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攻略

多角思维

笔者从事美术教学已经
有多个年头， 在教学过程中
形成了以下美术教学理念。

一、 美术教学应该倡导
自由发展， 倡导学生运用个
性智慧去无限制地发展自
己。 艺术是人类精神、思想和
情感的产物， 不同的生活经
验决定了艺术的表现， 不同
的美感经验孕育着不同的艺
术形式。 因此，在进行美术教
育之始， 就应该最大限度地
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 激活
他们自身朴素的自我意识，
让他们沿着个人的知觉和情
感发展去进行艺术创造。 绘
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绘画

技术和个性表现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
此，美术教育中的各种技巧，必须以培养
个人的自由表现为前提， 使个人的心灵、
感情成长都得到顺利发展。

二、美术教学应该倡导个性发展，倡
导师生之间建立良好师生情感。 美术教
育应该要求教师与学生是心与心、 观念
与感观、自觉与理念的交流，师生之间应
该建立良好的师生情感， 只有良好的师
生情感才能促使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
而且能随时随地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来。 老师也能从学生身上了解到学生的
性格特征， 学习到青少年建立在感性认
识基础上令人惊叹的艺术感染力， 达到
教学相长的目的。

三、 美术教学应该注重地区差异，倡
导教师因地施教、分类施教、科学施教。不
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地域的不同
又决定了学生具有不同的个性，若盲目地
教学会固化学生思维，不利于学生的个性
发展，更不利于他们的艺术发展和审美观
的完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和热爱本民族的艺术
以及文化传统，不断培养他们审美创造的
意识和能力，使他们的认识能力自然地从
主观向客观发展，这应该是美术教育的重
要内容。

美是丰富的，也是极具变化的。 作为
美的传播者，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美
术所暗藏的规律，同时也要科学地引导学
生开启发现美的心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
美好。

随着学校的发展和进步， 问课堂要实
效、 要质量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最
近，笔者一直在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
课堂缺什么？ 笔者认为，缺文化！ 教师够努
力够辛苦，可是学生在课堂上不主动，积极
性很欠缺， 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提升教学
质量的一个瓶颈。 因此，我们对课堂文化的
思考势在必行。 笔者提倡大家建构这样的
课堂文化———

第一， 共融。 在新的教育改革大背景
下，教育应该以解放学生、发展学生、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因此，课堂应该以高
效乐学、师生相长为指向。 课堂教学改革不
是创新求异，而是回归初心，这个初心在师
生，一切从师生成长的需要出发，只有沿着
这样的路径前行， 课堂这个教育的主阵地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育人功能， 学校的教育
才能成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教育。 何谓共
融？ 它要求老师能在课堂 45分钟里创造这
样一种情境：师生不拘泥于各自的角色，能
围绕某一个问题积极探索，相互合作，分享
经验与方法，在教与学的互动中渐入佳境，

情感交融。 在这个过程中师生或争论或深
思，或相互驳斥或相视颔首，会同时因学习
中遇到的困难而心急如焚， 也会同时因学
习问题的圆满解决而欢呼雀跃， 大家共同
享受着教与学带给彼此美好而真实的体
验。

第二，共责。 休伯纳在他的《教育与灵
性》 一书中提醒我们说：“教师是一种天职
……天职是一种呼唤。 ”教师对课堂教学负
责天经地义。 可是如果单纯强调这一点，也
就违背了课堂教学的本质追求， 学生在课
堂上的能动性难免被忽略。 课堂是以实现
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为目的的， 因此教师在
课堂中追求的， 应该是如何保障每一个学
生的学习权， 实现每一个学生真正的学习
与成长。 权利是伴随着责任的，教师保障学
生学习权最有效的方法是赋予其责任，让
学生主动承担学习的责任， 并为这一份责
任的承担而自豪。 但现在的教师往往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 在课堂教学中总是不敢相
信学生，更不敢赋予学生责任，情愿自己辛
苦地满堂灌，然后埋怨学生逃避学习，对自

己不负责任。 如果教师在课堂都敢于把学
习的责任交给学生， 让学生与老师共同承
担教学的责任， 我们的课堂也许会呈现出
另外一种可喜的状态。 我们为什么不试试
看呢？

第三，共赢。 一堂好课的标准应该是这
样的： 首先考察学生知识学习的达成度如
何， 其次要考察学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
取知识 （方式中蕴涵了核心素养的培养理
念），最后要关注的则是在完成了知识的学
习外，学生的精神成长如何。 在一堂好课教
学的过程中，师生一起探索与体验，实现思
想碰撞与情感交流，共同获得精神成长。 在
这个过程中， 师生都获得职业的幸福感和
成就感，学生因此而更乐学，教师也因此更
乐教，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 学校应该打造出一种有利于学
生终身发展的教育， 这样学校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 因此，教师应本着对学生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学校和自身发展负责的态
度，大胆尝试，努力改变，构建一种真诚、愉
悦、分享、成长的健康的课堂氛围。

且行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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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的“旁白”有很高的教学价值。 以人教
版高中物理教材为例，除了正文部分外，还会有
一些“批注”（在教材正文旁或页脚进行补充说
明）、拓展性栏目（人教版有“说一说”“科学漫步”
“思考与讨论”“做一做”“STS”等栏目），以强化学
生的思维训练，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在
遇到问题时学会理性判断而不是只会猜测。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修订稿》内部征求
意见稿中提出：物理核心素养是学生接受物理教
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学生通过物
理学习内化的带有物理学科特性的品质，是学生
核心素养的关键成分，主要由物理观念、科学思
维、实验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 4 个方面要素构
成。 利用教材“旁白”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

各版本都有一些拓展性的栏目，要求学生动
手实践。 例如，《自由落体运动》一节中，介绍了关
于反应时间的测量方法。 对于该栏目可以从两个
方面进行拓展教学：第一，让学生阅读教材，按照
教材的介绍分组，组内成员之间互相测量反应时
间，并说明测量的原理和数据处理的方法；第二，
在学生互相测量反应时间的基础上，让学生制作
反应时间尺，然后进行评选，注意辅导学生思考
反应时间尺上时间的标注是否均匀？ 是否需要从
零开始？

教师对教材中的拓展性栏目和素材进行设
问，对素材进行“深加工”，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
升学生思维的严密性、批判性，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能力。 例如，《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一节中
的“思考与讨论”栏目有“α 粒子射入金箔难免与
电子发生碰撞， 试估计这种碰撞对 α 粒子速度
影响的大小。 ”其实，要通过 α 粒子散射实验否
定汤姆孙的葡萄干布丁模型，并顺利构建核式结
构模型，仅有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不够的，需要教
师补充设问，可以借鉴粤教版的设问：“原子结构
的葡萄干布丁模型能否解释 α 粒子大角度散
射？ 请你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1.α 粒子出现大
角度散射有没有可能是与电子碰撞后造成的？ 2.
按照葡萄干布丁模型，α 粒子在原子附近或穿越
原子内部后有没有可能发生大角度偏转？ 3.你认
为原子中的正电荷应该如何分布，才有可能造成
α粒子的大角度偏转？为什么？”通过层层递进的
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讨论，认知一步步
接近真相，明白葡萄干布丁模型为什么不能解释
α粒子出现大角度散射这一现象，并在舍弃汤姆
孙的葡萄干布丁模型的过程中奠定构建原子核
式结构模型的基础，从而突破教学重难点，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

陈锡强

长沙市开福区新竹小学 张映君

课堂上， 我们会遇到学生的许多质疑，面
对这样的情况，教师要读懂质疑，进行智慧处
理。

笔者在教《三角形边的关系》一课时，出现
了如下的情况：

课前，笔者让每个学生准备了 2厘米、3厘
米、4厘米、5厘米、6厘米长的小棒。 课上任意
选三根小棒动手摆一摆，看能不能摆成三角形。
通过动手后汇报交流，学生已经基本发现：当两
短边的和大于第三条长边时，能摆成三角形。

此时，学生 A提出：“长 2厘米、3厘米和 5
厘米的小棒也能摆成三角形。”教室里顿时像炸
了锅。学生 B站起来说：“2+3=5，两条边相加并
不能大于第三条边， 所以我认为不能摆成三角
形。”“刚才我们探索发现的是‘当两短边的和大
于第三条长边时，能摆成三角形’，并没有说等
于的时候不能成立呀。 ”学生 A反驳道。

笔者在思考怎样处理这次“意外”。

“老师，我们可以再动手摆一摆来证明我
们的观点。 ”学生 C的话提醒了笔者。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纷纷拿出小棒进行
尝试。 教室里静悄悄的，笔者分明感受到学生
不甘示弱的学习热情在流动。

“大家看， 我用我的小棒就摆不成三角
形。 ”学生 D边说边在台上展示。“反对！ 我的
小棒就可以摆成三角形。 ”笔者请这个学生也
上台进行展示。 在这两种结果的争辩中，许多
学生是赞同能摆成的。

“老师，我认为小棒在拼摆的时候有误差，
应该不能摆成三角形。 ”有学生说。“我们已经
摆成三角形了啊。 ”学生 A得意地说。此时，许
多学生选择支持学生 A。

通过刚才的拼摆，学生对两种结果仍然存
在争议。 如果直接跟他们说拼摆有误差，估计
他们不会信服，怎么办？

“你能不能想办法验证自己的观点？”笔者

一说完，学生再次进行积极思考，教室里又安
静了下来。

大约过了 5分钟， 有个学生举起了手，她
说：“我们可以利用上学期学过的‘两点之间线
段最短’来证明我的观点。 我们知道最长的小
棒是 5厘米，可以画一条 5厘米长的线段。”她
边说边画。“我们知道 a、b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而在摆成的三角形中，5 并不小于 2+3， 所以
我认为不能摆成三角形。 ”

此时，课堂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连学生
A也心服口服。 笔者感动着，感动于学生探索
的精神；笔者分享着，分享着学生探究的喜悦。

课堂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场所。 在教学中，
针对课堂上的“突发事件”，教师要顺势而为引
导学生积极探索与思考。当学生处于疑惑状态
时，如果能深入进行思考，有时就会“柳暗花明
又一村”。

宋君

12 月 20 日，
江永县冷水铺学
校举行第五届“阳
光体育 快乐成
长” 冬季运动会，
为期一天的比赛
给该校 1000 多名
学生带来了体育
运动的欢乐。

据悉，该校历
来重视学校体育
工作， 积极开展
“校园阳光体育运
动”和“每天一小
时体育锻炼 ”活

动。本届运动会竞赛项目丰富多彩，不仅保留了部分传统的田径竞赛项目，同时
还增设了“托球走”等趣味项目，充分检验了学生体育素养和班级凝聚力，给师
生带来了快乐的运动，运动的快乐。

通讯员 余永新 李福丽 顾支琪

深挖教材“旁白”的
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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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运动会为冬季校园“暖场”

以小棒拼摆三角形理解边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