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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运动两小时

创新阳光体育模式 打造动感活力校园
清丰县明月湖小学

对于小学语文老师来说，最
头疼的莫过于每周的作文课，学
生往往找不到把生活 “变 ”成文
字的方法。 如果让会写的孩子当
“小先生”，效果往往比老师苦口
婆心更管用。 于是，我运用“小先
生制” 教学作文， 把课堂变成了
“习作练功场”。

师徒结对 找准“帮扶点”
每次学生写作文时，我会提

前找出三类“小先生 ”：一是 “细
节高手”，二是“结构达人”，三是
“素材管家”，他们能从不同方面
为同学们提供示范。

比如在 《变形记 》这个习作
中 ，小轩写 “变成路灯 ”时卡了
壳。 “素材管家”小磊提醒他：“你
要让路灯有烦恼呀！ 比如飞蛾撞
脑门，雨天漏电头发麻。 ”两个孩
子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就有了这
一段话：“我的脑子突然 ‘嗡’的
一声，像是被什么袭击了 ，原来
是一个调皮鬼拿砖头砸了过

来———这大概就是路灯的飞来

横祸吧。 ”
建立 “作文医院” 人人都

是“小大夫”
在教室里开辟一块“作文医

院”，设立 “挂号处 ”让学生投稿
遇到的问题， 再由 “会诊台”的
“小先生”带领小组讨论“治疗方
案”，最后在 “康复榜 ”上展示修
改前后的对比句。 每周由“小先
生”轮流领任务当 “主治医师 ”，
克服学生中的写作难关。

设置“写作资源库” 让好作
文“活起来”

在班级角落里设置神奇盒

子， 收集学生自创的写作妙招、
典型病句及修改方案和生活片

段素材。 这些资源库由“小先生”
团队每周更新，及时给同学们补
充能量。 写《我的心爱之物》时，
有个男孩从神奇盒子里翻出“用
拟人法写事物”， 把破书包写成
“它咧嘴笑着 ， 露出了棉花牙
齿”。 这种看得见的变化，让孩子
们明白好作文是改出来的。

作文教学的真谛不是雕琢

完美的文字，而是点燃互助的热
情。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人人
都可以成为小先生。 ”在作文课
堂上，孩子们们通过互助学会观
察生活、传递温暖 ，那些稚嫩的
文字也早已超越了分数与技巧，
成为照亮童年的一盏盏小灯。

“小先生” 由我国著名的教
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提出。 在“小
先生制”中，每一名学生都有可
能成为向其他学生传授知识、分
享经验、交流看法的“小先生 ”。
在小学低学段的语文教学中，培
养“小先生”我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做。

加强朗读的训练，培养朗读
“小先生”

通过课堂与课下的有机结

合，课堂练兵，课下带兵，课外展
示。老师录制视频、录音做“大先
生”，带领学生读书；学生模仿老
师做“小先生”，带领本组同学读
书。从“小先生”教你小手点读到
“小先生” 带你出声朗读， 再到
“小先生”领你小手指着默读、脱
离小手目读，学生们在“小先生”
的指引下，阅读水平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

推行吟诵教学 ， 培养吟诵
“小先生”

为了让学生了解吟诵，感受
吟诵的韵律美，我带领学生进行

诗经《桃夭》《木瓜》等篇目的吟
诵。 通过教师这位 “大先生”教
授，吟诵较好的“小先生”示范、分
享，学生真正过了一把吟诵瘾。

抓好“双姿”教学，培养书写
“小先生”

从一年级开始，我注重对学
生“双姿”的养成，编写了坐姿歌
谣“三个一”、设立书写“小先生”
提醒制、“小先生”录制视频讲解
生字等。

创新评价方式，培养复合型
“小先生”

“小先生制”实施以来，在市
开德小学的语文课堂上，他们是
朗读“小先生”、书写 “小先生 ”；
在课下，他们是吟诵 “小先生 ”、
管理“小先生”……逐步形成“小
先生”彼此影响、学生个个争当
“小先生”的良好局面。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但要
做到眼里有光、胸中有爱 、心中
有智慧、手里有技能 ，还要做好
“大先生”，方能培养更多的 “小
先生”。

在教育的广阔天地里，总有
一些新奇而有趣的教学方法让

人眼前一亮。 今天，我想和大家
聊聊“小先生制”这一神奇的识
字教学法，看看它是如何在小学
低年级的教室里施展魔力，让小
朋友们一个个变成识字小能手

的。
什么是“小先生制”？简单来

说，“小先生制”就是让学生轮流
当 “小老师”， 教其他小朋友识
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玩？没错，
这种教学法不仅让学习变得有

趣，还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参与
感和自信心。

第一步：选好“小先生”。 想
要“小先生制”成功，首先得选对
“小先生”。 通常，我会选择那些
已经掌握了一定识字量，并且乐
于分享、表达能力强的孩子。 当
然， 为了鼓励更多孩子参与，我
也会轮流安排，确保每个人都有
机会“上岗”。

第二步：对“小先生”进行培
训。 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一旦戴
上“小老师”的帽子，他们可是很
认真的。我会提前为“小先生”进

行简短的培训，教他们如何教得
清楚、有趣 。 比如 ，用生动的图
片、有趣的故事来帮助孩子们记
住字形和字音。

第三步 ：让 “小先生 ”上课 。
终于到了 “小先生 ”大显身手的
时候了。 在教室里，你会看到这
样的场景 ： 一个小家伙站在讲
台，手里拿着识字卡片 ，认真地
教着：“这个字读‘ma’，是妈妈的
意思！ ”其他小朋友则瞪大眼睛，
听得津津有味。

第四步：反馈与鼓励。 每次
“小先生”授课后，我都会给予积
极的反馈和鼓励。 哪怕只是一个
小小的进步， 我也会大力表扬，
让孩子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同
时， 也会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帮助“小先生”越教越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小
先生制” 带来的效果非常明显。
孩子们的识字量大幅上升，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
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总之，“小
先生制”不仅提高了小学低年级
的识字效率，还让孩子们在互动
中学会了合作与分享。

———记市油田第二小学教师陈辉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

师风建设，严明底线、红线，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近日，市子路
小学举行以“以案促改”为主题的师德师风警示
教育大会。 全体教职工参加了会议，深入学习、深
刻反思，致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教育环境。

会上，市子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武继敏带领全
体教职工对近段时间发生的师德失范典型案例

进行了深入学习与剖析， 真实而震撼的案例让与
会教师深刻感受到失范行为的严重后果及深远影

响。副校长焦丽娟带领全体教师深入学习《新时代
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并结合教育实际
进行了详细解读。

此次师德师风警示教育大会犹如一场及时

雨，为全体教师敲响了警钟。该校与会教师纷纷表
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刻反思自身行为，严
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为学生的未来点亮明灯，为教育事业书写新的
篇章。 （通讯员 张瑞利）

市子路小学

“小先生制”在小学语文
习作教学中的运用浅析

市开德小学 运会然 后莹莹

浅 谈“ 小 先 生 制 ”在 小 学
低学段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市开德小学 谢晓娜

让低年级小学生成为识字小能手
市开德小学 申文利

清丰县明月湖小学始终秉

承“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教育
理念， 围绕全面育人总目标，坚
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以 “五
育”并举为指导 ，积极探索阳光
体育活动的创新路径，形成了以
“课间微运动 +课程全链条”赋
能学生健康成长的体育新模式。

创新课间活动设计 打

造多彩课间风景

课间口号激斗志 午间韵律

展风采

上午课间操 30分钟， 全员
参与“激情跑操”，融入感恩特色
口号 ， 通过整齐步伐与嘹亮口
号，激发集体荣誉感 ，锤炼意志
品质。 下午课间操 30分钟，学期
初，学生学习啦啦操 ，用欢快的
节奏和动作驱散学习压力，激发
积极向上的精神 ；学期中 ，进行
啦啦操比赛 ， 培养团队协作意
识，增强集体荣誉感 ，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

“一班一品”创品牌 课间活

动展精彩

学校致力于打造活力四射、健康向
上的校园环境， 启动 “课间一刻钟”活
动，制定科学的检查制度，确保“班班有
项目、人人有技能”。 低年级以跳绳、丢
沙包等传统游戏为主，锻炼手眼协调与
反应能力， 在玩乐中提升身体素质，培
养规则意识。 中高年级开展跳皮筋、五
子棋、象棋等项目，让学生在课间放松
大脑，劳逸结合，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课
间 15分钟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 “活力
充电站”。

开足开齐体育课程 夯实师

生健康体能

学校将体育课均匀分布在周一至

周五的课表中，保证每班每天安排一节

体育课（或体艺课），结合课后服务无作
业日和综合实践活动时间段，确保学生
每日体育锻炼的连贯性。

一是制订弹性课程计划。 如安排室
内体育理论课、室内健身操 、课桌舞等
课程， 利用教室空间进行简单运动，维
持学生日常运动量。

二是设计多元体育课程。 除常规的
田径、篮球、足球等项目外，增设特色课
程，如武术、轮滑、射箭等，激发学生对
体育的兴趣， 满足不同学生的运动需
求。

三是全面实施分层教学。 根据学生
的年龄、性别、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进
行分层教学，制订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
与内容。 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注重基
本运动技能的培养与巩固；对于运动能

力较强的学生，开展拓展性训
练与竞赛活动，挖掘学生运动
潜力。

四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首先， 进行教师培训转型：对
有体育特长或兴趣的其他学

科教师进行体育教学专项培

训， 使其能兼任部分体育课。
例如 ，部分年轻的数学 、语文
教师身体素质好，可利用假期
或课余时间参加体育教学技

能培训， 学习体育课程标准、
教学方法等内容，培训合格后
承担部分低年级体育课教学

任务。 其次，合理调配课程：梳
理体育教师现有课程安排，重
新优化课程表。 根据不同年级
体育课的难易程度和体能要

求， 合理分配教师授课班级。
例如，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教
高年级较复杂的体育项目课

程，年轻教师负责低年级基础
体能和简单体育游戏课程，提

高教学效率， 减少不必要的师资浪费。
最后，招聘编外体育专业教师 ：学校现
有 12名专业体育教师， 针对教师数量
不够的问题，学校发布体育教师招聘信
息，吸引具备体育专业教师资格证的人
员到校任教。

目前，学校推行的体育教学新模式
已初见成效：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优良
率提升至 90%， 近视率同比下降了 5%，
并且课间安全事故实现了零发生。 根据
家长满意度调查， 有高达 99.5%的家长
表示认同“孩子体能有所增强 ，性格变
得更加阳光”的观点。 接下来，学校计划
进一步深化“体育+学科”的融合教学，
探索诸如“数学障碍跑”“英语单词跳格
子”等富有创意的跨学科游戏活动。

教育之道，贵在唤醒生命活力。 清
丰县明月湖小学将继续以体育为支点，
撬动“五育”融合，让每一个学生在奔跑
中强健体魄、在合作中涵养品格 、在挑
战中绽放自信，真正成长为 “脚下有力
量、眼中有光芒、心中有担当”的新时代
明月少年。 （通讯员 孙景芮）

举行师德师风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联合
华龙区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走进市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举办“法治照亮未来·遵法从我做起”主
题法治讲座，为该校师生送上“法治大礼包”。 市
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陈晓情以“拒
绝校园欺凌、预防两卡犯罪、防性侵”为主题开展
普法教育讲座，学校教师学生代表 300余人参加。

讲座中，陈晓情结合真实案例，通过情景模
拟、互动问答等形式，深入浅出地解析法律知识。
以“对校园欺凌说‘不’”为切入点，讲解欺凌行为
的界定、危害及应对策略，引导学生树立平等友
善的交往观念；围绕“警惕‘两卡’陷阱”，揭示出
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可能引发的电信诈骗风
险，警示学生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线”；以“保护
身体的小秘密”为主题，通过生动易懂的语言，教
会学生识别性侵害信号， 掌握自我保护技巧，增
强防范意识。

讲座结束后，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与市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代表进行座谈，深入交流
法治教育相关问题。

此次活动让该校师生近距离感受到法律温

度，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能力，增强了师生法治意识，为青少年成长筑牢
了法律防线。 （通讯员 范恒生）

法治教育进校园
护航青春伴成长

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①①

②②

图①清丰县明月湖小学学生在上体育课。
图②学校组织拔河活动。

出彩教育人

丹心育桃李 润物细无声

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增强法治观念，提高自我保护能力，4月 16日，市教育局组织市实验小学 40名学生前往河
南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参观学习。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了解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法律法规，体验模拟庭审，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学习法律知识。 他们纷纷表示，今后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知法、懂
法、守法的好学生。 通讯员 林文 摄

晨光中备课 ，暮色里批改 ，她用
红笔圈出成长的印记，用粉笔书写知
识的星光。 市油田第二小学教师陈
辉，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小学
语文教学工作兼班主任，她始终坚守
“丹心育桃李，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信
念，用爱心陪伴学生、用真心温暖学
生、用耐心引领学生、用细心关爱学
生。 从教 19年，教书育人是她神圣的
情怀，忠于职守是她平凡的幸福。

党心领航 践行教育初心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陈辉始终以
学校提出的“六讲”“五美”和“四好”
教育理念为行为指南，以“四有”好老
师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日常教学
中，陈辉扎实进取，一方面虚心向资
深教师请教课堂管理经验，学习优秀
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坚持自主钻研教
材教法，反复推敲教学设计。 她注重
课堂提质增效，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让学生真正成为
课堂的主人。 她主动承担公开课、示

范课任务， 积极参与教研评课活动，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打磨教学技艺，用
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初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陈辉的努力
付出终获累累硕果：执教的《花钟》获
市级融合课二等奖 ； 少先队活动课
《知党史 敬英雄》获省级一等奖；执教
的《军神》获市级优质课一等奖；执教
的《快乐读书吧》获河南省“基础教育
精品课”市级二等奖。

以爱为源 滋养学生成长

陈辉说：“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 我愿做永远的燃灯
者，用知识的火种照亮孩子们的成长
之路。 ”自习课上，陈辉会在小鹏课桌
旁多停留几分钟，提醒他一笔一画写
好每一个字，时常俯下身子手把手地
示范；课间操后，陈辉会坐在性格内
向的小雨身边，听她悄悄地讲述自己
的小秘密；语文课上 ，陈辉和学生一
起做 “错别字小侦探 ”“课本剧小剧
场”“小小朗读者”等形式多样的学科

游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爱
上语文、爱上学习；课余时间，陈辉是
学生的好伙伴 、大朋友 ，校园里走廊
上总能看见她和学生一起游戏的身

影。
19年来， 陈辉扎根三尺讲台，用

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新时代教师

的责任与担当。 与同事共处时，她尽
己所能，真诚互助；与家长沟通时，她
满腔热忱，用情用心；与学生交流时，
她平等尊重，亦师亦友。 在陈辉心中，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孩子亲近、让家
长放心、让社会赞誉 ，是身为教师最
珍贵的勋章。 这份对教育的赤诚，早
已融入她生命的年轮，陪伴孩子一路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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