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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

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

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

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

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

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中提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

的行为，不应该以教师的分析来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

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

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

受审美乐趣。要珍惜学生独特的

感受、体验和理解。”

实施个性化阅读是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选择阅

读内容，按照自己的阅读方式进行

阅读。阅读，插上了个性化的翅

膀，学生就会尽情地遨游学海，享

受学习乐趣，产生独到体验，发展

批判思维、创造能力。那么在具体

的个性化阅读中，又该如何进行

呢？以下是笔者的粗浅想法。

质疑问难如何个性化

古人云：“学贵有疑。”爱因斯

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

个问题更重要。”质疑打破了课堂

教学中师问生答的坚冰，使学生处

于积极、主动的位置，激发了他们

探求新知的欲望，并迸发出创造的

思维火花。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我

们也经常发现，师生的疑问很多时

候是无疑而问。如《小壁虎借尾

巴》一课，学完小壁虎向小鱼、老

牛、燕子借尾巴，课时结束时老师

会说：“那小壁虎到底有没有借到

尾巴呢？我们到下节课再来学

习。”颇有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的味道。殊不知学生对

课文内容早已了解，谁还不知道这

个呀。也有的教师让学生自己提

问，“课文学到这儿，你有什么疑

问？”然后归纳学生的疑问，分类

解决，有些直接解决，有些延时解

决，增强了质疑的实效性。

学习过程要个性化

在新课标的倡导下，个性化学

习越来越被我们所重视和运用。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更要尊重学生

的个性化选择。在教学实践中，学

习过程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跟谁一起学：如我们在教授

《去年的树》一课时，在指导朗读树

和鸟儿的对话时，请学生说说你有

像树和鸟儿一样天天在一起形影

不离的好朋友吗？请你在班级中

找一个你的好朋友，读一读树和鸟

儿分别时说的话。孩子们兴趣盎

然，读得津津有味。在学习鸟儿和

树根、门、小姑娘的对话时，放手让

学生自己学，可以自己一个人学，

可以同桌分角色学，可以四人小组

学，可以找老师学。学完了，可以

加上自己的想象，把这个场景用表

演的形式再现出来。

具体学些什么：人们总是带着

一定的目的去阅读，总是围绕着目

的，凭着个人爱好、阅读经验对读

物实行选择性阅读。在教学中，教

师要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特长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习内

容。

要怎么学习：学生根据各自的

爱好、习惯不同，他们有适合自己

的个性化学习方法。新课标要求

还给学生自选学习方法的权利，把

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毫无疑

问，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主

动者，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大胆放权，还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

小天地，让他们自主学习，自主感

悟，自主体验学习的乐趣。

感悟体会学习的个性化

《课程标准》中的阅读目标特

别强调读者的个性体验。如“有自

己的心得”“通过自己的思考”“说

出自己的体验”等。由于学生的知

识背景、生活经验、感悟角度等的

不同，学生的感受自然有区别。因

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的体

验与感悟时，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反

应，要重视学生富有个性化的感悟

与体验。

当然，阅读教学实施个性化的

前提是教师具有个性。个性是标

志 一 个 教 师 教 学 成 熟 的 基 本 要

素。每当我们提起那些教学一线

的特级教师，首先的印象是他们的

教学个性。于涟的深情、魏书生的

民主、吴非的硬气、窦桂梅的激情

与深度等，这些多样的个性是他们

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形成的个人“身

份证”。因此，我们教师应当在平

时的教学中着力历练自己的个性，

力求形成属于自己的教学“身份

证”，这样才能推进阅读教学个性

化的有效实施。

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浅谈个性阅读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青田县油竹小学 徐冠微

感恩教育是德育教育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是提高

小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内容。

作为小学班主任，在学生的成长

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行为上的引导、言语上的激励等

都能对学生产生明显的影响,感
恩教育亦是如此。本文从学科

教育、班会活动、主题活动等方

面入手，结合实际活动简要分析

了小学生感恩教育的价值和具

体策略，力求能够全面促进学生

综合素养的提升与发展。

学科教学渗透感恩教育

学科教学是学生接受教育

的重要渠道，感恩教育渗透在学

科教学过程中能够起到一举两

得的教育功效。班主任老师在

所任教学科的教学过程中除了

要对孩子们进行学科知识教学，

还要认真分析知识内涵，将感恩

教育与学科内容有效结合起来，

找到契合点，不着痕迹地渗透感

恩教育。

小学阶段基础科目较少，如

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

科学等，班主任老师除了在自己

学科的课堂上渗透感恩教育之

外，也要做好与其他学科教师的

沟通工作，力求能够将学生感恩

教育融入到每一学科的教学过

程中。以语文学科为例，小学班

主任一般都承担语文学科教学

任务，语文与感恩教育的融合是

最具优势的，语文教材中很多文

本内容也是与感恩教育息息相

关。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下意

识地从文本内容出发，融合到不

同课型的教学过程中。例如低

年级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等课

文，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学习基

本的生字词、句子等内容之外，

还要侧重于学生感恩教育的渗

透。从毛主席带领战士们挖井，

到乡亲们感恩毛主席的行为，引

导学生学会感恩。

班会活动渗透感恩教育

班会活动是小学阶段班主

任开展感恩教育的重要渠道，教

师借助班会活动，将感恩教育进

行有效的渗透，发挥班会活动的

德育功效。一方面，班主任老师

可以将班会活动和道德与法治

课堂有效融合起来，道德与法治

本身就与学生德育教育联系紧

密，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能够更

好地融入感恩教育。

另一方面，每周一次的班会

活动还可以通过传统文化、德育故

事等为讨论主题，引导孩子们自主

搜集案例、自主组织班会内容，让孩

子们更加深刻地感受感恩教育。开

班会前，班主任可提前一周给出主

题，如《奇迹的名字叫父亲》《爱心

树》等等。主题给出后，孩子们便可

分工合作，去搜集感恩故事，或制定

班会流程等等。一场别开生面的班

会活动不仅能给孩子们上一堂不同

的感恩教育课程，也能学会其他的

知识。

孩子们根据自己小组的不同责

任，准备班会所需的材料，在材料准

备过程中，也在无形中对孩子进行

了感恩教育。然后班主任老师适时

参与其中，帮助学生理清班会的思

路，提高班会活动的教育效果。

主题活动渗透感恩教育

主题活动可以结合一些节日内

容开展，比如母亲节、教师节、父亲

节等。还可以结合目前的热点问

题，将疫情与感恩教育融合起来，从

身边的小事出发激发学生的感恩意

识。

疫情期间，学校开展了读书月

活动，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感恩父

母，班主任老师以此为基础，引导孩

子们将读书活动与感恩活动结合起

来。以感恩主题绘本创作《我爸爸》

为例，绘本在创编过程中，教师首先

在线上带领孩子们观看了我爸爸、

我妈妈的绘本内容，然后引导孩子

们发挥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对爸

爸的看法，与爸爸、妈妈合作完成第

一本书的创编。

在创编的过程中，孩子细心回

想与爸爸妈妈生活的点点滴滴，感

受父母对自己的爱，然后用自己的

方法表达出对父母的爱。通过绘本

的创编过程，孩子们虽然没有将感

恩挂在嘴边，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表

现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开始积极主

动地承担家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通过班主任老师各种德育活动

的开展，在润物无声中对孩子们进

行了感恩教育的渗透，效果非常明

显。

小学生就像是一张白纸，老师

和家长怎么引导，孩子就会怎样在

白纸上作画；孩子又像一棵小树，小

时候加以引导，给予束缚，那么他就

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作为班主

任老师尤其要意识到感恩教育的重

要性，在教学与管理中为孩子们营

造良好的德育教育环境；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中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走进孩子们心里，为孩子们的成长

撑起一片蓝天。

触摸心灵
——也谈小学生感恩教育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何妙艳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