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鲁豫边区红色资源与道德与法治课融合探究

为引导学生从小在树立红色理

想， 充分发挥了红色文化立德树人的
教育价值，我采取多种形式，设计符合
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 将极具
地域特色的冀鲁豫边区红色资源融入

道德与法治课程。
把冀鲁豫边区红色资源融入道德

与法治课堂。 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中， 笔者有意识地从本土红色资源中
挖掘与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材料，对

学生充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 如：在教民族精神这一课时，
通过民族英雄安经武的故事， 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用冀鲁豫边区红色资源营造沉浸

式课堂。 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一门具
有政治性 、思想性 、开放性的综合课
程 ，应坚持课内课外联结 ，引导学生
走到校外，拓宽视野。 为了培养学生
对家乡、对祖国真挚的热爱和深厚的

感情，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笔者带
领学生参观红色遗址， 打造沉浸式课
堂。

运用冀鲁豫边区红色资源打造实

践课堂。 为了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促
进知行合一， 笔者在道德与法治教学
过程中， 充分利用冀鲁豫边区红色资
源开展实践活动。 如让学生化身为红
色旧址小导游， 置身其中为游客讲解
红色文化。

市第三中学 鲁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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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微语

让“双减”下的作业灵活起来
教研新论

初当班主任， 我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忙。 除了日常的教
学工作、班级管理，我时刻关注
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 总把
安全教育放在嘴边， 品德教育
成了课前的必修课。

一天下午， 学生陆续走进
教室，我正在安排学习任务，手
机突然响了。 学生小刘的妈妈
在寻找孩子， 因为中午吵了孩
子几句，孩子便赌气离开了家。
正当我询问班里学生有没有在

上学路上看到小刘时， 转头看
到她若无其事地和几个学生走

进教室，我的心总算放下了。我
给家长回了电话后就找小刘谈

话，虽然她已经意识到了错误，
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如何
才能真正让学生意识到安全的

重要性？ 如何让学生懂得热爱
生活、珍惜生命？这些成了我思
考的问题。

每天晚上， 我都会给孩子
讲睡前故事， 慢慢地形成了不
讲故事不睡觉的习惯。 从故事
中，孩子不仅能学到很多知识，
还养成了良好的饮食、 作息习
惯。 我为何不把故事讲给学生
听？

受到启发， 我试着给班里
的学生讲故事。《鸟和冰山的故
事》像是一曲关于爱的长歌，充
满力量。寒流来临之际，一群大
鸟从北极南迁飞向家乡。 一只
大鸟因沉迷于冰山， 不幸被冰
山困住双脚无法飞翔， 鸟群离
它越来越远。冰山发现后，决定
义无反顾地送大鸟回归家乡。
可越往南飞，天气越热，冰山逐
渐融化。最后，大鸟含泪衔起只
剩花生米大小的冰山， 朝着家
的方向再次飞翔。

这是一个温暖动人的故

事， 冰山为了帮助大鸟不惜牺
牲自己。“父母对孩子的爱亦是
如此，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默
默地守护着孩子， 父母爱你的
方式是什么？作为孩子，你会用
什么方式爱父母？”听了我的问
题， 学生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
起来。

在激烈的讨论中， 学生理
解了父母的唠叨， 明白了父母
对孩子的爱是无私而伟大的，
正如冰山对大鸟的爱一样不求

回报，宁愿牺牲自己，只希望孩
子平安健康、快乐成长。作为孩
子，少一点叛逆、多一分理解；
少一点倔强、多一份感恩；少一
点抱怨、 多一份知足。 有句话
说：“爱人先爱己。”爱父母就先
从爱自己开始，爱惜身体，珍惜
生命， 重视人身安全等方面开
始。只有自己平安健康，父母才
能安心， 减少父母的担忧也是
一种爱。

经过白天的讨论， 学生陷
入了沉思……晚上， 我收到了
家长的信息。 很多学生一改常
态，有的回到家主动完成作业，
有的主动做饭， 有的包揽了所
有家务……

故事如同一面镜子， 能帮
助我们看到问题， 通过对故事
的思考能使我们反思不足受到

启迪，更加乐观地对待人生、热
爱美好生活。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 要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 就要使学生会用数学的眼
光观察世界， 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
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 数学来
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如何打通数
学和现实世界的“最后一公里”呢？

在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学习完
《平面图上的东南西北》后，学生了解
到绘制地图时“上北”是为了交流方便
的人为规定， 已经能够分辨平面图上
的东南西北， 描述平面图中事物的位
置关系。 怎样才能让学生把平面图上
的东南西北和生活中的东南西北联系

起来呢？ 我布置了这样一项任务：“你

座位的东南西北分别都有谁？ 请你在
平面图上画出来。 ”很多学生在绘制平
面图时想当然认为，自己前面就是北。
通过交流汇报，学生总结：要想绘制正
确的平面图， 必须先找准生活中的东
南西北， 再把生活中的人或者事物在
平面图上呈现出来。

就这样， 学生在真实的座位情境
中，产生了认知矛盾和冲突，在真实情
景中判断方位，联系平面中的方位，正
确地解决了问题。 课堂也需要这样生
活化处理，让学生积累活动经验，真正
地体会到数学与生活两者之间的密切

联系。

综合实践是小学数学学习的重要

领域。 学生在实际情境和真实问题中，
运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核心素养。
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平台 ，让
学生动手实践， 给予学生犯错误的机
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数学，在实践
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更
好地感受数学魅力。

市实验小学 王丽敏

把把数数学学带带进进生生活活

读书，让“周扒皮”变为“王唤醒”。
从需要读书到读专业书，从受益读

书到偶遇畅销书，越来越能感受到读书
的乐趣，渐入享受读书之旅。 在忙碌完
一天的工作后，笔者开始检查教师不同
形式的读书分享， 呼叫未分享者读书。
一位老师刚刚睡着 ， 就被提醒读书分
享，于是随手发了个微信朋友圈：“半夜
被我们的王校长叫起来读书， 哎哟，瞬
间脸红 ，披衣下床 ，坐在灯下给大家读
书分享……”好友笑侃曰，你简直是“周
扒皮”， 于是乎被圈内小伙伴们戏称为
“周扒皮”。

随着读书推广活动的深入， 笔者逐

渐厘清“唤醒”的责任和使命，找到推动
团队读书的方法： 从校园推荐同读一本
书，到“双减”背景下，全区 2200 余名教
师共读《周国平论教育》；从每天撰写“读
书分享”“唤醒心语”，到《我是周扒皮》系
列文章发表；从“读书、发现、唤醒、成长”
的全员读书，到“全科、全本、全方位”的
“三全阅读， 立体成长”； 从校园书柜林
立、社团雨后春笋，到读书成果“唤醒阅
读力” 电子书柜在全国推广……在唤醒
内驱力、发现成长点的基础上，笔者被业
内人士称为“王唤醒”。

发现：从博览群书到品香知味。
读周国平老师的《守护人性》，让“双

减” 工作在教育转轨期的迷茫有了依据
和方向；读《傅雷家书》家长版，让《家庭
教育促进法》 宣传推广的理论依据和实
施措施有了保障；读《每日一进》《每日一
律》《待人有道》小册子，让唤醒教育中的
“习惯立足于培养”有了落地依据；读《自
我领导的艺术》，让教师“自我唤醒”有了
方向。 书是一面镜子，让笔者对教育教学
工作进行优化和反思， 读书视野和学以
致用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成长：从书香润泽到唤醒教育。
从读中学到读硕士， 从读书到做教

师 ，从读书到当校长 ，从 《少年文艺 》到
《三大战役》……读书已成为笔者生活的

一部分，早上不读书不吃饭，晚上不写作
不睡觉。 从普通教师到最美读书人，从校
园阅读到“唤醒戚城读书会”，从名师工
作室到清源教育志愿服务队， 笔者已开
启“人人读书、家家书香、校校书柜林立、
处处书声琅琅” 的全民阅读事业发光发
热之路。 读书在左，写作在右，不管前方
是繁花似锦，还是艰难险阻，读书和写作
都会一直陪我走下去。

我要做一只自燃型的飞鸟， 用书香
传播以“唤醒心中巨人，发现精彩你自己
为核心”的唤醒教育———唤醒一名学生 ，
成就一个家庭； 唤醒百名教师 ， 感染一
所学校；唤醒万名家长，轰动一座城市！

市子路小学 陈艳蕊

在 新 课 改

的背景下，小学
语文学科识字

教学也需要做

到与时俱进。 教
师应该丰富教

学内容，新颖学
习形式，把枯燥
无味的识字过

程变为有趣的

识字乐园，为低
年级学生营造

科学化、高效率
的识字课堂。

创设情境

深入人心

情 境 教 学

法是趣味识字

课堂经常采用

的授课模式，为
学生创建身临

其境的识字体

验，有助于加强
学生的学习专

注力，使学生快
速领会识字学

习的内涵。 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教
学设备展示象形字演变的过程 ，
结合情景的释义， 让识字课堂更
加深入人心，在潜移默化中，加强
学生对汉字的理解。

拓展生活 引发共鸣

趣味识字教学可以与学生的

日常生活联系到一起，通过学生熟
悉的生活事物， 引发学生的共鸣。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操
场上学习，引导学生回忆“打球、跳
高、跑步、拔河”等游戏活动。 当学
生每次下课迫不及待地来到操场

上玩耍时，就会对汉字产生深刻的
代入感，将汉字与游戏活动一一对
应，从而提升识字效率。

创编歌谣 朗朗上口

将复杂的汉字编到歌谣之中，
不仅能通过优美的韵律来加深学

生的学习记忆，也能帮助低年级学
生加强汉字之间的联系，建立良好
的汉字学习框架。教师还可以将汉
字编撰成朗朗上口的歌谣，便于学
生记忆。

引入谜语 活跃思维

为了让学生对识字产生兴趣，
教师可以将汉字以谜语的形式展

现，引导学生深刻体会汉字字形的
魅力。 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
地剖析生字字形特点，还能让学生
根据谜语建立汉字记忆小组，活跃
学习思维。

结合故事 加强联想

如果只让低年级小学生单独

记忆某个汉字， 不仅效率低下，也
很容易与其他的汉字混淆。 对此，
教师可以将趣味识字与故事元素

融合到一起， 结合生动的故事情
节，加深学生的学习联想。

识字教学的方法有很多，要想
让学生轻松、愉快地识字，还需要
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科
学有效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汉字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表
象，能够看形、读音、思义。 只有这
样，才能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
质量，帮助学生突破传统识字课堂
的框架束缚，夯实出优秀的汉字底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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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持一颗平常心
做善于沟通的老师

市子路小学 邓宁宁

用故事引领学生热爱生活

“双减”政策犹如春雷，敲出了新
时代教育的好环境。但是，“双减”不意
味着完全摒弃作业， 因为作业是常规
教学的重要环节。 过分注重知识储备
训练的传统作业体系， 会导致作业形
式单调，内容机械。 所以，如何优化作
业内容、 提高作业质量是一个需要我
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首先，应该让作业有针对性。由于
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 班级里经常
出现优等生作业“吃不饱”、后进生“吃
不消”的现象。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认
知能力，设置不同的作业要求，并把所
布置作业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以掌
握基础知识为主， 属于所有学生必做
题；第二层重在技能训练，旨在提高学

生做题速度；第三层为探索性问题，重
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从而使各类学
生都有进步和提高。

其次，作业内容要有趣味性。学生
刚入校时，学习热情很高，作业完成质
量也高。但过一段时间后，水平就开始
参差不齐， 这是因为反复枯燥的作业
内容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教师
要学会整合设计作业内容， 让作业内
容和形式有趣一些。 比如讲“春天”主
题单元，我们可以组织踏春活动，然后
在活动中学生去体验感受春色， 才能
让学生妙笔生花，写好春景。有趣的作
业内容和形式， 不仅可以调剂学生的
学习生活， 更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
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整合能力。

最后，教师要改变作业的评价
方法。 教师对作业评价的时间、客
观，都能体现评价的激励功能。教师可
以利用教室多媒体教学设备展示学生

的优秀作业； 针对作业中存在的共性
问题，集中处理；利用班级群，分享优
秀作品；利用班级阵地、教室走廊，展
示学生的优秀作业等， 提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总之， 只要教师在
设计作业内容和形式的

路上要不断创新， 才能
让学生勇于进取。 让
“双减” 下的作业灵
活起来，让“双减”下
的童年快乐起来。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
的，一切为了孩子。 ”虽然这句
话耳熟能详， 甚至有些老生常
谈的感觉， 但是这也是家长和
教师最大的共识。我们会发现，
在教育过程中， 遇到和教师教
育理念有所出入的家长是常有

的事情。 所以与不同的家长沟
通，需要一颗平常心，还要有沟
通的智慧和方法。

面对比较敏感的家长 ，要
注意场合，私下沟通，最大限度
地换位思考，达成共识。教师平
常面对的是一个集体， 基本上
所有工作的出发点是依据班级

整体情况而定。 而家长面对的
是一个孩子， 考虑的只有自家

孩子的发展 。 这
时候就需要教师

站在家长的

角度去思考

问题，推心置
腹，更容易唤
起家长共鸣，
也更容易达

成共识 。
在 面 对

家 长 的

质疑时 ，
为 了 达

到 更 好

的 育 人

效果 ，教
师 最 好

能 与 家

长面谈 ，
而 且 要

在第一时间去联系家长。 先倾
听，再予以肯定，等家长情绪平
复后或第二天再与其面对面沟

通。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合
学生平时的具体表现和事实，
引导家长转变育子理念， 扬长
补短，有效诊断，一起为学生量
身订制学期生活、 后续发展规
划，真正做到家校携手，助力学
生成长。

面对有个性或是有想法的

家长，教师要想人所想，避免说
教，摆正位置，以同为父母的心
态与家长沟通， 形成平等交流
的氛围， 向家长提出协商解决
措施，并给予支持与帮助。当学
生后续有改进或者表现有反复

时，教师要积极与家长沟通，保
持信息通畅， 建立足够的信任
感，以减少冲突发生。

面对想配合却又不知如何

是好的家长， 教师可以选择以
优带新，用榜样引领、鼓励有经
验的家长多分享， 成为这个群
体的“黏合剂”。 引荐一些优秀
的家长，让家长们形成“经验分
享圈”，促使其他家长接受一些
正确的教育观念并为之改变。

作为年轻的教育者， 教师
虽有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
但经验沉淀下来的智慧， 是我
们应该在一次次的反思中去汲

取、去成长的。教师不妨把每一
次困惑都记录下来， 然后慢慢
思考； 同时把每一次成功记录
下来，然后总结提炼；同样把每
一次尝试记录下来， 然后反复
改进……把反思的每一步都记
录下来，直面问题所在，坚持正
确的，承认错误的，督促自己不
断成长。

毛毛虫

班里有得流感的学生， 我也未能
幸免，上课一直咳嗽。 下课后，小源马
上走过来问：“老师，你感冒了吗？ ”我
一看是班里最淘气的学生小源， 故意
生气地说：“是啊，老师带着病上课，你
还气我！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
不气你了，你坐下歇歇吧。 ”说着他搬
来了一个凳子让我坐下。

他的举动让我很吃惊， 平常那么
爱捣乱，今天是怎么了？ 原来他也有可
爱的一面，只是我没有发现。 这件事让
我深有感触，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教师
经常遇到的事情，是我给他贴上了“淘
气鬼”的标签所致。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正在讲
课。 突然听到一声大叫，班里顿时乱了
起来，我循声望去，找不到是谁，同学
们也都说不知道。 我看了看，发现最爱
捣乱的小源坐在那里，我心想，他平时
就爱出风头，这次肯定也是他！

于是，我就问小源：“是你吗？ ”他
连忙摇着头说：“不是我！ ”“不是你？那
能是谁？ ”我没好气地说。 “老师，真的
不是我！ ”小源一脸委屈，我看他脸憋
得通红，快要哭出来的样子，难道我冤
枉他了？

下课后，我经过了解才发现，原来
是坐他旁边的学生墨囊漏了， 不禁大

声惊呼， 又怕老师责骂， 所以不敢承
认。 后来，我向全班的学生说明了事情
经过，并真诚地给小源道了歉。

错误的认知让我觉得， 课堂上表
现不好的孩子其他方面也不会太优

秀， 却殊不知为人处世更重要的是平
等、尊重与真诚。 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
能凭片面的主观意识， 更不能随意给
学生“贴标签”，这样会把学生局限在
某个框框内，不利于对学生的成长。

作为教师， 我们更应该遵从多激
励、不贬低的原则，对学生进行客观的
行为评价， 不能用消极负面的语言去
对孩子的性格和行为作任何界定。

不给学生随意“贴标签”
市子路小学 张瑞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