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的动态生成是“以学定教”思想的集中
体现。在新课程理论指导下，我们的课堂教学
不再是教师主宰一切，而是形成了开放的课堂
教学。在这个过程中，会促使课堂中多向、多种
类型信息得到交流，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
展。他们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意见和结论，
而不是去揣度教师期望的标准答案，课堂上出
现不同的声音，发生争论，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高见”和“高潮”，给师
生带来一种意外发现。这样的课堂就是动态生
成的课堂

1.捕捉动态生成的亮点资源，让智慧闪耀光芒
课堂中学生的回答往往会不经意地出现一

些亮点。这些亮点是学生学习的顿悟、灵感的
萌发、瞬间的创造，稍纵即逝。我们必须用心倾
听、及时捕捉和充分肯定，让智慧闪耀光芒。
如在“鸡兔同笼”问题时，当出现“鸡兔共有

16个头，44 只脚，问各有鸡兔多少只？”题目时，
按照教材上的方法进行讲解，有方程法、假设
法、列举法等，可一位学生说：“这样太麻烦，把
每只兔子都砍掉二只脚，每只鸡都砍掉一只脚
不就得了。”他的解释是：“鸡和兔共有 44只脚，
每只兔子砍掉二只脚，每只鸡砍掉一只脚，44
只脚少了一半就是 22只脚，这 22 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 16，另一部分是兔子的只数：
22-16=6（只）。”
“多么有创意的见解呀！”，这样一来，其他

学生也兴趣盎然。教师顺水推舟，干脆来个小
组讨论。随着讨论的进行，不时有学生举手，不
时有新的想法产生。直至下课，共有三种方法

在大家的再谈、赞叹声中被公认为“奇思妙想”。
由于教师捕捉到的信息“价值不菲”，从而激活
了其他学生的思维，迸发了智慧的火花。

2.倾听学生独特的见解，及时进行提炼
教学中不仅要努力捕捉学生的亮点，还要

留心倾听学生独到的见解，及时进行提炼。
例如在教两位数加两位数“28+13”时，“还

可以怎么算？”使孩子提出了不一定非得从个
位算起，从十位也可以算起的想法。在四人小
组的讨论中，有个孩子的见解与众不同，“先估
算 3+8是否满十，够十，就在十位上加一，十位上
变为2+1+1=4，个位上见 8想 2，3—2=1写 1。这样
想就不会忘记进位了。”其他的孩子纷纷伸出大
拇指夸奖，大家为孩子们释放的潜能而喝彩。

3.灵活处理，让思维闪出火花
学生在课堂上能否产生精彩的关键在教

师。优秀的教师能发现学生学习行为背后的潜
在的生成价值，加以延伸、点拨、利用、升华，于
无声处听惊雷，化腐朽为神奇。这些课堂上的
精彩，能够体现出学生自由的呼吸和教师幸福
的成长。

案例 1：在三年级“认识面积”一课的教学
中，教师安排了“摸面积”的活动。在学生摸了
课本、文具盒、桌子表面的面积后，教师让一位

学生上来摸一摸黑板的面积。学生走到讲台前
却不摸，而是伸出手，指着黑板说：“这就是黑板
的面积。”

疑问：“摸面积”活动的“摸”，其目的不在于
摸本身，而在于建立面积表象。“面积”是摸不
到的，我们能摸的只是物体的表面，从表面到面
积还要学生进行抽象。从感官的感觉上，摸物
体的表面可以让学生感觉到物体“有”表面，表
面是“平”的，表面有“大小”。但这几点，不用手
摸，用眼看，学生也能理解，那为什么还要摸？其
实，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摸”的动作和学生对
面积的表征结合起来？学生用手指“指”黑板的
行为，为提升“摸”的思维含量提供了契机。

精彩处理：教师手持粉笔，顺着学生指尖延
伸的方向，在黑板上“啪”的一声重重地点上一
个点。然后指着粉笔点的点，对学生说：“哦！这
是你说的黑板面积。”学生肯定不同意，教师进
一步追问：“那你比划给我看！”此时，学生可能
会比划黑板的边框，划出一个范围。这时，教师
就根据学生的比划在黑板的边沿画线，比如画
一个直角，指着角说：“哦！这就是你说的黑板面
积。”此时，学生就会出来摸的动作，更会解释：
“要把黑板整个都涂满的！”学生也可能直接跳
到涂抹的动作，教师可以追问：“为什么现在不

‘指’了呢？”
如果教师能抓住学生这个细小的动作，严

谨处理，步步紧逼，再把这个细节放大处理后，
教师再让全班学生把课本、桌面的面积“指”给
同桌看，此时，学生就能发现“指”的不足，而选
择“摸”。而全班获得这种提升，正得益于那个手
指黑板的学生。

案例 2：在二年级“两位数减两位数退位减
法”的教学中，教师总结计算方法说：“个位不
够，我们可以向十位借……”一位学生怯生生地
举手：“老师，要是十位不肯借怎么办？”。

分析：问这个问题的学生真是太可爱了！课
程标准 2011年版中把“发现和提出问题”作为
一项重要的目标，这个学生问的这个问题正是
他自己发现的、真正想知道的问题，很值得肯
定。课堂上，让学生多问一点“自己的”问题，就
是一种精彩！

学生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这个学生对“借”
是有理解的，生活中去“借”不一定都能“借到”，
要是数学里也借不到，那不是不能计算了吗？

精彩处理：“有道理！不肯借怎么办啊？不过
数学里的数啊，十位、个位其实是一家，就像你
把 10 块的钞票放在左边口袋，1块的硬币放在
右边的口袋里，现在买东西 1块不够了，我们就
拿出 10 块的，对不对？所以不会不肯接，因为都
是你的钱啊！”学生受生活经验的干扰，教师就
举生活中购物的例子来澄清，让学生从生活中
来的困惑回到生活经验中去解决。

这样我的课堂有了灵魂，有了活力，有了生
命的发展。

动态生成资源，学生做主课堂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南校区 段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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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本课《我是一张纸》延续了人与自然关系的

视角，紧扣时代主题———绿色与环保，让学生从
自己的生活出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改善
生活环境，节约资源，文明生活，成长为“绿色小
卫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怎
样让小学生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呢？
新课标在“课程理念”部分提出“以社会发展和
学生生活为基础，构建综合性课程”，我决定从
孩子们的真实生活入手。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用
纸的现状，因此我选择《我是一张纸》作为备课
主题。
二、教学设计
让学生明白纸的来历及发展，并了解中国

古代造纸术影响了世界，并促进了人类进步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感
受纸在生活中的无处不在，激发爱护树木，保护
环境的情感。通过游戏，观看视频等活动了解
纸在生活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了解纸
的历史及来历，明白珍惜纸张与环境建设靠大
家的道理。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更深
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
课堂调查：欣赏纸艺术，展示学生的纸质

作品。
（设计意图：课内学习与课外生活相联系，

感受纸与我们“息息相关”，为后续教学环节奠
定基础。）
环节一：谈话导入
教师提问：大家猜猜我是谁？不过我可不是

今天这节课的主角，它就藏在下面这四幅图中，

快来找找看它是谁吧。
（学生从生活场景入手，轻松自然引出本课

主人公，把纸当作孩子们的学习伙伴，营造人与
自然平等和谐共生的氛围。）

环节二：生活离不开纸
小讨论：我和你们可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想一想：大家什么时候会见到我，和我在一起干
什么呀？（分类：生活，学习，手工艺品，玩具）
（基于孩子生活体验的思考，图片的展示，

在分类过程中体会纸用处多多，无处不在。）
环节三：纸从哪里来
1.学生观看动画片段《蔡伦造纸》。
2.学生回答解决了哪些问题，教师根据学

生的回答出示课件。
（让我们认识一下蔡伦。实际上在东汉蔡伦

造纸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蔡伦的
造纸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大了造纸原料的范
围，其中用树皮造纸就是他发明的，我们现代人
沿用了他的技术，被后人称为蔡侯纸。而造纸术
也被列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名扬全世界。）

并提出问题：中国古代造纸术比欧洲早了
多少年？

用游戏方式调动课堂氛围，强调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画，直观的图片引导

学生了解古法造纸的各个环节，不由自主发出
“来之不易”的感叹，体会民族自豪感。）

课堂升华：

1. 调查现在纸的产生，并对环境造成的污
染，以及我们现在实际生活所产生的危害
出示图片：大自然环境的破坏及人类生存

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
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
2.播放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重要讲话。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及爱
护环境的重要责任。
3.教师：孩子们从视频中我们知道大型机

器的加入，满足了我们的用纸需求，但是你发现
造纸不好的地方了吗？
4.学生回答，教师小结
（用直观感受 + 讨论的学习方法明确：使用

现代造纸方法需要砍伐树木、消耗能源、污染环
境，它让我们方便使用纸张的同时也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
环节一：纸、树与环境
1.学生汇报课前调查：一天你的用纸量。2.

教师出示 PPT，引导感受学生树与纸的关系。3.
情感升华。
展示树木砍伐，土地沙漠化照片。
如果没有了树，土地会变成沙漠。
如果没有了树……同学们你们喜欢这样的

环境吗？我们可以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
（帮助学生了解纸与树木，树木与森林，森

林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学生明白：节约
用纸就是爱护树木，节约用纸就是保护环境，更
促使学生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节约用纸，保护

环境！）
环节二：播放习近平总书记博鳌论坛会上

关于环境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节约一张纸，看似是小事，却是我们小朋友

能为国家，为全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了解纸及
纸的发展历程，体现纸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
性，引出造纸术激发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让党的二十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深入每一个孩子的心，变成实际行动。）
环节三：升华情感
许愿树：老师展示出许愿树，并让学生

以小组方式在心愿卡片上也写出对环境保
护的心愿。
加深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责任感。
环节四：如何节约用纸 杜绝浪费
播放《节约用纸 杜绝浪费》动画片。
老师：同学们受到了什么启发？你有哪些节

约用纸的金点子？
作业本双面写，不用的作业本当草稿本或

者记作业本。
用写过字的纸折纸，不能再使用的纸回收

……
（把节约用纸，变废为宝的行动落实到位，

学生亲自参与，感受最深刻。学生联系自身再
说做法，体会成为环保小能手的自豪感）
三、综合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纸以及纸的

发展历程，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通
过各种活动拓展明白爱护环境的重要性，以及
我们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对环境的保护。全国上
下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提倡保护环境。

《我是一张纸》教学案例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南校区 段晓梅

一周前我在备语文新课《一个粗瓷大碗》时
计划为学生们渗透一些爱国主义的思想。恰好
我回忆起上周的党史活动课讲的就是赵一曼的
故事。“赵一曼”的名字我听过，但对她的事迹作
为老师我也了解很少。于是我课下做了很多工
作，既是为了保证课堂效果，也是为了能多了解
一位令人敬佩的女英雄。
授课当天原计划是直接介绍赵一曼的生

平。后来我发现这样介绍显得人物很单薄，孩
子们对她的印象仅停留在表面文字。于是我从
对赵一曼被捕后的惨烈情况入手，我询问孩子
们被尖锐的东西扎住指尖疼不疼，孩子给了肯
定回答。我就引出赵一曼被竹签扎指尖，而且
各种残酷的刑罚持续近一年之久，可是赵一曼
没有说出任何党的秘密。逐渐学生对赵一曼的

有了一个粗浅的印象———坚韧（坚强）。
之后在提问“课文中哪一幕让你感动？”时

很多学生低下了头不敢与我眼神接触，我发现
了他们的难点，孩子们不知道哪里让人感动，
现在孩子们能吃饱吃好，对于课文中很多情节
无法理解。我只能先展示出关于当时赵一曼
带部队吃的饭的图片，就是野菜、草根、橡子
面。之后问了学生们吃过野菜吗？吃的次数多

吗？想想不加醋、香油的野菜的味道，最后说
出这几样东西味道实际是十分苦涩的。通过
图片与谈话引出孩子们的生活体验，进而为理
解课文打下基础。

再次展示课文中高粱米饭的图片，用反差
极大的两种饭引发学生思考。让孩子们再次读
读赵一曼主动放弃吃高粱米饭选择喝野菜粥的
情节。这次再问“课文中哪一幕让你感动”，学生

有所感自然愿意举手。
在讲这段话时，（第二天开饭的时候，赵一

曼又没有碗了。小通讯员急得直叫：“我说政委
同志啊，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这么丢呀！”赵
一曼笑着说：“是啊，什么时候才能不丢碗呢？”）
我引导孩子们思考“什么时候才能不丢碗”，有个
孩子回答“人人都能吃饱饭，买得起碗就不会丢碗
了。”这样朴素的，回答不正是我们教育想听到的
吗？让更多孩子们理解正是有了像赵一曼这样爱
国的先辈，才有了我们“不丢碗”的和平年代。

本堂课导入用具体事件使人物形象立体
化，为理解本课背景使用大量图片，联系孩子们
生活体验加深对课文理解。所有的工作都是为
思政“爱国教育”做铺垫。让孩子们爱人物品质，
敬人物精神，思爱国情怀。

语文课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一个粗瓷大碗》教学案例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南校区 刘琳

春风总是悄悄地走近我们，没有一丝的张
扬；细雨总是轻轻地洒落大地，没有点滴的炫
耀。班主任的工作亦应如此，像春风，似细雨。
我们班是一个彼此关系非常融洽的集体，

作为班主任的我竭尽全力，努力营造平等、团
结、互助互爱的班级氛围。
无论做什么，思想工作应该放在首位。孩子

们虽小，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思维。
那一次，为了绿化教室，美化环境，需要孩

子们一起来装点。准备一些绿植吧，怎样说，才
能让孩子们认识到教室是我们共同的家，需要
每一位家庭成员共同建设和呵护？思虑再三，
我精心组织语言。不久，孩子们纷纷从家里搬
来盆花，有亲手培育的，有和家长一起种植的
……这时，花漂不漂亮已经不是重点，一朵朵绽
放的鲜花正是他们对这个大家庭的关心、爱护，
孩子们那纯洁、美好的心灵，正如鲜花般绽放。
我及时引导孩子们对这件事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家更是积极发言，畅所欲言，那热烈的气氛恰
恰是他们内心真实情感的外在体现，班级的凝
聚力是不是也更强了呢？

孩子们心中的班主任不仅要有渊博的知
识，更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在对待学生和处理
班级事务方面，班主任应是和蔼而又不乏严厉，
这样，学生才会在班主任的谆谆教诲中不断纠
错，逐渐成为参天大树。

在我们班，有这样一个孩子，常与一些喜欢
惹是生非的大孩子为伍。时间久了，他也沾染
上了易怒、爱打架的坏习惯。孩子们在一起玩
耍，难免有个磕磕碰碰，可是别人一旦碰到他，
他就对别人大发脾气。怎么办呢？这种孩子自
尊心特别强，于是，我把他叫到了办公室，用谈
话的方式来解决。看我没有批评，他似乎很有
些满不在乎。然而，当后来我对他说“人在社会
中是要与人交朋友的，只要你尊重别人，善待别
人，才会得到尊重”时，年龄还小的他似乎听懂

了我的话，默默地低下了头。他真是个聪明的
孩子！

与孩子们在一起，总会让人感到无比的
快乐。有时兴起，我也会背诵几句古文来教
育他们。

有一次，我与孩子们迎着细雨打扫操场卫
生，不多时，有的孩子停了下来，想要去避雨。
我站定了，顺口诵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句子。
学生被吸引住了，不理解地站在我的周围。我
趁势翻译给他们听：“意思是老天要把重大的责
任降临到某个人的身上，一定会使他的心受苦，
使他的身体受到劳累……”也许我的解释并不
十分正确，但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们
有些懂了。

班干部是班级的领导机构，班干部的工作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班级的好坏。毕竟还是小孩
子，尽管他们能努力地为班级服务，做好自己的
工作，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我们班的大队委，是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子，学
习上刻苦努力，工作上认真负责，但有一样，上
课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便要做一些其他
的事情。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假如在
大家面前批评他，不仅伤害了他的自尊，更会使
别的学生形成错觉，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所
以，我私下找他谈话，陈述利害，讲明作为大队
委的他有这样习惯的不良影响。他听后频频点
头，甚至用眼泪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在这样一个充满宽容、和谐民主的集体里，
我带领我们班力争上游，在学习、纪律、卫生等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付出总会有收获，
我们班团结奋进，生气勃勃。

春风不断，细雨绵绵，这项长期的、潜移默
化的教育工作，我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不断学
习，不断提高。相信在细雨的滋润下，棵棵幼苗
都会茁壮成长！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南校区 王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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