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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http://epaper.voc.com.cn/kjxb/

龙山五小有学生 4580人， 其中土家
族有近 2000人。 这里有着丰富的土家族
民间工艺美术资源。 如美观实用的布艺制
品“布娃娃”、“娃娃靴”、“虎头帽”、“花鞋
垫”；颇具神秘色彩的“傩面具”；色彩绚丽
的土家织锦、民族服饰；虚实相生的剪纸
文化； 小巧玲珑的编织手工艺品等等，无
不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如何把丰富多彩
的土家族民间工艺美术与小学美术教学
结合起来， 让学生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学
习、传承和发展它，龙山五小通过美术组
内研修，集体备课，组建兴趣小组，引导学
校的美术教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尝试：

一、观察土家工艺的美
被誉为土家工艺之花的“西兰卡普”，

是一种传统的工艺织锦。 它的花纹图案由
各种彩色丝线编织而成，做工精细，图案
多达一百多种。 主要有喜鹊闹梅、孔雀开
屏、九朵梅、福禄寿庆、二龙戏珠、双凤朝阳
等，内容涉及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各
个方面，纹样丰富，色彩鲜艳，各类形象栩
栩如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衣袖与裤
脚上的图案完全采用“挑花”，也就是在布
上用针刺上连贯的小“十”字且连成线条
或方块，再组合成花鸟鱼虫等图案，在构
图中运用不换形而换色的方法体现律动
感觉，使其呆板的单一连续的纹样丰富起
来，艳丽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让学生在
色彩、图案的学习中受益匪浅。 做工精巧
的劳动工具如竹背篓、木风车、竹箩筐、石
碾子、石磨子等深得土家人的亲睐，也是

土家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在美术课上让学生欣赏它们，用自己

的画笔描绘它们， 学习这种古朴而又充满
活力的土家文化， 分享这些创造性工艺的
美，就是在传承着土家人民的文明与发展，
在学习并继承土家人民的勤劳， 感受土家
人民的智慧。

二、探究土家工艺的源
第一，在讨论的基础上，引导并启发学

生主动探究纹样的基本构成元素和造型规
律， 请学生用美术语言描述自己所看到的
内容。第二，教师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对织
锦的造型特点进行总结， 所有纹样的造型
都是由水平线、 垂直线和呈同一斜线的直
线组成的简单几何形。 重视对象特征的整
体形象即表现上面形成侧面形， 利用象征
手法表达情感，重情的合理，轻形的合理。
第三， 在整体的了解土家织锦纹样的形式
特点之后，提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型特
点”的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土家织锦
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 并通过讨论揭示出
土家织锦工艺的限制和土家族人民的审美
取向是形成土家族织锦纹样艺术风格的直
接因素。让学生尝试构思出单一的图形，并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重复排列和组合， 构成
一幅完整的纹样图案。

三、利用土家工艺的技
将土家族民间工艺美术引进课堂，并

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对于那些工艺复杂，制
作难度大，且对设备要求不易达到的内容，
如土家织锦、十字挑花、印染花布等，我们

则通过走访当地民间艺人， 参观其手工作
坊，对其制作工艺进行学习和了解，然后根
据学生的认知水， 选择平易于接受的部分
进行学习制作，如进行土家织锦图案、十字
挑花图案设计、扎染图案等。

对于学生易于操作、 能进行制作的内
容， 我们则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其生理
特征，分阶段引入课堂。如绣花鞋垫，三、四
年级学生可进行花鞋垫的纹样设计，五、六
年级学生则尝试进行花鞋垫的刺绣学习。
像民间剪纸， 三年级学生进行简单的对称
纹样、花边、团花剪纸练习；四年级则进行
较为复杂的图案、人物剪纸、动物剪纸等练
习，五、六年级则尝试剪制更为复杂、多样
的形象、场面，如：用剪纸形式表现成语故
事或寓言故事等。

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情况， 即使是同
一内容， 不同年级的学生也可选用不同的
材料进行制作。如雕刻这一内容，为避免五
年级学生在制作过程中因材质过硬， 不易
雕琢而伤手和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让学生
选用既不难准备且质地较软， 易于雕琢造
型的水果、蔬菜（如土豆、萝卜、南瓜、红薯）
等作为雕刻材料。 六年级学生则可选用木
瓢等材料进行制作。

如此这般，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我们
教孩子们利用身边的材料（如泥巴、稻草、
树皮、藤条、碎布等），将当地的民间工艺
（如泥塑、木雕、剪纸、蜡染、扎染、编织等）
引进美术课堂， 进行民间工艺美术的学习
与制作，均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把民间美术引进课堂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第五小学 李雪慧

语文教学承载着汉语拼音、 识字、写
字等繁重的任务，把国学经典放到语文课
堂上，是否会加重教学负担？ 笔者把《三字
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及《论语》、《千
字文》以及一些经典诗文分段排进语文教
学中，每堂语文课前十分钟安排为经典诵
读时光。 通过实践，我发现在语文教学中
渗透国学启蒙教育， 不但不会加重负担，
反而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一、扩大识字量
孩子们在学习时有一个特点，他们的

背诵能力比识字能力强，许多文字往往会
背诵却不认识，习惯读“白眼句”，这是让许
多语文老师头疼的现象。 但我觉得，恰恰
可以利用孩子的这一特点，发挥国学经典
在识字中的作用。《三字经》、《弟子规》这些

“国学启蒙宝典”行文流畅、韵律感强，读起
来朗朗上口，孩子们特别乐意去背诵。 每
天语文课的前十分钟，我都会教孩子们摇
头晃脑地背诵几段：“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
仪。 ”经过几轮诵读，大部分孩子基本能够
熟读成诵。 然后给他们放《三字经》朗读视
频， 由于学生已经可以把内容背诵下来，
视频上呈现出来的文字和拼音，他们可以
顺口读出来，于是倍感亲切，认起来毫无
障碍。 熟悉的文字通过反复再现，学生在
不知不觉中便记住了这些字。 慢慢下来，
学生的识字量比同年级学生的识字量多

两倍以上。
二、提高理解能力
理解能力是语文学习中重要的能力。

我们的国学经典由于对仗工整，前后押韵，
是最适合孩子反复诵读的素材。在学习“父
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时，我只提
示“勿”的意思是“不要”，孩子们就能大概
说出这几句话的意思。 在诵读《弟子规》的
过程中， 我教给学生“须”、“则”、“必”、
“苟”、“吾”“汝”这些“关键词”的意思，帮助
学生理解句子。久而久之，学生能够自主读
懂简单的文段了。 比如在学习“亲爱我，孝
何难，亲恶我，孝方贤”时，一个孩子说出了
自己的理解：“父母亲喜欢我们的时候，每
个人都会喜欢父母，孝顺父母。但是父母打
我们、 骂我们的时候， 有些人就怨恨父母
了，这是不对的。父母打骂我们是对我们要
求严格，我们更应该孝顺他们。 ”学生在诵
读经典的过程中提高了阅读理解能力。

三、渗透学习方法
在国学经典中， 有许多关于学习方法

的名言警句， 我把这些名言随机运用在教
学中。 在教学生预习时，我告诉孩子们“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让学生明白预习的重要性；在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时， 我让孩子们读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 方读此，
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 ”以后学生看书不
再心不在焉，阅读课外书时，也不会朝三暮

四了；通过读“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
义”，教学生养成随时记笔记的习惯；鼓励
学生提问时，我告诉他们“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使学生明
白，学习和思考应该有效地结合起来……

四、丰富知识积累
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明珠。 如《笠

翁对韵》，其中的句子不但琅琅上口，而且
文采斐然，读起来像唱歌一般好听。“天对
地，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赤
日对苍穹。 雷隐隐，雾蒙蒙。 日下对天中。
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 ”“湘竹含烟，腰
下轻纱笼玳瑁；海棠经雨，脸边清泪湿胭
脂。 ”我们在诵读时品味文字背后的意境，
并学习作者如何对仗、如何组织词语这些
技巧。 这些诵读，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词
汇，也提高了他们说话的技巧。 在写春天
时，有孩子写下“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
朝烟”；在写春风时，自然想到“不知细叶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课堂上评价别
人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文词匮乏，而是
变得“文绉绉”起来：“我觉得他读得脉脉
含情”；在口语交际课上进行《夸一夸》游
戏时，一学生夸另一个女孩“不仅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而且蕙质兰心。 ”还有学生
对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说：“知错能改，善
莫大焉”；更有学生摇头晃脑、煞有其事地
对同伴说：“孺子可教矣！ ”

国学经典诵读走进语文教学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第五小学 向永涛

做好数学“差生”的转化工作，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问题。自执教数学科以来，我对转化
“差生” 的这一课题没有停止过思索和探究，
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我的方法就是：查
源索因、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扎好滋生“差
生”篱笆的基础上，深入查病问诊，悉心对症
下药，着力治跛转差。

一、查源索因———数学转“差”之先导
要做好数学科转“差”工作，必先弄清产

生“差生”的原因。细究其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学生自身原因。 绝大多数学生的智力
因素并没有多大差别，而在学习态度、方法、
习惯、意志、注意力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差别
则较大，从而导致数学成绩落后。有一半以上
的“差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良好的学
习习惯，个性懒散，得过且过，缺乏自控能力
和毅力，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他们虽然都有
学好的愿望，但是由于成绩落后，心理就发生
了变化，主要表现为怕学数学、怕考试、上课
心理发慌、怕老师提问、自卑、不懂装懂等。

2、教师方面原因。 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心
理状态在“差生”转化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有些教师对“差生”的态度是时冷时热。偶
而想起来，或在临近考试前就热心地辅导一
下，觉得抓不上去，就不管了。 还有少数教师
不喜欢“差生”，甚至讨厌“差生”。 在刚开始时，教师没有及时发
现并帮助他们，因此失去了有利时机，以至问题成堆，达到积重
难返的地步。

3、家庭、社会原因。对于数学“差生”，有些家长恨铁不成钢，
对孩子管而无法、简单粗暴、言行伤害，致使孩子畏惧数学的心
理惯性一再加强；有些家长对孩子管束不力，听之任之，使得孩
子在必要的家庭教育方面形成空洞。受社会上金钱至上、读书无
用思潮的不良影响，从而使有些孩子在学习上迷失了方向。

二、扎篱预防———数学转“差”之基石
防范于未然，是避免大面积产生数学“差生”、少数“差生”

积重难返的先决手段。 及时反馈和矫正，是贯彻以防为主方针
的一条重要措施。 不仅要防学生在掌握知识时产生的缺漏，而
且要防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态度、习惯等方面的偏差。

1、要树立转“差”信心。 首先教师要树立信心。 有些教师总
认为“差生”是无法学好数学的，做“差生”转化工作只是白费
力。但是只要付出努力，必会尝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坚定“差生”
能转化的信念。 其次要帮助“差生”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对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感觉到教师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唤起
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2、要把握转“差”原则。一是“差生”补缺与帮助激发学习兴
趣、调动学习积极性相结合；二是“差生”补缺与端正学习态度，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相结合；三是“差生”补缺与指导学习方法相
结合；四是“差生”补缺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并以课内为主；五是

“差生”补缺要与减负、发展素质相结合。
3、要紧扣转“差”先机。 经常注意分析学生在学习态度、习

惯等方面的情况， 及时抓住他们在学习中产生问题的信息，发
现问题立即矫正；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学习和答问时所产生
的问题进行分析；从学生作业中的问题进行分析；从单元测试
中学生解题的错误进行分析。

三、对症纠治———数学转“差”之根本
1、把脉诊“症”。 要准确针对“差生”知识上的缺漏和行为习

惯上的偏差对症下药。掌握“差生”对小学数学中的概念、法则、
公式、定律、性质、运算等方面的理解、掌握、运用的情况，分析
他们的心理、习惯原因，并做好详细记录，以便针对他们的情况
进行“补缺补差”。

2、课内为主。 帮助“差生”补缺，课外不能占用太多时间，否
则容易引起学生反感，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课内损失还得课
内补，因材施教、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3、谐调氛围。营造和谐的教学氛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对于转“差”很重要。 教师要给“差生”创造一个尊重、信任、热情
关怀的教学环境，帮助他们消除心理负担，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调动学习积极性。 我班有一位男同学，常不能按时完成作
业，学好数学信心不足。我特意安排他平时帮忙收拾教具，体育
课和他一起打乒乓球，逐渐建立起感情。 我对他说：“你不是很
聪明吗？乒乓球比老师还打得好，数学同样也能学好，只要你上
课静下心来，专心听讲，认真做好作业，保证成绩能赶上去。 ”在
课堂上，我时常提醒他专心听讲，让他优先发言、板演、辅导、答
疑。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他的数学成绩由原来的 40多分上升
到 70多分。 他兴奋地说：“我再也不怕数学了！ ”

小学数学转“差”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行动，让每位学生爱
上并学好这套“思维的体操”应是每位数学教师的责任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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