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教育部印发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 从厚植中华文
化底蕴、 增强民族自豪感、坚
定文化自信、做堂堂正正的中
国人等育人目标出发，遴选蕴
含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
神和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容和载体形式，
融入教材、融进课堂。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

材指南 》的颁布 ，为我们在小
学音乐、美术课堂中渗透优秀
的地方民间艺术，用民间艺术
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内涵滋养

学生成长提供了方向。
濮阳，有着数千年的悠久

历史，孕育并传承着丰富多彩
的民间艺术。 美术工艺类有：
清丰麦秆画 、 濮阳刘堤口木
版年画 、 南乐草编 、 清丰黑
陶 、 濮阳剪纸等 ； 戏曲古韵
类有 ： 河南豫剧 、 濮阳大弦
戏 、 范县四平调 、 范县大笛
子戏 、 南乐目连戏 、 台前枣
梆子戏等 。 这些优秀的本土
民间艺术 ， 是拓展小学生学

习内容、 激发审美志趣、进行
传统文化熏陶的珍贵资源。

清丰麦秸画，用麦秸作原
料 ，剖 、烫 、剪 、刻结合 ，经染
色、烫色、抢毛、撕毛等工艺制
成 ，作品如 《梅兰竹菊 》《喜上
眉梢》《龙腾虎跃》《锦绣河山》
等 ，其志趣高雅向上 ，制作精
美绝伦 ； 濮阳剪纸 ， 严谨细
致的画 、 刻 、 剪 、 镂和设计
精美的剪纸造型 ， 反映人们
祈求丰衣足食 、 人丁兴旺 、
健康长寿 、 万事如意的美好
愿望 ； 濮阳刘堤口村的木版
年画， 造型古朴， 色彩鲜艳，
寄托着祈福、 辟邪、 威严、正
义的精神意愿 ， 是古老年味
的 “活化石”； 清丰黑陶， 集
雕塑 、 堆塑 、 浮雕 、 刻花等
雕、 镂、 剔多种工艺于一身，
将古老的制陶艺术不断发扬

光大 ；南乐草编 ，利用麦秆柔
韧皮薄、 色白质嫩的优点，将
草编由半成品 、再制品 、工艺
品升级转化 ，深化加工 ，产品
远销海内外。

河南豫剧《朝阳沟》《小二

黑结婚》、濮阳县大弦戏《黄河
谣》《战濮阳》、南乐目连戏《目
连僧救母》《劝善金科》、 范县
罗卷戏《探桥》《海瑞搜宫》、台
前枣梆戏《天波楼》《红岩》、范
县四平调《智取威虎山》《小包
公 》等 ，这些剧目的主题都是
激浊扬清 、惩恶扬善 、弘扬善
美的经典剧目，徜徉在戏曲的
剧情之中，能够让学生感受剧
情的曲折和人性的伟大和历

史的厚重， 激发他们向真、向
美、向善的内心感召。

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是
濮阳小学生成长中的宝贵营

养和珍贵资源。 通过学习，帮
助学生从小建立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与认同，熏陶他们把热
爱家乡的情愫植入心中，把热
爱祖国的光荣感植入心中，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理想信念深植心中。 让
地方民间艺术成为培养具有

中国心、民族魂的社会主义事
业接班人的生动教材，让民间
艺术在学校教育的传承中不

断发扬光大，创优创新！

将地方民间艺术引进课堂的育人价值
市第三小学 赵少军

《小学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着
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学生自
主选择阅读材料，在阅读过程中主动
思考和感悟，启迪思维，获得审美乐
趣。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主动阅读，
培养学生的个性化阅读能力呢？

转变观念 造读书之境

为进一步引导学生多阅读，营造
浓厚的阅读氛围，可在学校教学楼每
层楼休息平台设置开放式阅读书屋，
每月定期更新书屋种类，由各班轮流
负责管理，做好图书维护、清洁工作。
学生在课后来到书屋阅读自己喜欢

的书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下，每一
个学生的阅读神经都能得到刺激，同
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语文课堂阅读教
学活动的效率。

师生互动 享阅读之乐

教师必须意识到个性阅读对于

学生一生发展的重要性， 要积极引
导学生通过个性阅读， 去实现和挖
掘自我价值。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
引导者， 要善于通过互动来带领学
生走向阅读的更高境界， 搭建平台，
让学生与文本进行个性化对话 [1]。
为了激发学生保持长久的阅读激情，
我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比如 ， 结合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 ，
以教学内容为引领， 组织开展了诗
歌朗诵会、 名人故事大赛、 制作手抄
报等， 活动由学生轮流设计、 主持和
参与， 在提升学生阅读水平的同时，
还能锻炼学生们的组织、 协调能力；
开展读书笔记展示活动， 挑选一些有
特点、 有思想的文章， 在班级中进行
展示， 以榜样激励学生在阅读中多思
考， 探究文章更深层次的情感。 此
外， 在日常学习中， 我专门设计了
“红星卡”， 学生表现棒的时候就可以
得到一枚红星， 集满一定数量后， 可
以在我这里换取书籍， 这些书籍完全
归学生所有， 这样比家长给学生直接
购买更有吸引力， 大家都铆足了劲争
取早日集满红星。课后，学生们经常聚
集在一起讨论书籍的内容， 班级阅读
氛围十分浓厚。

共赏美文 荐可读之书

小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

心，这一年龄段是他们脑力与智力飞

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教师在引导学
生进行阅读。 培养学生个性化阅读
水平时，一定要注意书籍的选择。 在
书籍的选择上，我建议以符合小学生
认知发展以及兴趣爱好的故事类书

籍为主，比如《小王子》《狼王梦》《西
顿动物故事集》等，这些故事情节丰
富，人物性格饱满，小故事蕴含大哲
理，文字优美，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 同时，故事中所折射出的坚强、
勇敢、善良的优秀品质也有利于德育
教育的开展，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 通过故事的榜样作用，让学生
能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勇往直前，
不畏艰难。

内外结合 育阅读之习

要想培养学生个性化阅读，不仅
要重视课内阅读， 还要加强课外阅
读。 因此，教师不仅要对课内阅读教
学进行充分备课、精心设计，还要将
学生的视野引入到更为浩瀚无垠的

课外阅读之中，帮助学生从多种层面
汲取阅读养分，积累更多的语言、写
作素材，实现文化元素的积淀[2]。 例
如， 在教学 《普罗米修斯》 一课后，
我发现学生对这类神话故事非常感

兴趣， 于是， 我借此机会给学生推
荐了 《山海经》 《古希腊神话故事》
等书籍 ； 在开展 《大自然的启示 》
教学时， 我给学生推荐了 《神奇的
海洋世界》 《大海里的生物》 《自
然百科》 等书籍， 帮助学生实现知
识的迁移， 引领学生能够将课堂中
学会的阅读技巧运用到课外阅读之

中 ， 以此来形成课内外教学合力 ，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总而言之，阅读教学的根本目的
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 而个性化阅读则是促
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
我们应当大力推行个性化阅读， 不
断探索和实践， 总结出一条符合学
生特性的个性化阅读培养之路。
参考文献：
[1]高金秀.浅谈小学生个性化阅读能
力的培养策略[J].新教师,2017(1):37-
38.
[2]荣海燕.在阅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
生个性化阅读[J].赤子(上中旬),2017
(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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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在传承传统文

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使学生

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
自信。 基于此，本文对于小学
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

方式进行了相关探讨。
提高教师文化素养

教师只有认识到，将传统
文化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意

义，才能将美术教学与传统文
化深度融合，从而提高学生的
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 教师应
在实际教学中，深入学习传统
文化知识，并与当代小学美术
教学有效结合，使自身的美术

素养与传统文化传承能力得

到提高 ， 进而拓展学生的艺
术 、文化视野 ，最终促进学生
艺术学习的发展与进步。

特色文化走进课堂

小学美术教材虽然涵盖

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但这些
元素之间的关联度较低。 为了
使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知识

的记忆，教师应该对教材中的
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梳理和拓

展。 比如濮阳出土了“中华第
一龙”，有着“龙都”之名，教师
可以让龙文化走进艺术课堂，
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传

统文化，让学生在课堂中汲取
地方特色文化，感受传统文化
艺术的魅力。

多彩活动丰厚底蕴

教师应该带领学生走出

校园 ，到当地的博物馆 、美术
馆、 文化遗址公园等场所，进
行艺术实践活动，接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新课程标准实施后，
作为体育教师一定要转变

观念，从单纯追求运动成绩
的框框里跳出来，树立健康
体育观的意识，通过一些有
效的手段来带领和引导学

生们参加体育锻炼。
长期以来，学校体育课

的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使
身体变得更健康，而每周有
限的体育课往往不能满足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目的。
健康的体质需要一个长期持

之以恒的过程，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在体育教学中，应
着眼于怎样通过一些教学方

法激发与调动学生体育锻炼

的兴趣和热情， 逐步培养他
们的爱好和自觉参加体育锻

炼的习惯， 使他们在运动中
体验到其中的乐趣。

体育课堂常规，是为了
保证体育教学工作的正常

进行，对师生提出一系列的

基本要求，是学校体育教学
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实施
课堂常规，不仅有助于建立
正常的教学秩序，严密课的
组织，而且对加强学生的思
想品德教育都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在操场上上体育实践
课与室内理论课有截然不同

的要求， 必须遵守体育实践
课常规要求。 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 有严格的课堂常规要
求约束， 才能实现和达成体
育课的目标。

教学常规并不是一朝

一夕养成的 ， 是要经过教
师和学生共同努力 、 长期
反复的练习 ， 才能建立起
来的 。 而良好的教学常规
的养成 ， 对保证课堂教学
的顺利进行 、 完成教学任
务 、 提高教学质量 ， 起着
决定作用 。 所以 ， 在课堂
中还是要狠抓体育课的常

规训练。

小学生性格比较活泼，难
以集中注意力 ，因此 ，教师应
该更新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
识字兴趣，让学生上课时更好
地集中注意力，以此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进一步增进教学
质量。

在识字教学的课堂里，可
以从文本 、生字 、演变三个方
面进行指导 。 以文本作为基
础，将生字语境与课文内容相
结合 ， 让学生明白汉字的含
义，加深对汉字的印象，真正做
到“识”字。以汉字为例，可以运
用文字的演变过程， 以及对字
义的转变， 抓住部分形近字的
特点，创建对文字的理解性，让
学生加深了解中华文字的演

变，提升学生更有效地识字，帮
助学生更彻底地理解文本。

教学中， 根据小学生的兴
趣特点设计丰富的识字资源。
如单词卡、 多媒体图片、 实物
等，还可以结合教学教材，为学
生准备更多类型的资源， 不仅
使教学环节流畅， 还可以让枯
燥乏味的教学气氛转变为与学

生积极互动的情景。例如，在学
习《我不能失信》时，首先让学
生通过朗读的方式， 将识字方
法读出来， 把识字技巧记在心
里，在默写中有所收获。 文中的
“信”字，采取加一加的方法，在
多媒体上展示学生以前学过的

生字，以“言”字为基础，教会学
生认识 “亻” 字旁， 则演变成
“信”，在之前学过的生字加上偏
旁形成新的字，有利于学生记忆
力加强。 在学习“盼”字时，在多
媒体上展示“目”的字词，引导学

生通过字体的演变认识“目”，了
解“目”的意义之后，再用加一加
的教学方法，加一个“分”字，会
变成“盼”。 通过字体的演变，不
仅让学生对“盼”这个字记忆深
刻，同时也理解了它的意思。 所
以，在识字教学中，要充分关注
学生个体的学习情况， 通过赏
识、包容、引导的方式，保护学生
的学习兴趣，用积极性、夸奖性
的语言， 激励学生对识字的兴
趣。

趣味识字教育会给学生提

供更多与教师的交流机会，丰富
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学习乐趣。
在上课时， 通过有趣的词汇游
戏，使学生对汉字结构更深入地
了解，提升学生的积极性，进一
步提升学生对汉字的理解，以此
提高语文的生字学习能力。

小学数学题目具有一定的抽象

性，学生短时间内难以理解题干的意
思，因而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所以，广大教师需要转变和
更新传统教学理念，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注重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运用
有效的审题方法， 引导学生正确审
题，高效答题。

培养学生审题能力

教师对教育观念的理解，直接影
响课堂的有效开展和教学活动的最

终效果。 因此，要发展小学生的审题
能力，首先需要学校和教师等群体真
正打破传统教育观念的界限，树立并
接受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只有这
样，教师才有内在的动力去创造一个
有效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审题教学课

堂， 并且创造一个表达和分享的空
间，让学生深感学习审题知识的重要
性。 因此，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师开
展专业培训或讲座竞赛等活动，通过
此类项目不断更新教师的观念和教

学技能。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题意

正确理解题意作为审题的关键

和第一步，能够从大方向上引领学生
进行良好的题目定位。教师在审题教
学时应该制定审题策略，给学生正确
的审题指引， 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
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审题能力的培
养中。 比如,在学习“图形的面积”时，
教师可以根据相应的题目，开展锻炼
学生理解题意的特训，引导学生对比
感知，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加深
对题目不同含义的理解。这样不只培

养了学生对题目含义的把握能力，还
能开阔学生的数学视野，提升学生的
数学学习热情。

引导学生梳理题干有效条件

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题干中的

有效条件，不但让学生能够快速地找
到题目的破解方法，还能优化学生的
思维结构，让解题步骤更加简单。 同
时， 运用划归思想和简化条件法，不
仅让学生的解题更加轻松，还能让学
生改变对数学解题的看法，提高学生
的做题效率，让学生在解题时能够得
心应手，增强数学学习的信心。

引导学生应用发散思维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利用数学
的特性，指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
挥思维能力，以多方位思考，达到多
种方法解题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教
师都是通过课本内容来讲解如何解

题，这样的教学方法过于古板，对学
生的思维发展非常不利，当然对审题
能力的培养也会造成影响。 所以，在
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数学的特性指

导学生发散思维，有效提升他们的审
题能力。通过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
学生发散思维， 从多方面解出答案，
实现正确审题和解题的目的。

引导学生正确的审题能力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题意，辨别筛选
有效条件，进行数学知识的迁移和优
化、整合利用，并促进思维的不断发
展，最终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小学数
学解题才会更加简便，学生解决问题
的效率才会得到提升。

“心眼儿” 是我家乡话中夸奖孩
子聪明、会思考的词语，在班里学生
玩游戏的过程中，这个词会不时地出
现在我的脑海中。 来看看学生们是怎
样在游戏中长“心眼儿”的吧。

前段时间，班里兴起了用扑克牌
玩“大吃小”的游戏。 游戏两人一组，
每人手中有“1”到“10”的 10 张扑克
牌，每次两人同时出一张牌比较牌的
大小，大牌吃掉小牌，获得胜利。 学生
靖哲在玩这项游戏时的经历和变化，
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

靖哲从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有一

天， 他看博乐和别的同学玩得开心，
就想和博乐一起玩这个游戏。 游戏开
始，靖哲问：“你出几呀？ ”博乐说：“我
出‘3’。 ”靖哲说：“那我出‘5’。 ”但翻
过牌后，他发现博乐出的牌是“8”。 博
乐赢了，靖哲很不高兴，他大声喊道：
“老师，他说话不算数！ ”说完就不跟
博乐玩了， 拿着自己的牌去找新伙
伴。

随后，靖哲又邀请一旁的亚豪和
自己玩。 游戏开始 ， 靖哲出了一张
“10”，亚豪出了一张“5”，靖哲赢。 接
着，亚豪说：“那我出‘1’吧。 ”靖哲说：

“别骗我！ ”亚豪拿着一张“1”给靖哲
看看，又放在手心，靖哲放心地出了
一张“7”，可打开后发现，亚豪出的是
一张“9”，靖哲没有再说话，也没有表
现出过激情绪。 接下来亚豪故技重演
又赢了，他高兴地说：“哈哈，你上当
了。 ”游戏还在进行，这次，靖哲平静
地问：“你出几呀？ ” 亚豪说：“我出
‘6’。 ”靖哲说：“我出‘3’。 ”结果靖哲
出的是一张 “9”， 亚豪出的是一张
“7”。 靖哲说：“这回你也上当了吧。 ”

在这两次游戏中，靖哲遇到了相
同的“上当”经历，但他面对这两次经

历的情绪和方法却不相同。 第一次，
他大声喊老师并生气地换了游戏伙

伴，第二次遇到相同的“上当”情况 ，
他却淡定、从容了许多，并学会了“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游戏过程
引发了靖哲对自己和他人游戏行为

的反思， 他从单纯选择牌的大小，到
开始猜测对方会出什么牌，怎么出牌
才能大过对方 ， 打起了自己的小算
盘。

每个孩子在玩的过程中都会时

不时地耍点小心眼儿，靖哲的 “心眼
儿”也在游戏中悄然增长。

小学数学教师
如何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

市第二实验小学 许强

艺术浸润童年 美育滋养人生
市第三小学 吴晓红

浅谈体育课堂常规的重要性
市实验小学 娄志艳

培养学生在兴趣中识字
市子路小学 张凤珍

在游戏中长“心眼儿”
市实验幼儿园 张丽丽

第一次邂逅濮阳这座

城市，还是表姐在濮阳读师
范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小，
表姐为了 让 我 这 个 从 未

“出过门 ” 的表妹见见世
面 ， 把我带到濮阳 ， 带我
逛了一处市场 。 那是一个
熙熙攘攘的老市场 ， 表姐
给我买了一个蝴蝶结形状

的发卡 ， 这个发卡在我的
箱子里放了多年。 这次到濮
阳的经历， 让我在小伙伴中
吹嘘了好一阵子。

长大后，我到濮阳市第
一高级中学读书，才真正走
进了这座城市。 那时候，学
校门前的开州路往北通到

胡村， 往南就到了市中心。
每到周末 ， 我和同学会三
五成群地到龙城广场 ， 那
时市工人文化宫还没有迁

到北面 ， 是市民们活动的
主要场所之一 ； 文化宫外
面就是夜市 ， 非常热闹 ，
卖什么的都有 ， 但并不凌
乱 。 夜市灯火通明 ， 有很
多年轻人摆摊 ， 卖的东西
很时髦 ， 来买东西的年轻
人也很多 ， 他们穿着时尚
的衣服， 梳着时尚的发型，
吃着小吃， 随意的闲逛，既

让我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
也感受到无限的青春活力。

濮阳不仅热闹，还有许
多好吃的。 在濮阳教育学院
上学的那两年，对面重华街
的各种小吃满足了我所有

的味蕾：凉皮、肉夹馍、小火
锅、小笼包应有尽有。 时至
如今， 在这里逛街的时候，
依然可以看到二十年前的

那家凉皮店。 吃着心心念念
的裹凉皮 ， 再次坐在二十
年前的位置上看人来人往，
不禁感叹时光匆匆。

再后来， 我来到这个城
市工作， 真正的在这个城市
扎了根， 更加体会到了濮阳
的变化之快。 这里道路越来
越宽， 两旁的法桐树繁盛极
了， 树枝在上空交融， 留下
一路的绿荫； 楼房更多了，
一个个新的小区拔地而起；
景色更美了， 连绵的龙山、
澄澈的龙湖、 街区旁盛开的
繁花都让人流连忘返。

濮阳这座城市， 不仅历
史厚重， 而且还是一座现代
化新城。 从年少时的邂逅到
中年时的相拥， 我看到她的
变化，感受她的变化，但不变
的是我对她的热爱。

我与濮阳的美好情缘
市第七中学 武韶敏

一把锤子改变了我戴

“隐形眼镜”的陋习。
事情是这样的 ,班里的

拖布需要钉上一个钉子，钉
子找到了 ， 一直找不到锤
子。 那天下午放学时，我在
班里说 ：“谁能帮老师带来
一把锤子？ ”第二天早晨，我
来到教室，就听见那个调皮
的学生说 ：“老师……”，没
等他把话说完 ， 我厉声叫
道：“干什么？ ”再看那个学
生像是犯了大错了一样，低
着头，说：“老师 ，您要的锤
子，我带来了。 ”听了学生的

话 ，我的脸红了 ，顿时哑口
无言， 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走到这名学生的身边，接
过锤子 ， 抚摸了一下学生
的头 ， 说 ： “谢谢孩子 ！”
那把小小的锤子在我的手

中变得格外沉重。
我时常提醒自己 ， 要

公平 、 公正的对待每一个
孩子 ， 要把师爱的阳光洒
向每一个孩子 ， 而这次 ，
我怎么又戴上了那副 “有
色眼镜”， 认为调皮的学生
只会作妖呢 ？ 我感到惭愧
万分， 内疚至极啊！

锤子的重量
市第三小学 孙俊阁

教师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