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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生活密切相关，不了解化学的人往往对化学存在许多
误解，盲目排斥化学物质，不懂得利用化学知识提升自身生活质
量。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立足生活，用化学的方法和原理
认识“饮”和“食”，改变饮食观念，倡导健康饮食，提高健康指数。

学生在富有情趣的实验活动中，学习健康知识、认识化学物
质、应用化学研究方法。 通过课程的实施，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科学素养。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自制彩色面食（和面、发面、造
型等）、自制豆腐（磨豆浆、点豆腐脑、卤水豆腐、内脂豆腐、石膏豆
腐等）、 自制面筋和凉皮等， 帮助学生学会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
能。

在此过程中教师着重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 食品安全意识，
引导学生学会从科学的视角观察食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

课程组织形式包括实践活动、实验探究、小型讲座、交流研
讨、小组合作学习等，学生人数 15 人，每 3—4 人一个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研讨和实操活动。《食物的酸碱性与食品成分》《食
品添加剂之惑》《怎样正确“饮”》《如何健康“食”》等 4 个主题的内
容，以讲座和互动交流的形式开展，让学生学习健康知识，提升食
品安全意识。

《食物中的热量，自制减肥食谱和运动计划》主要是小组互动
和研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饮食观念，学会控制饮食、合理运
动。《选择天然色素制作彩色面食》《葡萄皮或紫甘蓝中色素的提
取》《胡萝卜或柑橘皮中色素的提取》《DIY 色素的提取》《黄豆中
的营养及豆腐的制作》等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科学素养。

郭芳芳

以化学原理认识“饮”和“食”

教学攻略

07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 彭静 版式：张兵 校对：刘静 2018 年 1 月 3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课堂

新课改密码

面对单调的数字、各种运算、不同公式，
怎么才能让学生在数学课上觉得好玩， 喜欢
上课，喜欢作业，甚至喜欢考试呢？

玩着学。 一个数学问题会有不同的求解
方式，如多棱镜的活动中，笔者引导学生从不
同立场、不同视角去思考，然后将小组的研究
结论进行班级分享， 其他学生进行补充和评
价。

玩着练。怎样让作业可以“玩着练”？这就
需要设计作业， 让学生对学习拥有一定的控
制权和责任感。

比如刚刚接触百分比概念时， 笔者会布
置一项家庭作业：让学生回家找一张报纸，读
报时找出其中有百分比的地方， 第二天上课

选择一部分给大家读一读。 当这项学习内容
结束后， 还会布置另一项作业———调查学生
所在小区 20 名年龄在 6 岁—16 岁孩子戴眼
镜的比例，以及不同度数的比例，或者调查学
校里 20名学生有蛀牙的比例，等等。

玩着考。 我们现在的数学考试场地是一
间模拟超市，货架上是一个学期时间内，学生
在教师带领下做的手工作品， 以及从家里带
来的空洗发水瓶子、饼干盒、牛奶盒等。 考试
之前，教师向学生详细讲述应该注意的问题，
孩子们每人拿 10元钱，按小组顺序进入超市，
选择自己喜欢的物品之后填写“试卷”。 物品
名称、价格、数量、总计花销、应找回钱数，所
有内容填写完毕后到“收银台” 找教师“结

账”。
到这里数学考试就结束了，而语文考试却

刚刚开始。语文教师会接过填写的购物“试卷”
并提问：“你购买了什么物品？ ”“为什么选择
它？ ”“你觉得它有什么营养价值？ ”“你知道怎
么看你买的物品有没有过期？”“通过这次购物
你有什么感受？”……不同于以往的考试方式，
通过这次谈话，语文教师会对学生的语言组织
表达能力、基本生活能力等进行观察评价……

通过这样的考试，学生不仅巩固了学科知
识，而且能迁移到自己的生活中，学会了遵守
秩序，尊重规则，相互谦让，凡事做到有计划
等，这是一张试卷、一支笔实现不了的。

张文虹

数学课堂“玩”起来
高中政治虽然内容略显枯燥，但只要教

师能充分将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与教材内容
相联系，使学生能够从生活中领悟到政治理
念，政治学科就会被赋予“灵魂”，成为一门
有趣的学科。但部分教师常常把握不好政治
教学的目标，单纯为了讲解课程内容而进行
教学活动，或者在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
时，虽然做到了教学内容丰富，却没有把握
好正确的教学目标， 只向学生讲解知识，而
不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探索能
力的锻炼，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方式，阻碍了
学生的多样化发展。

政治本身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是
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学科，它与生活中
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等密切相关。紧
密结合校园和学生的生活实际，从而拉近师
生间距离，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材中有很多重难点部分，这些知识对
于学生来说比较深奥、抽象，他们难以理解。
采用生活化教学对知识进行讲解，可以降低
学生的心理压力，使学生被教师所例举的生
活故事所吸引，不知不觉地掌握了教材的重
难点。

例如，在学习《生活与哲学》部分知识
时，矛盾的内涵以及矛盾辨证统一内容几乎
是整个高中政治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对此
可以采用生活化教学形式。教师用讲故事的
形式进行讲解：“今天早上看到两只小鸡在
争夺一只蚯蚓，同学们想想这其中蕴含着什
么哲学现象呢？ ”学生们进行思考后，教师
说：“小鸡在今日的争夺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增长了本领，以后才能够学会觅食。 ”由此来
体现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学生们纷纷表
示理解。这时教师再让学生动脑思考在生活
中遇到的含有哲学知识的事例，加深学生对
于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锻炼其独立思考能
力。

高中政治教学以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教学为核心，教师可以利用生活化教学给学
生展现教学目的、概念以及价值观，并用多
媒体的形式加以辅助，也可以让学生根据教
学内容主动搜寻生活中的政治事件，帮助学
生理解和记忆知识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习
压力，给学生枯燥的学习生活增加一味“调
味剂”。

孙克菊

政治教学与
生活实际相融合

近日， 长沙高新区东方红小学数学教师王浩平和唐汾进行了两
堂别开生面的数学展示课。

王浩平主讲四年级数学课《商不变规律》，以“编题”为主线，层层
递进。 课堂上放手让学生编题，先让学生模仿编题，小组合作自主探
索发现规律，然后通过创意编题来运用规律。

在唐汾的《分数的简单计算》课堂中，学生们动手操作，组内个人
代表或者集体展示，探索出同分母分数加减计算的方法。 在“编题”环
节中，展现的习题紧贴教材内容，孩子们从中体会到分数加减与生活
的紧密联系。

通讯员 幽梦影

学生模仿“编题”

浅谈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丰富多彩
的艺术形象， 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凝
练生动的优美词句，强烈感人的抒情色
彩。 作为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除了要让
学生不断感受、体验这些以教材内容为本的
审美内容及形式外，还要遵循学生审美的规
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在阅读教学中进行美的渗透，从而提高学生
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 下面，本人谈谈如
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通过对比，感悟形象美
我们都知道 ， 只有深入地理解课

文 ，才能打好审美的基础 ，而对比又是
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 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指导
学生发现文章中美与丑的强烈对比 ，不
断在揣摩、理解中感受到美的形象。 如 S
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十
册第 26 课《少年闰土》这篇课文 ，鲁迅
笔下的“知道无穷无尽的稀奇事 ”的少
年闰土与“素不知道这一切”的少爷公
子们的两种形象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
在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把握住少年闰
土“知道海边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 ”与
少爷们“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
空 ”进行比较 ，学生便会发现闰土是一
个活泼可爱 、 知识丰富的农村少年，而
少爷们只不过是一群孤陋寡闻 、鼠目寸

光的纨绔子弟 。 通过强烈的形象对比 ，
在学生的心目中， 一个健康活泼 、 聪明
能干、 知识丰富的农村少年形象跃然纸
上。 因此， 教师应着力引导学生对人物
之间的外表与内心、 客观与主观、 形象
与本质进行相互比较， 让他们在对比中
认识美、 体验美和评判美， 从而不断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大胆想象，拓展意境美
小学生由于受教育知识及生活阅历

的局限， 对事物的认识较为肤浅 ， 对美
的鉴赏力不高。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
充分挖掘教材本身的特点， 凭借熟悉的
有关情景， 让学生展开想象； 根据事物
的发展， 让学生进行推理想象； 联系生
活实际， 让学生合理想象， 培养学生的
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 如 S 版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十二册第 15 课
李白的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中的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两
个写景的句子， 诗人融情于景 ， 借景抒
情， 展现了深邃的艺术意境。 为了开拓
学生的想象能力，教师可以先让学生以
“假如我就是诗人，那是怎样的情景 ”的
假设进入原有的意境。 学生可在教师的

点拨下， 展开想象的翅膀 ， 体会这首诗
的诗情画意 ： 春暖花开的长江两岸 ，彩
蝶翩翩起舞， 百花散发着芬芳 ， 江面滚
滚的波浪向东流去， 一叶扁舟借着长江
之水， 一直漂到水天相接的地方， 最后
消失了……这美妙的想象融入学生对美
的理解和创造之中， 学生能由此产生一
种身临其境之感。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
要充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才能不断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三、反复推敲，品味语言美
在小学语言课文中， 诗歌用字精练

传神， 散文句式优美多样， 记叙文对话
富有个性。 教学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认
真推敲、 欣赏， 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语
感，又能使学生得到美的熏陶。

1 .推敲传神的词语 。 诗人和作家都
十分注重用词的传神， 它的精妙之处就
在于既形象又包含丰富的内容。 这些词
语我们如不引导学生认识琢磨 ， 反复推
敲，就很难体会出文章所表达的美感。

2 .欣赏优美的句子 。 散文在小学语
言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每一篇散文
都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好素材。 生动
的语言总是依靠优美的句式来表现。 有的

句式对称， 讲究工整美； 有的句式参
差，讲究段落美。 在教这类句子时，我
们要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分析各分句
之间的结构联系， 使学生充分回味其

优美韵味，让其在欣赏中得到美的熏陶。
四、多种形式诵读、体验情感美
情感体验是阅读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心

理因素， 是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一个重
要途径， 而诵读课文又是体验情感的有效
方法之一。我们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课文，就
是要使学生在语文文字的训练中， 更好地
获得学习语文的能力， 并且有机地使学生
受到思想情感的陶冶。那么，怎样读课文才
能使学生体验到文中的情境美呢？ 一是范
读。教师的范读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能使
学生、 老师和作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 同
时，通过范读，学生也会模仿教师的一些诵
读技巧，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二是自读，
听了范读后，学生再模仿自读，用心揣摩作
者的情感， 可使他们进一步受到文中的情
感熏陶。 三是引读。 对一些特殊的、说明问
题有承接性和层次性的句、段，通过引读，
能直接抒发作者与读者的真实情感。 四是
议读。通过语文朗读，让学生自己体会怎样
诵读更能体验文章的情感。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
用教材特点 ， 不断激发学生的兴趣，挖
掘学生的知识潜能，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衡阳市常宁市双蹲小学 李三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