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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2024 年 11 月 29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

落实新课标理念 聚焦单篇教学

——记五通桥教育名师季学红工作室开展

教学研讨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新课标理念，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11 月中旬，五通教育名师季学红工作室联合区教研

室开展了“聚焦单篇教学，落实新课标理念”的教学研讨活动。

本次活动三位老师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课堂上提供多元深

度对话议题，引发学生同感共鸣，深挖观察——思维——表达之

妙。切实做到了“习语培能，抓铁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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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研员郭宇老师执教《鸟的天堂》，他谈到“第七单元关

键词是“景物”“静态描写”“动态描写”“变化”等。对学生来

说，课文在阅读和习作方面都具有典范性，他的教学设计是明显

指向习作的。写景物要有一定的顺序，这在四年级时学生已经知

道。课堂上首先让学生发现作者的描写顺序，除了明面上的部分

——整体——部分顺序以外，还引导学生从作者的观察入手，逐

步发现作者从远到近的观察和描写。在感悟、朗读的同时，他拓

展了课文相关的科学知识，对不同名篇中的相关描写进行了对比，

旨在让学生形成在阅读中自觉联想、想象、思考的习惯，形成自

己的见解。重点学习了作者描写静态景物的方法：在描写时加入

自己的想象和感受，让景物特点更鲜明。课末的小练笔，意在运

用习得的方法，有序写出有自己独特感受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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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成员向阳小学贺玉稼老师执教了《慈母情深》，整个

教学环节设置为四个环节：一、了解作者，切入深情。二、聚焦

细节，体会深情。三、聚焦场景，领悟深情。四、感悟结局，升

华升情。慈母情深的语文要素是体会作者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

的情感，细细的研读这一个“体会”这一词以及“表达”这两个

关键词。教学中搭建支架，例如在聚焦细节描写体会情感时，结

合课后第二题，学习单将同学们的关注点指向了这两个细节描写

在表达方法上的独特之处。那么借助这两个表格，我们可以引导

学生关注反复的手法，从而在反复中感受作者因为母爱的那一份

震撼，以及看到母亲工作环境如此恶劣时的那种难过、心疼等复

杂情感。同时我们又借助这个表格可以帮助学生关注作者使用慢

镜头回放，拆分细节的这样一个写作方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

表现方法和写作方法，用慢镜头的方式，才将细节描写得更加真

实而清晰，更能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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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码头小学杨雨甜老师执教《司马光》。她根据“新课标、

新教材、新课堂”要求，以及学生情况设计了以下教学目标：1.

正确地读课文，读好节奏，并背诵课文。2.分小组制作文言文绘

本故事，并通过结合注释等方法了解课文大意。3.体会人物形象；

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激发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在导入部分，

结合单元主题以“寻找故事传讲人，传递人物美好品质”的任务

贯穿整个课堂，接着采用“看图猜故事”的方法引出要学习的故

事——《司马光》并简要介绍司马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学习的过程中，以学习文言文的“四件法宝”——读准拼音、读

出节奏、读懂课文、熟读成诵带动课堂，让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

到课堂中来，有事可做，保持良好的课堂氛围。在学生学完掌握

前两个学习法宝的基础上，再让学生分小组开展学习任务：制作

一本文言绘本故事书，借助图片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且图片能够直观的表现出课文内容，能让学生一下子就发现图片

的秘密，更好地去理解课文，掌握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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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作室主持人季学红做了《落实新课标如何发挥学生

主动性》的讲座，并对此次活动做了总结：“此次单篇教学研讨

活动是基于单元整体思考，整体设计上的单篇教学。三位教者精

心设计，谋划学习策略，激发学生的自我系统。课堂上学生进行

了有意义、有意识的言语实践活动，极大唤起了学生学习主动性，

实现了学生的深度参与，深度学习 ，从而达到了提升学生素养

的目标。”

（来源：五通桥教育名师季学红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