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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实践活动背景下的语文新思

考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刘媛

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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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习近平

精神与文化同发展

智慧与人格共塑造

1.欣赏下面这幅书法作品，完成第（1）-（2）题。

（1）对这幅书法作品的欣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
A．线条奔放，笔力雄健。
B．五字错落有致，收放有度。
C．气韵贯通，展现书者胸襟。
D．采用隶书书体，方正典雅。

（2）请用规范的正楷字将“为人民服务”5个字抄写在答题
卡的田字格内。

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
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
小学要求，与中学联系。

请你试一试：

不仅注重书写，也注重学生审美能力（规范、美观）的

评价。

这是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培养的。

现在许多测评，包括中高考就是要查考学生的核心能

力，是从小学开始培养的。

例如： ——出示两首古诗，写什么的，你再写一

首，情景——在什么时候可以吟诵。（理解-积累-运用）

阅读下面的连环画，完成第（1）–（3）题。

1.孔明在西城正分兵
运粮，听报司马懿大
军来攻。这时，孔明
手下只剩一些文官，
他们听了探报，都惊
慌起来。

2.众官纷纷议论。
孔明沉思片刻后，
微微笑道：“不必惊
慌，我早埋伏下十
万雄兵，在此等候
司马懿。”

3.孔明传令各自隐藏
，又命大开四门，挑
选几十个老兵办成百
姓，去城门口打扫街
道，叮嘱道：“魏兵
到来，不得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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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明叫两个童儿，
捧着古琴、香炉、跟
他走上城楼。他端坐
在城楼前面，焚起一
炉好香，平心静气，
弹起琴来。

5.魏军的前哨到了城
下，见城门大开，
只有百姓打扫街道
，又望见孔明正在
城上弹琴，又惊又
疑，不知所措。

6.司马懿听了前哨
的报告，半信半疑
。他传令大军就地
休息，暂停前进，
自己带随从前往西
城。

7.司马懿飞马来到西
域，远远望去，看不
见一旗一帜，一兵一
卒。

8.孔明安坐城楼，慢
条斯理地拨动琴弦
。司马懿仔细听去
，那琴声丝毫不乱
。

9.司马懿道：“孔
明一生谨慎，城里
定有伏兵，赶快撤
退，免得中计。”
遂火速退兵。

（1）连环画中有一幅是通过司马懿的专注神情来表

现诸葛亮的临危不乱，这幅画是第 幅。

（2）从连环画的内容来看，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临危

不乱，使用（ ） 的计谋吓退了司马懿，

化险为夷。同样能表现诸葛亮足智多谋的故事在小说

《三国演义》中还有很多，如 。

学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苏幕遮·敬知己

年如梭，岁荏苒。知己难寻，只恨相逢晚。恣意之

时难复返，对酒当歌，明月依窗幔。

故人离，情泛滥。独对轩窗，醇酒空觉淡。待到枝

头花烂漫，具备佳酌，静候君归岸。

苏幕遮·敬知己

年如梭，岁荏苒。知己难寻，只恨相逢晚。恣意之

时难复返，对酒当歌，明月依窗幔。

故人离，情泛滥。独对轩窗，醇酒空觉淡。待到枝

头花烂漫，具备佳酌，静候君归岸。

人大附中 2015年

理科状元 刘智昕

古今中外，向来不乏孤身上
路的猛士，以一己之力探寻人类
的未来，他们走在前面，注定不
会跻身富贵之路，也不会计较自
己在生命之路上会走多远。惟其
思想的光辉，透过历史的风尘，
终会被后世所铭记。

孤身上路，冰冷的孤独里有
着滚烫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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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向来不乏孤身上
路的猛士，以一己之力探寻人类
的未来，他们走在前面，注定不
会跻身富贵之路，也不会计较自
己在生命之路上会走多远。惟其
思想的光辉，透过历史的风尘，
终会被后世所铭记。

孤身上路，冰冷的孤独里有
着滚烫的赤子之心。

人大附中 2016
理科状元 周展平

那一份人文情怀

15

语文

素养

课上有
效学习

实践

活动

课外大
量的阅

读

核心素养包括什么？

——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品质 思维的精细度、关
联度（深度、多角度）

——审美鉴赏与创造

——文化传承与发展

17

语文

素养

课上有
效学习

实践

活动

课外大
量的阅

读

18

重视实践学习

引导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

北京市颁布的课程计划指出，要将10%的

课时用于学生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体会，

在实践中感知，在实践中学习，将成为未来

中小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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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美国
各州 英国 芬兰

厄瓜多尔

语文实践活动课程如何实施

关心身边的事和物关注个性特点

自我评价引导评价

实践体验引导提升

选择主题引导观察

活动准备

活动实施

活动评价

活动生成

学生

活动方案的构成：①活动的主题或课题②活动的内容③活动的具
体目的和任务④活动的对象、情境、方法⑤活动的具体过程⑥任
务和分工⑦保证条件（工具或条件、时间）

教师 活动

根据学习
的内容

研究学情

时

课弹

课时与安排

性

1、有一定的识字量和词汇量

2、写一手好字（很重要）

3、读懂一篇好文章

4、写一篇文从字顺的好作文

5、有一副好口才

6、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有一颗博爱的心

学生培养

1、有一定的识字量和词汇量

2、写规范的汉字（很重要）

3、读懂文章

4、写一篇文从字顺的好作文

5、有一副好口才

6、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有一颗博爱的心

学生培养

24

关于备课

1.把握文本的特点

2.落实年段的要求

3.提高课时的实效

4.找准学生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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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雨过天晴，

一道彩虹高高挂在天空。

丁丁说，
彩虹是一座神奇的桥，
我想从这座桥上走过，
去看看遥远的银河。

冬冬说，
彩虹是一条美丽的项链，
天上的仙女戴上它，
一定会更加好看。

小弟弟问：
如果从彩虹顶上滑下，
会是哪里？
能不能到太空人的家？

小妹妹问：
是谁让彩虹这样美丽？
是谁为它画了七彩衣？
谁有这样世大的笔？

彩虹的颜色越来越淡，
渐渐地，它回到了白云中间。 29

美
丽
的
彩
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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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成为语文老师，必须具有语言积淀、
文字功底和审美，还需要智慧和经验转化
成与孩子相匹配的“脑电波”。

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注重课堂的气
氛和孩子们的心情，潜移默化的用自信的
情绪去带动孩子，而不是嘴上说说。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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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瓜 

     

    爷爷是种瓜专家，他种的瓜，个大，瓤红，味道甜。小的时候，暑假一到，

我便催着爸爸把我送到乡下，去帮爷爷看瓜。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看瓜的情景。

一天早上，爷爷说：“今天我要撑船到镇上去卖瓜，晚上回来。”我自告奋勇地说：

“爷爷，看瓜的任务就交给我吧。”爷爷笑了，说：“好哇。” 

  晚上，我坐在瓜地边，看村里的小孩子在河里游泳。四喜、水生几个孩子爬

上岸来找我聊天。他们说起夜里刺猬咬瓜的趣事，又问我城里的新鲜事，我们聊

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到瓜地里巡视。突然，我发现两个大西瓜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向四周望去，朦胧的月光下，几个小孩的身影跑过去了。回头

一看，四喜、水生也不见了。噢！我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我生气了，大

声嚷：“谁偷瓜呢？” 

  正巧这时爷爷回来了。爷爷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对我说：“孩子们玩得口

渴了，吃个瓜不算偷。河里摇船的人累了，停下来，摘个瓜解渴，也不算偷。他

们喜欢我的瓜，说明我的瓜好嘛！” 

  原来，爷爷种瓜不仅是为了卖钱，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我向瓜地深处喊道：

“喂，四喜，水生，你们出来吧！一起来吃瓜！” 

 
40

阅读课堂

1.自读式

①先教后读②先读后教③边读边教

2.教读式

老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在：

第一，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第二，
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第三，帮助学生克服
阅读中的困难。

41

3.复读式

把若干篇已教过的课文按一个中心组成“
复读单元”，指导学生读、想、议、练。既“
温故”又“知新”，这就是“复读”。

第一类：以知识归类为目的的复读；

第二类：以比较异同为目的的复读；

第三类：以发现规律为目的的复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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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练习类型：

1.记诵为主，有助读、背诵、抄读等。

2.以消化为主的练习，有问答题、划分文章层
次、分析文章特点、揣摩思路以及写作练习
中的改写、续写。

3.以应用知识为主的练习，即迁移练习。这类
联系可以是分解的，也可以是综合的，小至
用一个词造句，大至鉴赏课文写作。

4.评价作业，评价包括鉴赏和评价。

43 44

45 46

                                主题知识课《朝代歌》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朝 代 歌  

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 

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 

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 

皇朝自此完。  

教学目标 1.背诵朝代歌，了解朝代更替的顺序，建立基本的历史观。 

2.从上古神话到满清覆亡，了解各个朝代的故事，了解中华民族的孕育与发展历程。 

3.掌握四大发明、四大名著等知识点。 

教     具 课件、PPT

教学环节 

第一节课（60 分钟） 

热

身

活

动 

一. 热身：下雨了 

 

小雨：拍手 

中雨：拍腿 

大雨：跺脚 

 

二. 自我介绍（规则、站姿、声音等） 

1. 教师示范 

2. 学生上台 

附：模版 

    大家好！我叫             ，今年    岁，喜欢             ，很高兴认识大家！谢

谢！（鞠躬） 

 一. 导入：介绍三字经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同学们一定都听过。这本书的名字叫《三字

经》。这是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可是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有的人认为三字经是南宋时期的王应麟写的，可是又有后代的学者为三字经进行了增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字经是王应麟和后代学子一起完成的。 

《三字经》主要讲了六部分，包括：教育、常识、阅读、历史、学习、礼仪等。 

《三字经》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现在不光中国人在读，很多外国人也在读，它被翻译

成英文、法文等版本。《三字经》这么棒，我们更应该好好学学。好！今天我们先来看看

《三字经》对教育的理解。 

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
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
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记自己的劳累，把他贫
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
一个收红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寒冷的小屋
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矫健的情
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

《牛郎织女》民间故事教学分析

《牛郎织女》教学举例

本课教学主题是对“美满爱情”的追求。思路是“写
了什么故事，如何写这个故事的，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什
么情况下写这个故事的”。以往，我们习惯于把课文当做
种种大道理的载体，眼睛瞪得再大也看不出“故事”的情
趣和意味。跟学生说故事，可以通过“聊”的方式，即对
话。

因此，在民间故事教学形式上，我们把“聊”超越
“讲”，教学中努力做到比“讲”更轻松、更幽默、
更开放、更亲和。这种“聊”，不仅是“说说”“读
读”而是以儿童为主体，深入挖掘课文中的故事因素。
“聊”故事，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看似轻松，实则
“举重若轻”，语文知识、能力、语文素养，应当在
师生不着痕迹的尽情对话中得以落实。“聊”是一种
高超的艺术，愿我们能借此与学生的心灵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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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教学举例

（第一课时）聊故事里面的故事

一、写了什么
1.梳理人物关系
2.人物归类
3.概括内容

二、怎么写的
1.探讨故事的表现手法
2.体会故事情感（抓重点）

《牛郎织女》教学举例

（第二课时）聊故事后面的故事

一、为什么写
1.聊故事的起源与流变（收集相关资料）
2.汇报阅读报告单（设计表格，对应分类，如四大民间

爱情故事《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

二、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每一个人对故事的理解不同，所编的故事不同，

不同读者的感觉也不同。）
三、心怀“美满”的你是否也能编出结局呢？

《牛郎织女》教学举例

板书：

牛郎织女

（神）_____（决心）_______       （人） 人物线索

织女 老牛 牛郎 情节悬念

王母 喜鹊 哥嫂 ……

（天上）_____      （美满）_____  （人间）

《牛郎织女》教学举例

教学最为重要的问题“教什么”和“怎么教”。

教什么 课堂的灵魂
（决定）

怎么教 课堂的品质

《牛郎织女》教学举例

（一）教材是个“例子”
1.用这个“例子”可以教什么
（1）文字层面
（2）文学层面
（3）文化层面
2.用这个“例子”还能教什么
（1）追溯文字流脉，引入中国古代诗文。
（2）贯穿文学主题，引出相对应的四大民间故事。
（3）联系文化背景，引入不同版本。

做一个有中文情怀的老师

做一个埋头读书的老师

做一个充满智慧的老师

共勉

读书与教书，一生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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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倾听！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