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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主题是英语课程内容的第一要素。基于主

题意义探究的英语课堂教学已成为当今初中英

语教学模式的主旋律，本文将通过探析基于主题

意义的课前语言展示的设计原则，结合教学实

践，探讨如何基于这些原则有效开展主题意义语

言教学的探究，从而提高英语教学效果，促进学

生英语核心素养综合表现的达成。

基于主题意义的课前语言展示的重要性

1.符合英语核心素养的培育目标

《新课标》提出“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由

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

方面构成”。基于核心素养的要求，学生通过主

题式的语言学习，不仅能提升语言能力而且能发

展学生思维能力、构建知识框架，形成正确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基于主题意义探究，教师可以拟定话题，制

定系统多样的语言展示计划，以此来导入单元主

题，激发学生语言表达欲。在英语课堂教学中，

以特定主题贯穿始终，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因单

纯学习语言而产生的枯燥感，从而提高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

2.提高课堂时间的利用率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节课中学生精力最饱

满、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是上课后的第 6-20 分

钟。课前 5分钟对于学生来说效率相对不高，围

绕主题的课前口语训练不仅给学生提供了语言

展示平台，也提高了课堂时间的利用率。

3.体现教材编排的特征

目前所使用的教材《Go for it！》以主题为单

元，将同一主题的不同文本集合在一单元。因

此，围绕主题开展语言活动，是我们进行教学实

践的路径之一，也是训练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主

要途径。

基于主题意义的课前语言展示原则

1. 主题设计多样性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即教

育。”教师在进行主题意义的设计时，尽量注重

主题聚合化、生活化。主题聚合意味着主题具有

深度，不再是单一视角，那么教师的挑战就在于

将主题转化为学生易于接受和熟悉的生活和学

习内容。

英语课前语言展示的主题形式多样，在选

择主题时，尽量选择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生活

和学习内容，以及学生感兴趣的主题来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拉近学生与话题的距离，体现生活

中的运用，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语言。同

时，生活化的主题有利于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

的兴趣，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得体的语

言表达。

2.活动设计趣味性

为增强趣味性，将游戏合理地融入到课前的

语言展示中，并增加一定的挑战性与竞争性，是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每

周一的英语课上，由学生进行自主投票选出“本

周最佳 speakers”,并在月底由每周最佳 speakers
进行 PK，许多学生为了获胜，就会在课前做充分

准备，甚至还会进行拉票。这样的活动就在无形

中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3.活动过程人文性

在形式及内容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课前的语

言展示应以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及英语核心

素养作为教学目标。但是学生总是存在基础、能

力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轻松、自由”的课堂氛

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这种差距。在展示过

程中，教师尽量不要随意打断学生的展示，不要

过分纠错，让学生在轻松、无负担的氛围中输出

语言，提高英语口语表达的信心和能力。

4.活动开展恒常性

在设计活动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着开放性、

拓展性的主题，以中学生的性格特征和语言发展

规律为依据，严格制定教学计划，坚持开展活动，

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语言训练，保证每天有

训练，每周有主题，每月有小结。要保证语言展

示活动正常有序地长期开展。

总之，通过基于主题意义的教学方式融入到

课前语言展示中，有目的、有重点地围绕主题开

展语言训练，给学生创造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

让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学习语言。这不仅

有助于学生英语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同时在保

证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上也有

较强的促进作用。

基于主题意义的初中英语课前展示探究
遂昌县民族中学 余燕君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而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关键阶段，是培

养造就合格公民的起点。在此过程中，班主任无

疑是德育工作的最前线人员，责任重大。而在现

实工作中，班主任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还

要处理繁杂的班级事务，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

瓢，对于德育工作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

德育工作的重点、难点，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谈

谈小学班主任工作中的德育策略。

把德育情景剧搬进课堂

一张皱巴巴的草稿纸被学生丢弃在地上，后

排的学生一声不吭地捡起不耐烦地放到前排桌

上，“不是我的。”只见前排学生转过头，把这张纸

用力拍在后排同学桌上，“那也不是我的。”后排

学生面有怒色又把这张纸扔了回去，再看周围同

学似乎也没有人有主动捡起的意思……一日清

晨，我在早自习的课堂上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当天下午，我将这台情景剧搬进教室，不同结

局的是情景剧里一位邻座的女同学，轻轻地拾起了

这“烫手山芋”扔进了垃圾桶，说了句：“这不就可以

了？”只留下两位同学红着脸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教师最常用的方法是

讲明道理，疏导思想，以理服人。可在校园和家

庭生活中，学生最不缺少道德说教。“灌”字当头，

教育的形式就会千篇一律。培养孩子的行为习

惯要用孩子喜欢的方式，而情景剧教学就不失为

一种孩子喜欢的学习方式。要增加学生教育获

得感，就要增加学生的学习参与度，要打破“老师

说学生听”的方式。情景剧的素材就来源于校园

生活中的各种“小插曲”，扮演者置身于他人的位

置，按照他人的处境来行事，对他人的行为会有

更深的感悟，自然而然会产生教育效果。而观看

者在“轻松看戏”的同时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也被

搬上了舞台，既而引发思考，在观看的过程中主

动感受到了道德缺失的危害。

将德育巧妙融入学科学习

从幼儿园至大学阶段，德育一直贯穿始终。

但德育学科始终处于“单枪匹马”式的“孤军奋

战”，德育效果不佳。这就需要建立整体的德育

观念，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单一的“德育学

科”拓展到全方位的“学科德育”，要充分利用各

学科中隐含的德育资源形成道德教育合力，使中

小学生得到全面而系统的道德教育。

“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精辟地揭示了语

文教学和思想道德教育之间的本质联系，语文课

程天然地带有学科德育的价值，而其他学科也可

做些“价值嵌入”与“道德融通”。比如，艺术类学

科可以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了解，使学生

在追求“美”的过程中领悟“道德美”的意涵，将课

堂升华为可以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课堂；自然

学科知识具有明理功能，可向学生传达“求真”

“求实”的价值观念；历史、生物、地理学科能向学

生传播人类文明、爱国意识、生态伦理等方面的

价值观。德育、智育都包含着对教育者认知、情

感、意志、行为的要求，将德育与智育相结合才能

更有力地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

榜样力量是德育实践的前进动力

品德的形成要经历依从、认同、内化三个阶

段，这是从外到内的转化过程。而认同阶段作为

过渡阶段关键是主动接受规范，其实质是对榜样

的模仿。运用榜样示范法可以把抽象的思想准

则和道德规范具体化、人格化，符合儿童的认识

发展特点，也符合儿童爱学习、善模仿的年龄特

点。

选好榜样是学习榜样的前提，“三人行必有

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在榜样的选取上不必

拘泥于校园，也不仅限于伟人名人，可以面向学

生、教师、家长多个主体。教师除了以身作则，可

以利用班会课等时间开设“同伴榜样”“名人榜

样”“家长榜样”“我是榜样”等系列课程，讲述身

边的榜样故事。对标同伴榜样，鼓励学生合理分

析自身德行；对标名人榜样，激励学生树立远大

志向；对标家长榜样，号召家长言传身教，与孩子

共成长。借“相互示范”的榜样力量，养成学生的

优良德行，唤醒他们的情感体验，使课程发挥“见

贤思齐”的作用。

人无德不立，业无德不兴。只有家庭、学校、

社会共同擘画更大的育人同心圆，才能更好地助

力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实现全面发展。

浅谈小学低段班主任的德育策略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区 张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