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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的“三个任务”
□ 刘 静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教师应“指导学生坚持

开展课外阅读，注重培养和发展阅

读素养”。按照新课标要求，我引导

学生大量阅读名著，同时优化作业

设计，尝试“五育融合”，发展学生的

高阶思维能力。

每日基础阅读——四格漫画与

定格动画。在《伊索寓言》基础阅读

全部完成后，我布置了“四格漫画”

任务，要求学生任选一篇喜欢的故

事，充分调动各学科知识，用4幅图

提炼出故事的梗概和主旨。学生还

要另选一篇的故事，结合四格漫画

任务中学会的分镜、人物形象设计

等技巧，完成一部定格动画的拍摄

和剪辑。任务完成后，学生抽签进

行每日课前 5 分钟的轮流展示，讲

解自己的设计思路和创作中遇到的

困难或闪现的灵感。

学期拓展阅读——剧本创写与

戏剧表演。在阅读狄更斯著作《圣

诞欢歌》的教材简写版之后，我组织

学生根据“故事山”图式的情节分

析，创写小说配角雅各布的前传，并

将其改编成剧本进行排练演出。学

生在剧本创写和戏剧演出过程中，

需要充分调动英语、语文、美术等学

科知识，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和合

理性反复推敲，充分锻炼合作探究

的学习能力。

寒假拓展阅读——海报设计与

情节导图。我将小说《弗兰肯斯坦》

布置为寒假作业，要求学生重新设

计小说封面和电影海报，绘制人物

关系思维导图，同时准备下学期开

始的“阅读圈”任务展示。

自英语名著阅读教学开展以来，

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素养都得到

了显著提升，对于运用跨学科知识完

成英语学习任务的热情也有了极大

提高。更重要的是，学生的逻辑思

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等高阶

思维能力，也在一次次名著阅读任务

的完成过程中不断加强。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新津中学）

我
们
这
样
落
实

我
们
这
样
落
实
新新
课课
改改

站在 2023 回望 2022，每个人都经历

了充实而丰盈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有希

望、有努力、有成长、有收获，也有写不尽

的一点一滴。作为教育工作者，行走在课

改道路上的脚步自然也不会停歇。本期，

我们精选了 8 名一线教师的来信，分享他

们 2022 年的课改心路，分享他们一路走

来的所见与所思。

从“舒适区”走出来
□ 李晓娇

在过去的一年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有两点：一是对教材内容的取

舍，二是如何在教学中落实核心素

养。教师如何在时间有限的课堂上

讲解教材的内容？在第一个使用新

教材的学期中，我没有对教材内容

进行取舍，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未能

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在这个困境当

中我开始思考：教材是什么？课堂

教学内容与教材的关系是什么？课

堂教学内容选取的依据是什么？新

课标要求教师转变观念，在备课中

要有课标意识，依据课标确立教学

目标，依据教学目标和学情选取教

学内容，教材只是教学实施过程中

的辅助工具。

如 何 在 教 学 中 落 实 核 心 素

养？新课标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不

断提高，也给传统的教学方式带来

挑战。对于时空观念的培养，我注

重运用地图教学，课后让学生绘制

时间轴；对于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

能力的培养，我注重运用史料教

学，挑选史料进行详细分析。然

而，我发现许多学生依旧“时空混

乱”，未能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

合。这让我深刻感悟：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循

序渐进，需要更加深入研读新课标

的要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尝试

运用历史情境教学法，根据新课标、

教学目标、学情等选定教学内容，在

实际教学中创设历史情境，由学生

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现问题。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

生解决问题，让学生的自主学习、质

疑提问贯穿学习的全过程。

过去的一年，让我深刻感受到

不能理所当然地躺在自己的“舒适

区”，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教材内容

与教学时间、知识广度与知识深度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帮助学生全

面发展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开平市第

一中学）

体育是一种精神载体
□ 陈旭昆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22年版）》指出，体育教学要重

视教学方式改革，重视学生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有机结合，

注重将健康教育教学理论讲授、交

流互动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知

识与技能，提高解决体育与健康实

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同时，“双减”

要求增加学生校内参加户外活动、

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活动的时

间和机会，增加学生课外接受体育

和美育方面培训的时间和机会。为

了进一步落实新课标和“双减”的要

求，学校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出发，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根据家长需求

和学生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一系

列体育特色课后服务课程。

在各类课后服务项目中，我参

与了羽毛球社团的教学工作。在教

学过程中，我认真学习新课标理念，

积极进行教学方式改革，运用游戏

化教学模式，将羽毛球技战术的运

用与实际生活相结合，通过情境创

设、实战比赛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

随机应变的能力。在平时训练中，

我会尤其注重对学生集体荣誉感和

顽强拼搏精神的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被激发，如火如荼地开展羽毛

球活动，不仅增强了身体素质，而且

锻炼了意志品质。这样的体育课程

和体育教学从学生兴趣出发，注重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在创新教学方式的教学活动

中，我真正意识到：体育不仅是一种

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

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全面发

展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西咸新区

沣西新城第四学校）

建立“大学科”教学理念
□ 冯 强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2022 年版）》对学生发展提出新

的要求，推进育人方式的改变，强调

学科综合和社会实践。鉴于学校的

实际情况，我们以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为抓手，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

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学校立足县域特色，依

托印江“红色文化”“名茶之乡”“长

寿之乡”“书法之乡”等文化底蕴，积

极开发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另

一方面，学校制定规划、狠抓落实，

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研究性学

习与教研相结合、社会实践与教学

相结合、社会服务与德育相结合、劳

动技术教育与基地建设相结合，建

立了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主线、

融合其他学科全面发展的“大学科”

教学理念。

学校通过研究性学习增强学生

创新意识，通过实践基地活动提高

学生动手能力，通过社区服务弘扬

传统美德，通过社团建设挖掘学生

潜力特长，通过骨干教师培训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一系列做法带动

了教师对于新课标的研究热潮，营

造出良好的教研氛围。

对于我们这样相对偏僻的山区

学校，在财力人力明显不足、教学硬

件条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有

效落实新课标，如何破解“唯分数、

唯升学”的怪圈，这些都是摆在学校

和教师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但我也

坚信，只要我们保持常学常新的态

度，保持迎难而上的决心，就一定会

找到破解难题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学习新课标初尝甜头
□ 蒙 芳

2022 年 8 月底，我收到来自学

校教导处的关爱——一本崭新的有

着蔚蓝色封面的《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 年版）》送到我的手

上。教导处主任笑着对我说：“好好

学习，提前熟悉一下，开学就等着你

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一听这话，我

觉得这本书沉甸甸的，不仅要自己

吃透，还要带着大家一起把它读熟

读透，这可是一件大事。

深入学习新课标之后，我们有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教学

的困惑、思考、研究似乎找到了出

口和方向。新课标指引着教师的

教学方向，学校以教研组为单位

组织我们学习，每周确定主题和

发言人，保证人人参与。之后，学

校还进行了新课标知识竞赛，帮

助 教 师 加 深 理 解 。 一 系 列 活 动

中，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赶超”的

学习环境，对于专业成长帮助很

大。在县级青年教师“大练兵大

比武”活动中，因为学校积极组织

教师参与新课标学习，所以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大家都说“学习新

课标初尝甜头”。

新课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明确“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在

新课标的指引下，我们会不断学习，

一路前行。

（作者单位系广西宾阳县和宾

彰泰小学）

更新理念，立足实践
□ 韩宗英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

准（2022 年版）》对道德与法治学科

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了新

的路径。

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我在教学中尝试“时代融入”，回应

“时代之问”。比如，我让学生了解

中国航天人的故事，观看航天飞船

发射和着陆的过程，然后引导学生

通过任务探究的方式，感受航天英

雄的科学精神、奉献精神、探索精神

等。新课标要求“以社会发展和学

生生活为基础”，我在教学中夯实

“真实生活”这一基础，解决好学生

“信不信”的问题。比如，开展民主

与校园、法治与校园等综合性学习，

充分提升学生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和

认知；讲解“创新驱动”时，引导学生

进行人工智能的讨论，让学生了解

科学带来的挑战和问题。

道德与法治学科具有政治性、思

想性、综合性、实践性。我在教学中

融合多学科知识，帮助学生提高认知

能力，进而内化为他们自身的责任与

担当意识。比如，讲解我国资源环境

问题中的土壤保护与污染时，我把语

文学科的课外阅读篇目《寂静的春

天》引入课堂，帮助学生理解土壤污

染尤其是农药污染的危害。

通过学习新课标，我努力走到

学生中，帮助学生在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灯塔市佟

二堡经济特区第二初级中学）

在朗读中发展思维
□ 王海涛

《义 务 教 育 语 文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版）》指出：“语言是重要的

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发展的

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过程，二者相

互促进。”语言是思维走向高阶和

成熟的主要工具，思维则是语言形

成 和 发 展 的 心 智 基 础 和 内 在 动

力。通过对新课标的深入学习，我

尝试通过朗读促进学生的思维发

展，注重朗读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

作用。

引导学生安静思考。如何在朗

读中引导学生思考？一是要能容

错，将学生在朗读中的错误转化成

重要的教学资源；二是要能示范，教

师经常示范朗读，促进学生深度思

考。师生之间平等交流，学生之间

中肯评价：为何用这种语气朗读？

为什么这样断句？这样的朗读处理

好在哪里？

引导学生学会比较。课文《藏

戏》用三个问句引出全文，我也设计

了一组陈述句与之对比并进行朗

读，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以问句开头

的形式更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

趣。在朗读中进行比较，其目的在

于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发现：为

什么要用这个词？为什么要用这样

的句式？这种修辞有什么意义？

引导学生创意表达。朗读是对

文本的再创作，我会鼓励学生在朗

读中进行创意表达，还会引导学生

通过小组表演读、分角色朗读等多

种形式对文本进行创编，加深学生

对课文的思考和理解。

对于语文教学而言，朗读不能

仅限于“读”，而是要进行更深层次

的挖掘和思考：不但要关注朗读技

巧的传授，还要关注“为什么要这样

读”的思维训练；不但要关注对文本

的有声复制，还要培养学生对文本

“创意表达”的思维能力。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高

新区明华小学）

升往高处，放眼远方
□ 赵 文

对于学校而言，落实《义务教育

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

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变课堂、

改变评价，增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

和实践性。如何改变课堂？怎样组

织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性学

习？怎样以“学习任务群”的方式实

现跨学科学习？如何引导学生勤于

思考、乐于实践、勇于探索，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这些都可以在新课

标的研读中找到答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学用结合才能更有效促进教

学实施。学校带领骨干教师开始基

于新课标的跨学科学习实践，按照

新课标的要求实施跨学科主题教

学。刚开始许多教师都反映“找不

到头绪”，但通过多轮培训和研讨，

围绕大单元主题教学的跨学科实践

逐渐有了清晰的脉络。我们按照各

年级学生的年龄和学习特点设计了

新课标背景下的课程方案，形成了

趣味活动场、环保研学、远足、乞巧

始祖和秦文化之旅、小城说教、社区

实践等不同的跨学科主题综合课

程。比如，二年级环保研学综合课

程包括认识植物、变废为宝、分类计

算、垃圾分类、生活测量等内容，几

乎覆盖了所有学科知识；五年级教

师带着学生以“小城说教”的形式开

展学习，开展写小城、话小城、读小

城、阅小城、绘小城等活动，既让学

生体会了小城劳动者的艰辛，又自

然融入了语文、数学、美术、地理、历

史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教学。

新课标就像景区观光索道一

样，带领我和我的同事升往高处、放

眼远方。我们深刻意识到：不能只

教会学生基础知识和学习技巧，还

要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

为学生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终身

发展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西和县北

辰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