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晶 张丹丹 通讯员 孙丽
娜魏勇） 为迎接“全国爱眼日”的到来，太

原市人民医院开展多项“全民爱眼从我做起”

宣传活动。

目前，我国近视患者已超过6亿，最易受

近视影响的是儿童和青少年。2020年我国近视

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为52.7%，且随着年龄增长，近视发病率逐

渐增加，初中生为71.1%，高中生为80.5%。值

得注意的是，在近视学生中，10%为高度近视。

虽然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矫正近视，但目前近

视是无法治愈的，近视并发症（如黄斑变性、

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影响眼健康。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眼睛，6月

5日，太原市人民医院来到晋源区一电学校，

对500余名学生进行了健康大讲堂以及视力、

验光等检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利用网络优势，6月5日太原市人民医院眼

科主任秦旭峰受邀到太原市广播电视总台，

FM97.5老年之声栏目做现场直播，针对白内障、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老年疾病进行

网络互动、科普节目，收听听众约35万人次。

爱眼日期间，眼科门诊对群众进行免费

咨询；免费筛查白内障、青光眼、近视眼、

眼睛干燥症等疾病普查；免费检查视力、裂

隙灯、眼压、电脑验光等检测，总检查人群

2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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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

之际，5月 31日至 6 月 1日，省

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谭丽红，

省科协宣调部部长张学东，朔

州市科协党组书记张俊林，主

席李彦玲，党组成员、副主席马

红梅在怀仁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田勇的陪同下，先后到怀

仁市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综合实

践基地、怀仁市教育改革发展

研究中心、怀仁市城镇第三小

学、怀仁市展览馆进行调研并

走访看望科技工作者。

5 月 31 日，到怀仁市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

地，现场听取了基础建设负

责人工作汇报，观看了基础

建设规划视频录像，深入基

地各功能区进行实地观看。

谭主席希望，要继续完善科

普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基地

的教育引导作用，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通过开展一系列综合性

实践活动，促进德智体美与

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

广大学生劳动技能。

6月 1日，到怀仁市教育改

革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科技教育

开展情况，实地视察了研究中心

的各功能室，详细了解了怀仁市

科技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观看了

科技教育影像资料，听取了中心

主任的汇报。谭主席要求，按照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年）》的部署要求，

研究中心要继续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认真改进

教学方法，用好青少年实践活动

场所，推出优质科普资源，做好

强品牌示范推广活动，着力提高

青少年学生科学文化素质，为培

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

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作出应有

的贡献。

到该市城镇三小实地查看

科技创新及机器人活动展示，对

三小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内容丰

富的科技教育活动给予了充分

肯定，谭主席希望，继续加大科

普宣传力度，用好科普实践活动

场所，盘活科普资源，全力推动

青少年活动的开展。

到市展览馆，详细了解怀

仁市发展历程，观看了怀仁市

总体发展情况，谭主席指出，

展览馆全方位展示了怀仁市

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近年

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

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一

张靓丽名片，希望怀仁市继续

加强科技创新、科技普及工作

，加大科普工作力度，创新活

动形式，大力提高全民科学文

化素质，争做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排头兵，奋力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怀仁实践。

谭丽红一行每到一处，还看

望了科技工作者，向科技工作者

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良好祝

愿，表达了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

与关爱。

（组稿刘静通讯员李健）

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谭丽红一行

在怀仁市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等地调研走访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社区小朋友们

的爱国主义情怀，使辖区青少年感受国粹的魅

力，“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商贸新街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驻地单位新阳街小学组

织开展了“传国粹神韵 扬“廉”谱之美”———绘

脸谱“迎六一”活动。

活动开始，社区工作人员闫润梅通过精心

制作的 PPT，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为孩子们分享

了中华传统文化十大国粹的小知识，普及了京

剧脸谱的来源、分类以及各种颜色背后所代表

的人物特点等。整个过程中学生们听的非常认

真，对绘制脸谱充满好奇和兴趣，让孩子们对

传统文化又有了新的认识。

志愿者在为孩子们发放脸谱制作材料的

同时，对脸谱的 DIY 要领以及制作步骤做了

详细讲解。讲解结束后，孩子们都很认真地

创作起来，一张张独特的脸谱在他们的手下

应运而生。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在一曲脍炙人口的《说唱脸谱》声中，孩子

们纷纷激动地举起他们创作的脸谱，仿佛穿越成

了脸谱中的历史风云人物，现场氛围热烈非常。

京剧脸谱 DIY融合了趣味性和学习性，通

过此次体验活动，孩子们感受了非遗的魅力和

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既弘扬了传统文

化，又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锻炼了他们

的动手能力，也让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得到了

更多社区小朋友们的喜爱。 （组稿刘静）

阳曲县商贸新街社区
联合新阳街小学

传国粹神韵 扬“廉”谱之美

太原市人民医院

开展“全民爱眼
从我做起”宣传活动一、研究基础及分析

学生已经在四年级上册学

习了有关除法的认识，五年级

下册学习并认识了分数，知道

了除数和被除数的关系以及分

子和分母的关系。本课的学习

的比是对两个数量之间关系的

新表示，为实际应用打基础。

这部分内容主要教学比的

意义、比与分数、除法的关系。

例1、例2教学认识比的意义。认

识比时，主要利用学生对两个

数量之间关系的已有认识，先

引导学生分别认识同类量的比

（例1）和不同类量的比 （例2），

并逐步抽象出比的意义。进而

引导学生根据比的意义以及分

数与除法的关系，主动探索比

与分数、除法的关系，自我完

善认知结构。在例1、例2随后的

“试一试”“练一练”中，教材

都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索

和尝试的机会，尝试通过学生

的独立思考进一步感受比的意

义，并主动探索比与分数、除

法的关系。练习十三中的5个练

习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比的

意义、比值以及相关知识间的

联系进行了合理操练，且形式

多样，目的明确。

二、研究目标准备
1、学生理解比的意义，学

会比的读写法，认识比号及比

号前项和后项。

2、掌握求比值的方法，会

正确求比值。

3、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小组

讨论弄清比同除法、分数的关

系，学生自然就能理解，明白

比的后项不能是零的道理，同

时懂得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4、经历比的发现、认识过

程，感受知识与生活之间的密

切联系，体验探究发现和迁移

推理的学习方法。

5、感受数学知识之间的内

在联系，激发学习的兴趣，培

养学生积极思考、动手动脑的

良好学习习惯。

三、实践教学反思
1、提供丰富信息，提高复

习兴趣

我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实例

引入复习课，学生有亲切感，

在丰富的生活情境中回顾比的

意义。为复习比的基本性质、

化简比、求比值、比的应用等

知识做好准备，同时也激发了

学生复习的兴趣。通过6条信息

的呈现，让学生充分感受比在

生活中的应用，并概括出比的2

种类型：同类量的比和不同类

量的比。

2、梳理所学知识，自主建

构网络

复习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

是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因

此，在复习时引导学生自主把

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梳理、分

类，使学生头脑里逐步形成一

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教学

时，由比的意义引出复习比与

除法、比与分数之间的联系，

学生能清晰地了解新、旧知识

的发生、发展过程。继而引导

学生回顾比这单元，还学了哪

些知识？通过小组间的相互启

发、相互讨论，学生根据知识

间的联系，自主建构了“比”

这单元的知识。

3、辨析抽象问题，渗透学

习方法

面对抽象的题目，学生往

往束手无策。如何帮助学生

分析解答呢？我把课堂交给

学生，让大家齐想办法，共

同解决平时正确率极低的一道

题：“甲班学生的 1
5
调入乙班

后，两个班的人数正好相等。

甲班和乙班原来学生人数的比

是（ ）： （ ）。”课

堂上，学生积极动脑筋，想到

了画图法、假设法、推理法等

方法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这个

环节的教学，学生充分体验了

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同时

帮助学生在理解数量关系的基

础上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

4、精选各类习题，发展学

生思维

练习就是对复习的数学知

识和思想方法的运用，并培养

学生的解题能力。在这节复习

课中，我设计变式题组练习，

以学生感兴趣的足球比赛时间

为话题展开讨论，不断改变条

件，关键是引导学生抓住解决

问题的关键：找对应。这样一

题多变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深

刻性、灵活性和严谨性。

5、上完这节课，反思了自

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a、在教学的扶与放的度把

握得不是恰到好处。

b、对课堂新生成的问题

处理不是很到位。

c、教学语言上不够精练。

共同体“基于核心素养教学目标引领
提升课堂质量”六年级数学《丰富多彩的比》

阴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张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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