等各门学科中挖掘美育因子，
让学生充分体验文字之美、人文之
美、力量之美、几何空间美、科学创
造美。所有学科，无论常态课还是
公开课，学校要求教师在课程中育
德、在课程中育美，并将此作为“合
格课”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校开设
的葫芦丝、口风琴、古筝、合唱、街
舞、武术、乒乓球、书法、国画、儿童
画、快乐英语、趣味数学、美文欣
赏、快乐作文、电脑绘画（编程）、科
技制作、手工等20多项阳光课堂特
色课程，都有美育的基本要求。此
外，学校还编写了《礼仪美》《家庭
一日规》《好美德，早养成》等系列
美德校本教材，让学生感受礼仪
美、规则美、美德美。通过各类课程

的实施与整合，学生在广阔的领域
中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
和创造美，提高了美的理想、美的
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研学旅行体验美。为了让学生
进行充分的审美体验，学校注重挖
掘研学旅行的美育内涵。除了每年
的读书节、艺术节、科技体育节，以
及美育主题明确的知识竞答、游戏
竞猜、创意绘画、摄影比赛等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对美的兴趣，学校坚
持在寒暑假举办研学旅行活动。学
校的研学旅行活动三线并行：一是
教师、家长自行设计的研学旅行活
动；二是主管部门要求开展的社会
实践活动；三是学校设计的1-6年
级12册序列研学旅行活动——学
校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时令特点、
本土资源特色，设计了操作性强的
活动指南。丰富的活动引领学生触
摸生活，在不同生活领域中发现
美，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感受美、
创造美，并产生对学校、家乡、祖国
的由衷热爱，从而夯实学生的人文
底蕴，形成核心素养。

以“美”育美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 朱大彩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为
此学校在原来美育的基础
上，将美育工作提升到新高
度——以美育美，立德树人，
放飞学生的童心，促进学生
的“个性飞扬”。

课后服务绽放别样精彩
江苏省东台市弶港中学 张加龙

“数学画 ”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创新应用的可行性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为了使
调查更具有全面性，笔者对全校的
数学课堂进行了抽样性地听课，其
中通过对1至3年级低年级组的课
堂观察发现，学生在数学课堂对于
需要掌握的概念、思路等，大多还
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记忆
与理解，数学思维并没有全面的养
成，对于“数学画”的认知与运用并
不清晰。虽然小学的数学知识相对
来说较为简单，但是在小学期间形
成的数学思维以及学习数学的技
巧对今后的学习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并且在中学阶段，尤其是高
中阶段，面对高难度与高强度的数
学问题，“建模”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建模思维形成的关键就在于“数
学画”的思维与技巧是否可以完全
掌握。因此，老师在小学数学的教
学中，引导学生建立“数学画”的认
知，带领学生进行系统的练习，以
达到学生的创新应用是非常有必
要的。

“数学画”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创新应用的研究

“数学画”是学生数学学习过
程中的一种辅助手段，学生通过简
单的图形来将复杂的数量关系进

行梳理，使复杂抽象的问题简单
化、具体化。对于学生来讲，“数学
画”是学习过程中有效的辅助工
具，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数学画”来
进行问题的分析，也可以通过分析
的过程对数学思维进行培养；对于
老师而言，“数学画”的辅助可以使
知识点的讲解更加的清晰，减小课
堂压力。

对于学生“数学画”的思维与
技巧的训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老师进行循序渐进的引导，在小
学的低年级阶段，老师可以对学生
进行“数学画”概念的练习，其中包
括画数字、画图、画规律等，使基础
概念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例如在
数字的识读与书写上，老师可以带
领学生进行趣味性的画图练习，运
用数字来进行画画的创意，老师也
可以带领学生进行自己的创造，形
成数学创意图画，在练习的同时，
也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

在课程的难度有增加之后，老
师可以在课堂上引入画思路的教
学与练习，其中包括画示意图、线
段图、等量关系图、表格图等等，但
是在进行具体的教学时，如在三年
级阶段，有一些应用题的解答是已
经开始需要线段图进行辅助，老师
可以在课堂上运用基础性的题目
来对线段图的画法进行引入，再通
过趣味性的题目进行训练，使学生
可以切实掌握通过线段图来辅助
解题的思维技巧。

“数学画 ”在课外拓展中
的创新应用研究

与美术结合，发挥学生的想
象力。在学习数学中，还可以和美
术创意画相结合，开展相应的与

“数学画”相关的活动，从多种角
度对学生进行培养，让数学变得
更加具有吸引力。如“创意圆盘数
学画”的活动，老师运用简单的纸
圆盘作为教学道具，让学生运用
不同的材料来装饰自己的圆盘，
把自己对于数学的理解，通过彩
笔或者自己想用的任何材料体现
出来，在数与形的相互交织中，启
发学生的思维。

与综合实践结合，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小学的数学学习内容中，
有很多可以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
内容，如认识时间、认识日历、认识
数字等，这些都是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用到最多的内容，老师不单单可
以通过枯燥的讲解来完成教学，还
可以通过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来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如老师可以在讲
解钟表的章节中，带领学生进行钟
面的制作；在学习日期时，可以制
作相应的日历；在讲解角度的相关
知识时，进行量角器的制作等等，
这种与实践相结合的“数学画”不
仅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也能让学
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充分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

从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可
以发现，对低年级阶段的学
生来说，由于受年龄小和抽
象思维能力的制约，对数学
知识的认识往往离不开直观
的图画来支撑。对高年级阶
段的学生来讲，有时很难理
解题中的意思，也需要借助
图画来帮助理解与分析。我
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
过，“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
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
好，隔离分家万事休”。因此
可以看出，对于“数学画”的
研究将有利于小学生在语
言材料基础上，运用感知觉
和 表 象 ，将 抽 象 的 数 学 概
念、数学规律、较复杂的数
量关系等通过形象的图示、
表格等展现出来，从而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
的创造潜能，促进每个学生
的数学学习。

“数学画”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
创新应用研究
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第二小学 李忠平

作为新教师，我的工作中不断
出现困难和挑战，常常带着情绪进
教室：因某个学生的不良行为而生
气，因某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而
苦恼，因自己的过失而自责……问
题层出不穷，负面情绪总是说来
就来。

一次同时遇到了几个问题：学
生打架，学生与老师发生冲突，学生
出现心理问题。这些问题让我措手
不及，处理问题时情绪低落，甚至陷
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局面：为什
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我能力不
足吗？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职业？这
些负面情绪长时间笼罩在工作和生
活中，难以摆脱。上课时，学生似乎
也感受到了我的坏情绪，不敢发出
一丝声响。

在我感到束手无策时，年级长
和其他同事向我伸出了援手，年级
长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其中有一点
我感触颇深。她认为，我大可不必苦
恼，学生出现问题是正常的，这是成
长的必经之路，暴露的问题就是成
长的契机。教师面对学生应保持积
极的态度，坦然面对，泰然处之。相
反，如果教师带着负面情绪与学生
交往，他们会因教师的负面情绪而
感到压抑，进而产生“踢猫效应”，伤
及“无辜”。所以，教师要学会“情绪
分离”，不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波及他
人。听完这番话，我豁然开朗。

后来在工作中，我时刻提醒自
己：产生负面情绪时先深呼吸，让自
己冷静下来，去感受它、接纳它，再
探寻负面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我
想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当我开始觉
察和评估自己的情绪，我渐渐成为
情绪的主人，可以更好地管理情绪。
再次遇到问题，我尝试把事情最糟
糕的结果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样
的结果你可以接受吗？事实上，我能
想到的最坏结果自己都可以接受。
看吧，事情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糟糕。

经过不断调整和学习，我不仅

学会了保持稳定而积极的情绪，还
学会了给学生提供“情绪价值”。

在学生伤心难过、迷茫焦虑时，
我站在他们的角度共情，提供安慰
和鼓励，把自己的正能量传递给学
生；在学生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
时，我提供思考问题的新视角和解
决问题的新方法，打开他们的眼界，
提升他们的格局；在课堂上，我用幽
默诙谐的语言让学生感受学习的快
乐；在特殊的日子里，我给学生制造
小惊喜或举办小活动，让学生拥有
快乐、愉悦的情绪；学生犯错时，我
不再一味批评指责，而是包容、引
导，让学生感受善和爱。

换一个视角看问题，我发现自
己也收获了学生带给我的积极情
绪，感受到了为人师者的幸福。给学
生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让他们
成为积极、阳光、自信的人，也让自
己的教育生涯多一分坦然和淡定，
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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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句就是能够体现一段话
或整篇文章中心意思的句子，即这
一段话或整篇文章都是围绕这句
话来写的。阅读文章时，我们如果
能很快地找出一段话或整篇文章
的中心句并围绕着中心句去阅读，
就能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体悟文
章感情。

学会找某一段落的中心句

大多数中心句在段落的开头起
总领下文的作用。如《美丽的南沙群
岛》一文中的第二段：南沙是祖国巨
大的蓝色宝库。她拥有难以计数的珍
贵的海洋生物，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
产资源，贮存了用之不竭的海洋动
力。仅曾母暗沙，就以丰富的石油储
量而享有“第二波斯湾”的美誉。这段
话的中心句就是第一句“南沙是祖国
巨大的蓝色宝库”，作者围绕着这句
话分别从海洋生物、矿产资源、曾母
暗沙等方面写出了南沙无愧是蓝色
宝库。

在段落中间的中心句一般起承
上启下的作用。《人类的老师》第三
自然段中的一句：原来，每只蜻蜓的
翅膀末端，都有一块比周围略重一
些的厚斑点，这就是防止翅膀颤抖
的关键所在。这个句子前面写出了
飞机经常因机翼颤抖坠毁的惨祸，
然后写从蜻蜓翅膀上发现的秘密，
再写人们研究类似昆虫的翅膀，研
制出了性能优良的飞机。这句话在
文中有承上启下作用，就是这段的
中心句。

有的中心句在段落的结尾起总
结作用，如《燕子》一文中对停在电

线上的小燕子的描写：几对小燕子
飞倦了，落在电线上休息。在蓝天的
映衬下，电线杆之间连着几痕细线，
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
音符，谱出一支春天的歌。最后的中
心句把燕子比喻成音符，似乎在像
五线谱的电线上演奏着春天的赞
歌，从而表达出作者对小燕子、春天
的喜爱之情。

学会找全文的中心句

从文章开头的总起句找中心
句。有的文章开头的总起句是对全
文内容的概括，这就是全文的中心
句。《庐山的云雾》开头是这样写的：
景色秀丽的庐山，有高峰，有幽谷，
有瀑布，有溪流，那变幻无常的云
雾，更给它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这句话不但写出了庐山的众多景
物，更突出了庐山云雾“变幻无常”
的特点。所以，这句话既是总起句又
是全文的中心句。

从文章的结尾处找中心句。在
文章的结尾处，有的句子直接抒
发某种感情，有的句子告诉大家
一个道理，还有的总结全文，点明
中心……这些都是中心句。如《槐
乡五月》中最后一自然段：五月，
是槐花飘香的季节，是槐乡孩子
的季节。这句话就抒发了作者喜爱
槐花和孩子，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是全文的中心句。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其它寻找
中心句的方法，如某些反复句、过渡
句等。但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有中
心句，我们在阅读中要灵活掌握，不
可生搬硬套。

学会在阅读中寻找中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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