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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程游戏化的推进，幼教工
作者越发重视环境材料对幼儿发展的

重要性， 尝试将各种开放性材料纳入
幼儿的学习环境中，挖掘教育价值。这
一理念在乡村园所同样适用， 还可以
发挥材料的环保、自然、低结构的教育
价值，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

灵活运用教育材料

提升学习兴趣
教育需要回归生活，课程需要贴

近幼儿。 利用常见水果橘子，设计美
术教学活动《橘皮畅想》。一幅幅充满
创意和童趣的橘皮粘贴画，即充分利
用了材料， 又满足了幼儿成长的需
要。 带领孩子们进行户外“画春”，当
在院内墙上粘贴的食品保鲜膜上拓

印春景时，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深

刻的回忆， 因为这是他们的亲身体
验、实践操作。

巧妙改造身边材料

变教具为玩具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中提出
的，材料具有开放性，又具有多种组
合、改变的可能性。 区域活动是一种
重要的自主活动形式，需要给幼儿提
供丰富的活动材料。基于农村幼儿园
的现状，低成本、低结构化的开放性
材料比较适合。 鸡蛋托、雪糕棍成为
老师们共同探索延伸的焦点。利用黏
土装饰鸡蛋托，变身小动物投放到美
工区，请幼儿继续创作；在鸡蛋托和
雪糕棍上涂上相对应颜色进行配对

或者画上简单的几何图形进行配对；
在鸡蛋托上写数字， 雪糕棍上涂黑

点，进行点数配对，成为益智区备受
幼儿喜欢玩的教具。

探究运动材料

用体育游戏释放幼儿天性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中提出，体育材料的开放性，玩法的
多样性，体育游戏的趣味性，对于激
发幼儿的体育活动兴趣、促进幼儿以
体能为主的各方面发展具有独特的

作用。利用奶粉罐开展一物多玩的实
践，在小班变奶粉罐为《推小车》，在
中班变奶粉罐为《跳跃障碍物》，在大
班，变奶粉罐为高跷。同时，还尝试了
将面袋、水桶等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材
料进行大变身，一物多玩、变废为宝、
寓教于乐， 孩子们收获到体验的快
乐，老师们感受到专业的智慧。

开放性材料让深度学习自然发生
市直幼儿园 杨琳

秉持“游戏体验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这一
价值理念，体验式学习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
组”）设计了让每一个学生在游戏中成长的系列
课程和实施方案， 创新了新时期科学的学生体
验学习教育策略， 探索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基于
河南原创的游戏体验式学习之路。

基于游戏体验学习的视角， 项目组以学生
在校园一日活动中的 4 种活动形态， 编制了整
套实施方案， 首次尝试以课程校本化实施方案
的形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开发了课程文本和
有益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 使教师与学生在
互动中共同成长。

学生主题游戏活动设计

《玩着长大》课程从“整体性”入手，建构了
以“游戏体验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涵盖课程理
念、目标、内容、组织与评价为一体的综合课程
模式，较好地实现了课程要素的有机整合。

课程确立了“玩着长大，主题游戏促进学生
成长”的核心主张，形成“学生为本”的主体发展
观、“注重玩着成长” 的课程观、“以学生经验生
长为主旨” 的教学观、“具有课程整体建构意识
和建设能力”的教师观、“玩学一体”的课程系统
观，以自理、语言、合作、情绪、专注、创造等 6 大
能力的培养为基点， 以 108 个经典传统游戏为
载体， 以共享游戏教学资源包建设为基础，以
“游戏目标—情景导入—游戏玩法—小贴士—
评价”为主要环节来系统设计，探索游戏教学的
新模式，凸显游戏育人的价值立场，旨在对学生
游戏课程创新这一领域做出深入的理论和实践

探索，把课题研究成果运用到游戏教学实践中，
有利用学生游戏课程促进学生发展。

学科体验式学习活动设计

围绕小学数学新课程理念， 在学生学习小
学数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愿意尝试、参与的愿
望，进而体验、实践，数学活动指向小学生数学
能力与素养的形成， 探索出 “感知—认知—体
验—表现—创造”教学模式，解决了当前小学数
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有效落实了学科核心素
养， 学科游戏活动既体现出学科特点又蕴藏着
丰厚的育人价值。

体验活动实验基地实践

在体验活动实验基地实践探索中， 遵循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的育人方法，既关注
学生的当下成长，又为孩子一生的发展负责。 基
地以成人为先、习惯为重、尊重天性、幸福成长
为导向，建立了五大领域和游戏课程精品库，形
成了有尊重、有思想、有专业、有品位、有特色的
课程模式， 引领孩子在自由与爱的学习氛围中
发展品质，在质朴清新的自然环境中浸润心灵，
在优雅温暖的人文环境中完善人格， 在自主开
放的教育环境中激发潜能， 促进了青少年核心
素养发展，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基。 濮阳市实验幼
儿园是王明平主持的 “教育部重点课题实验基
地”和“全国自主发展十佳示范基地”，成果《玩
着长大》课程获河南省特等奖。

探索体验式学习系列之二

走进游戏体验学习
让每一个学生
在游戏中成长
市油田教育中心 王明平

美术欣赏是一种特殊而复杂

的精神活动， 是人们在接受美术
作品过程中经过玩味、尝试、领略
产生喜悦、爱好的过程。幼儿美术
欣赏教育是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和

感受美术作品、 自然景物和社会
环境中的美好事物， 丰富儿童的
美感经验，培养其审美情感、审美
评价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的一种

教育活动。
开展以传统服饰为资源的

美术欣赏活动，要求教师秉持大
美育观来审视并寻找传统服饰

所蕴含的审美要素， 构建立体、
丰富的幼儿美术欣赏场域以促

进幼儿园美育实践。为提高幼儿
感受美 、 欣赏美与创造美的能
力，提升幼儿园美育内涵与品质
的需要 ，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传
统服饰融入幼儿美术欣赏教育

的探索研究》课题实验班建构了
融合中华传统服饰之美的美术

欣赏园本课程，遵循美术欣赏与
美育的内在逻辑关联，创设渗透
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国古代名
画中的传统服饰之美的美育环

境，切实开展能让幼儿体验传统

服饰之美的美育活动。通过挖掘
传统服饰艺术资源以及美术欣

赏的美育价值来培养幼儿的美

学素养，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

美育观下

传统服饰欣赏的价值定位

传统服饰所蕴含的美学价值

是丰厚而深沉的， 但幼儿的审美
心理区别于成人且具有年龄差

异， 他们对审美对象的感知与成
人不尽相同。 传统服饰融入美术
欣赏活动中需要充分挖掘其美育

价值， 要建立起传统服饰欣赏与
幼儿园美育的内在联结， 让传统
服饰艺术成为美术欣赏的重要表

达形式。
服饰欣赏是大美育观下重要

的美学表达形式， 可以推动幼儿
园美术欣赏活动从课程走向综合

实践， 与五大领域及日常生活发
生最大链接与整合。 幼儿在全视
域的环境空间中保持美的感知与

体验， 将会对幼儿的生活观和价
值观会产生影响。

在课题的实施过程中， 教师

以幼儿的兴趣和特点作为出发

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
一是构建多领域渗透的幼儿传统

服饰欣赏教育资源； 二是整理出
支持幼儿自主学习、 自我探究的
传统服饰欣赏教育方案； 三是策
划组织进行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宣传、展示传统服饰文化。

将传统服饰融入

幼儿园美术欣赏的实践路径

从课程建构、 环境创设和开
展一日生活、游戏、学习中的美术
欣赏活动入手， 深入挖掘传统服
饰艺术的美育价值， 为幼儿感受
美、欣赏美、创造美创造出良好的
教育环境。以传统服饰为载体，引
导幼儿喜欢并对传统文化产生兴

趣， 筛选出以提高幼儿文化审美
素养为根本目的的典型活动资

源，形成幼儿乐学、能学的传统服
饰主题美术教育活动方案， 用多
元化的方式进行教育实践， 初步
探索出适宜的幼儿美术欣赏教育

活动的途径。
重构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 ，

融合传统服饰艺术之美。 充分利

用网络和生活资源， 设计实施了
彰显幼儿本位的美术欣赏活动，
从课程目标、内容、组织形式、评
价等方面充分吸纳传统服饰的美

育要素，帮助幼儿充分感受、欣赏
服饰所蕴含的美。

创设幼儿园美术环境， 渗透
传统服饰艺术之美。 利用敦煌莫
高窟人物服饰艺术元素开展幼儿

园环境创设， 让传统艺术元素渗
透于整个幼儿园环境之中。 在幼
儿园创设敦煌飞天艺术走廊，班
级墙面、记录本封面、美术教室、
艺术区等环境中融入敦煌莫高窟

元素与经典古人物画艺术元素，
彰显传统艺术特色的办园理念；
将环境创设作为幼儿感受欣赏与

艺术创作的过程， 师幼共同创设
艺术空间、传统文化走廊、名画欣
赏、艺术长廊等环境；创设“敦煌
服饰研究院” 活动区等自然和谐
的游戏环境。

开展传统服饰欣赏活动 ，助
力幼儿表达传统艺术之美。 充分
利用网络、 绘本中的传统服饰艺
术资源开展各种艺术活动， 将传
统艺术的服装美和精神美统一融

合进具象的传统服饰欣赏活动中

去， 让幼儿在亲身操作中培养他
们的审美能力及创造美的能力。
利用积累的课程资源建立传统服

饰艺术资源库， 通过欣赏激发幼
儿对传统服饰的浓厚兴趣， 以绘
画、设计、手工等多种形式的体验
创作，感受汉唐服饰之美，增强文
化自信，提升审美能力。充分挖掘
中国优秀传统服饰文化的美育元

素， 选择传统文化中富有审美价
值且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内容生

成多元主题活动， 拓展幼儿的审
美视野， 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
审美情操。

总之， 课题组以培养幼儿民
族情感为根本， 以传统服饰的艺
术之美激发了幼儿及家庭对传统

文化的喜爱之情； 以提升美育教
育与传承中国文化为目标,�在《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与《指南》理
念指导下， 深入推进了教材教法
建设， 促进了师幼及家长对于传
统服饰艺术的关注和传承； 通过
传统服饰欣赏教育实践活动和家

园共育，提升了师幼审美能力，促
进了幼儿全面健康发展。

德育工作是学校文

化的沉淀，主题班会是学
校实施德育教育的重要

途径之一。 好的电影不仅
生动、形象、感染力强，而
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
术和文化价值。 选择优秀
电影开展特色主题班会，
在电影欣赏中渗透思想

道德教育， 是切合时代、
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利用电影资源开展

主题班会，丰富了德育内
容，拓展了德育途径。 为
让小学生珍惜当下的幸

福生活， 培养爱国情怀，
可以开展以 《虎门销烟》
《建党伟业 》《长津湖 》等
电影为载体的爱国主义

教育主题班会。 为培养学
生的感恩情怀，可以开展
以《漂亮妈妈》《暖春》《搭
错车》《大地震》等电影为
载体的感恩教育主题班

会，使学生明白传统谚语
“鸦有反哺之义、 羊有跪
乳之恩 ”的内涵 ，做到孝
亲 、尊师 、爱人 、感恩社
会 、感恩自然 ，勇敢面对
困难与挫折，真正体会自
我与生命的精彩。

利用电影资源开展

主题班会，可以使学生的
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优
秀的影视作品不仅可以

增强班会的趣味性以及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还

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形象 ， 为学生树立
德行的榜样 ， 凸显人生
价值 。 要有目的地引导
学 生 带 着 问 题 去 看 电

影 ， 并将这些问题放到
班会中讨论 ， 提高学生
参与班会的主动性 ，培
养学生组织班会及主动

思考的能力 。 观影结束
后 ， 学生还可以结合电
影主题进行合作探讨 、
组内交流、汇报分享。

利用电影资源开展

主题班会，能够培养学生
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展
示健康的生命个体。 优秀
的影视作品能给学生美

的享受，在无形中让他们
得到心灵的净化、品格的
升华。 通过观看一些励志
电影， 引导学生观看、欣
赏、探讨和辩论这些作品
的内容和主题 ， 化堵为
疏，做好学生健康成长的
引路人。 让他们通过别人
的成长历程，真正明白理
想、信念的重要性。

巧妙利用电影资源，
开展主题班会， 一定能给
德育工作带来新的改变，
大大增强教育的效果，有
效地汲取道德养分， 提升
道德修养， 丰富学校立德
树人的内涵， 促进学生健
康、全面、持续、和谐地发
展。

选择了教育事业，就
要倾注真情， 爱上教育。
教育就像一朵青莲花，它
是知识的传授、道德的熏
陶、心灵的祥和。 任教 22
年来，我坚持“以德立教，
爱心永驻”。 三尺讲台是
我们思绪纵横的绚丽舞

台，它面对的是国家未来
的栋梁之材；明净课堂有
我们灯火阑珊的彻悟境

界，那里写满了学生成长
的点点滴滴。 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我不敢有丝毫
的疏忽和懈怠。

19 岁就站在三尺讲
台的我对未来充满憧憬，
对工作充满热情，这些年
来与学生朝夕相处，以校
为家，父母说我是他们的
“月亮女儿”，只有晚上才
能见到人 。 连续当了 18
年的班主任，每一届孩子
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
完的情愫。

为了使学生更直观

地感受到所学的知识内

容，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我会在课前画好简
笔画 、英语卡片 ，制作英
语教具 、幻灯片等 ，常常
备课到深夜 。 2003 年中
招，第一届学生的英语成
绩让我无比欣慰。 我终于
明白：任何一个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的人，都是靠拼
搏和努力换来的，成功没
有捷径。

送走第一届学生后，
我中途接了一个班。 学生
们一开始不接受，甚至排
斥，我明白疏导比堵塞更
重要，身教重于言教。 当
时， 我怀孕 5 个多月了，
行动不便，家人都劝我请
假休息，但我舍不得孩子
们 ，依然参加早读 、晚自
习，学生被我的行为感动

了，工作开展得也越来越
顺利。匆忙休完产假回来，
正好赶上新初四毕业班暑

假上课， 因为孩子不到半
岁、离家又远，孩子一上午
要吃几次奶。 为了不影响
上课， 都是婆婆把孩子带
到离学校近的地方吃上几

口奶， 然后我们再匆忙离
开，各自回各自的“岗位”！
就这样我克服困难， 与学
生并肩作战， 度过了非常
不容易的一年。 当年班里
考上市一高 14人，考入奥
赛班的有 7人。天道酬勤，
付出终有回报！

当了 18 年班主任的
我深知班级管理工作要

讲究艺术，要考虑学生需
求。 我从教学方法、班级
管理艺术上动脑筋，制服
犟牛用再大的力气不如

一把青草效果好。 我开始
慢慢地形成自己特有的

管理方法。 在安排工作时
统筹兼顾，考虑问题时周
密仔细，使各项工作井然
有序。 平时我注重培养学
生自主 、自信 、自立的品
格 ， 善于寓教于管理之
中。 古人云：“亲其师，信
其道。 ”我努力打造一个
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使
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快
乐地成长。

教育是我的信仰，给
予我的最大的财富就是

用一颗 “仁爱之心 ”去教
书育人。 周敦颐《爱莲说》
里是这样描述莲花的 ：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 ，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
外直 ，不蔓不枝 ，香远益
清 ，亭亭净植 ，可远观而
不可亵玩焉。 ”教育就像
这样一朵清莲———芳香

永驻，盛开在我生命长河
中，永不凋谢！

巧用电影资源
开展主题班会渗透德育教育

南乐县第二实验小学 胡俊玲

传统服饰
融入幼儿美术欣赏活动的探索

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胡素芳

教育就像一朵青莲花
市第一中学 吕海霞

户外运动《跳布袋》。 美术活动《橘皮畅想》。

高三老师常言 ：“一轮复习夯实
基础，二轮复习提升能力 ，三轮复习
训练题感。 ”由此看出二轮复习的重
要性，这个阶段是学生成绩和能力提
升的一个关键阶段，甚至会成为学生
们学习水平的分水岭。

高中历史教学的常态是“一轮讲
得多，二轮挖得浅”。 所以很多老师的
二轮复习就上成了“第二次复习”，即
把一轮讲过的知识重新炒一遍，俗称
“炒冷饭”，因为老师们觉得一轮讲的
学生还记不住，二轮补充再多也是徒
劳无益，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
区。 二轮复习的目标是在一轮复习的
基础上，对高考考察的主干知识点进
行巩固和强化。 其重点在于如何让学
生把建立起来的知识网络更加的系

统化和条理化，然后灵活运用学科内
的知识去解决问题。 一轮教学中历史

课上得满、讲得多，所以学生面对庞
大的信息库力不从心。 二轮复习教师
则更多充当了“执鞭者”角色，鞭打耕
牛，结果学生的学习状态就成了 “死
记硬背。 知而不懂，懂而不精，一做就
错”， 自然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及主
动性。

那么，二轮教学怎样做才会更高
效？ 我认为抓好两点尤为重要：一是
明其向。 要掌握高考的风向标，深入
研究《考试大纲》《考试说明》《课程标
准》，掌握对具体考点的要求，落实每
个考点的要求和理念的渗透，抓住备
考的根本。 加强高考真题的研究，宏
观上是“历年高考试题找共性 ，近年
高考试题找趋势，相同考点试题找规
律，不同题型试题找变化 ，不同考卷
试题找新意”； 微观上对高考真题的
把握则需要认真研读 《高考评价体

系》及《中国高考报告丛书 》，可以放
在试题的“考察意图、选材特点、学术
背景 、题型特点 、设问特点 、答案拟
制”等方面上。

方向明确后，接下来我就是具体
方法。 方法一是高屋建瓴、执简驭繁，
重新整合主干知识，拓宽主干知识的
深度；方法二是脚踏实地，抓好常规，
科学有效备考， 训练学生的题感，提
高效率。 如夯实学生基础，重抓笔头
落实；精选模拟试题，不搞题海战术；
增加史料阅读，优化课时安排 ；增加
纲要专题，拓展学生思维等

若能做好以上工作，相信学生的
二轮复习就会经历这样的三重境界：
“悬思—苦索—顿悟”；我们教师也会
实现从“执鞭者”到“引路人”角色的
转变，我们的高三教学才能做到有效
备考、科学备考、决胜高考！

不做“执鞭者” 当好“引路人”
———关于高三历史教学二轮复习的思考

市第一高级中学 杨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