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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人人都有表达美的权利和意愿，

即便是工读学生也不例外。在工读学

生的美术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

个性展示区、班级美创墙、园艺治疗区

等手段，满足工读学生的需求、学校文

化的需求，要让“美”开花结果，将美术

教育延伸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让学生

在文化浸润中发现美、创造美，提升美

术素养，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一、个性展示区成为学生“发光墙”
在班级的墙面上开辟一个个性展

示区，将学生优秀的绘画作品和证书

一起悬挂在墙上。把工读学生优秀的

一面，展现给师生看，既证明了“工读

学生”也是好学生，更重要的是让长期

不被认可的学生得到众人的关注和认

可。

2018年 6月，学生的美术作品《美

好香肠》和《包子》荣获成都市教育局

食品安全绘画大赛一等奖，事实证明：

“工读学校”的学生，如果引导教育得

当，也能发光发热。

如今，班级里的这面墙已经成为学

生的发光墙、鼓励点，学生每天经过那

里，不经意地抬头就会看到自己的作

品，心中有自信、心中有阳光、心中有方

向，所以抬起头，面带笑容向前走。

一面个性展示墙，既美化了班级

文化，展现了孩子的特长，又带来了家

长对孩子的认可，成为一种无声胜有

声的教育。

二、学生参与，美创墙激发内在动力
班级美创墙强调学生的参与感。

整个班级的学生齐动手，一起来涂涂

画画，涂鸦和设计属于自己的班级美

创文化。这些文化不需要广告部设计

和喷绘，全是学生自己的想法和纯手

工绘制，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人的文

化氛围。

实践证明，班级美创墙可以有多

种多样的表现。例如，七年级 1 班为

了约束自己的行为，绘制一整面“优秀

是一种习惯”涂鸦墙，时时刻刻提醒同

学：大家都是优秀孩子，不要因为不优

秀的行为和思想，影响班级文化和形

象。涂鸦在墙上的口号如同一种目

标，触动了学生向优秀发展。 2019
年，七年级 1 班被评为成都市优秀班

集体。

在八年级班级文化理念呈现中，

学生们脑洞大开，把空牛奶盒洗干净，

拼出班级理念“积善博学”四个字，贴

在墙上就是浮雕的感觉，醒目而有意

义，得到了老师和领导的认可，学生们

的此举实际上是美术课《变废为宝》的

拓展。一间教室，学生自己命名，“自

强班”“腾飞班”“笃志班”等等创意氛

围无限；学生宿舍培植绿植，自己在陶

艺课上做花盆，种植多肉，增添宿舍的

丝丝绿意；还有宿舍命名，带自己喜爱

的书籍和布绒玩具装饰与陈列艺术，

凝造一个温暖的、家庭式的校舍文化。

做到“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立

美”与“创新”并举。52中学生“变废为

宝”的班级文化建设，正是施展“立美”

与“创新”的一个教育举措。废品是低

廉的，美创是无价的。

三、自己动手，园艺治疗区疗愈伤口
园艺治疗区就是陶艺基地和开心

农场。DIY 陶艺基地，自己动手制作

纯手工花盆，再栽培、栽植、花艺设计

活动；自留田式的开心农场，种植花卉

蔬果、田园环境维护；学校专门开辟园

艺片区，让“工读学生”在园艺劳作中

体验播种的期望、劳作的艰辛、丰收的

愉悦，心归田园，疗愈伤口。

成都 52 中的学生经过 12 道工序

体验纯手工制作花盆，遵循“工匠精

神”耐心完成一件花盆，种上绿植，放在

书桌上。心情不好时，看看自己的盆

栽，看到自己成功做了这件世界独一无

二的作品，顿时觉得自己还是很能干

的。学生们到开心农场拍照，给蔬果浇

水、松土，修整一下田园环境，情绪状态

在园艺治疗区得到净化、愈合。

校园文化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大课

堂，要让学生视线所到的地方，都带有

教育性。画画让“工读学生”找到自

信，美创让学差生找到创造的亮点，优

美的校园文化是学生最好的“哑巴老

师”，用心营造的教室是孩子成长的温

床，温馨的校舍是学生温暖的家。校

园文化的营造离不开美术，因为美的

文化给人心灵上的滋养和修复。

成都 52 中的校园留下了莘莘学

子美好回忆，从害怕到理解，从叛逆到

爱上，从懵懂到懂事。他们的变化跟

用心教育和美的治愈分不开。美创校

园文化对内具有认知力、整合力、创造

力，对外具有辐射力、感染力、影响力，

是学校品牌的重要体现之一。美的校

园文化对心灵有治愈效果，也是无声

教育，我们以“环境育人、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为工读教育理念，拯救了迷途

少年。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

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应根据需要

合理安排，以便为幼儿提供多样化的学

习机会和条件，提高教育效益。因时、

因地、因内容和幼儿的学习特点，运用

集体、小组、个别等活动形式。”分组教

学既有集体教学的统一性，又有个别活

动的灵活性；既有利于幼儿主体性的发

挥，为每个幼儿提供更多的自由表达或

参与活动的机会，又有利于教师更好地

关注幼儿的个别差异。

我个人认为分组教学走到现在，它

的功能有点形式化，甚至异化了。

教师在将幼儿分组时，一般有以下

几种分组方式：

一是按能力分组，即教师根据幼儿

学习速度、学习水平等将幼儿分成不同

的层次，并分成相应的组；二是按兴趣

或幼儿不同关注点分组，即教师将幼儿

按照他们的不同兴趣点或关注点分成

不同的组，分别施以教学；三是随机分

组，即教师不考虑幼儿之间的特点和个

别差异，将幼儿随机分成几个组；四是

通过自身的以往教学经验将幼儿进行

分组。

将幼儿分成几组进行探讨时，教师

仅仅会关注到思维活跃的组别，进行交

流和引导，而另一组有可能就会失去教

师引导的机会，导致幼儿出现零教学的

可能。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幼儿园一半

的教师表示由于教师人手不够，而不能

采取分组教学。将孩子分几组，老师对

一组孩子教学时，如果其他的孩子没有

教师照管，很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由于

幼儿人数过少，教师无法保障两组幼儿

的有效教学。幼儿人数过多，在分组活

动时教师无法保障幼儿安全。教师由于

没有足够的材料而很少采用分组教学。

分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与推

行，教师要善于在一日生活，游戏活动

中对每名幼儿的发展，认知，能力等各

方面进行观察和发现。发掘每个幼儿

的能力，了解每个幼儿的优势和劣势，

能够根据每名幼儿的不同和差异进行

不同的教学教育手段引导，让每一个幼

儿都能在教学中获得成功的机会，体验

到生命成长的快乐。教师需要在与幼

儿接触的过程中学会尊重幼儿的人格

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

学习特点是《纲要》的要求，也是我们的

责任与义务。

教师对幼儿差异的认识不能是模

糊的或笼统的，认为幼儿大概是什么

样，或可能是什么样去进行分组，这会

造成教学中的目标偏差、内容偏差、方

法偏差等问题，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

的，而且有碍幼儿的发展。

我认为同内容、异要求的分组教学

有利于幼儿能力的提高，按不同的经验

水平进行分组教学，会更有针对性，更

有利于幼儿主动思考和解决疑问，根据

幼儿不同的能力水平，适当调整活动材

料，调整教学要求，可以较为有效地帮

助幼儿建构有价值的知识，掌握重要的

技能。

在幼儿园分组教学中，教师需要在

日常工作中注意观察幼儿、分析幼儿的

发展状况、掌握幼儿的发展动态，并且

以此为根据，确定达到什么教育目的，

使用何种分组形式，以使分组教学更为

有效。

如何处理知识和素养的关系是新课

程改革的核心问题。当前，一线教师通过

培训和学习，对“素养离不开知识”已形成

共识。但对“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培育素

养”，仍然充满疑惑和焦虑。其实，后一个

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知识以什么

样的方式“现身”或“打开”，有效链接知识

与人生，使知识成为化育生命的必需营

养？

体验先行：让知识有根
记得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根之

茂者其实遂”，就是说凡事从根基上下功

夫，自然会有显著成效。同样，假如知识

是“果实”，那么经验就是“茂盛之根”。哲

学家怀特海认为，生活经验是知识生成的

“先决条件”，知识若不与个人的生活经

验相结合，就会沦为一堆无用的信息堆

砌。但当前教学存在知识“无根”的倾向，

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被切断，以结论形

式单向灌输，这种无根的知识很难支撑核

心素养。为此，必须坚持体验先行的原

则，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和鲜活情境，让学生走进熟悉亲切的生

活，把已有的经验唤醒与调动起来。一位

老师在比较分母不同的分数大小时，面对

学生的困惑，不是讲授书本知识，而是唤

醒学生经验。他说，同学们，你怎么比较

两根筷子的长短呢？学生说，放在桌子

上，先让一头平齐，根据另一头的长短就

知道筷子的长短了，说完也就恍然大悟。

一克经验胜过一吨理论。在学生生活中，

类似于筷子的经验很多，我们要培育学科

核心素养，就要自觉启发、丰富与发展这

些经验，从而厚植知识之根，让后续学习

从学生心里既顺乎自然，又合乎规律地生

长出来。

深度拓展：让知识有魂
知识有结构，假如用冰山来类比，那

么，处于水平面上的是知识的“概念、命题

和理论”，处在中间的是知识创生的“过程

与方法”，而处在底部的则是知识创生所

携带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指向学科核

心素养的知识教学，必须从“概念、命题

和理论”的表面，深入到知识创生的“过

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里面，只

有这样，才能抵达知识的生命和灵魂，为

形成学生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打下坚实基础。面对“为什么泰勒

斯是世界上第一位哲学家”的学生提问，

假如你让学生只记住“世界本原是水”是

古代唯物主义，那你的教学尚停在看得

见的知识之“表”，没走进看不见的知识

之“里”。但如果你创设情境和问题，引

导学生在探究和讨论中明白，泰勒斯的

“第一”，不仅是形成时间上的“第一”，还

第一个批判了“世界是神创的”思想，显

示了崇尚科学的“勇气和态度”，更重要

的是第一个把“世界万物归于一”，为以

后哲学家追问世界本原提供了思维方

法。这样，学生不仅记住了知识的命题，

而且领会了哲学的思想与方法，培育了

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因此，发展

核心素养不是不要知识，而是要深入到

知识的里面，把知识蕴含的深层育人价

值“挖掘”和“呈现”出来。

活力取向：让知识有品
知识教学存在“存储”取向和“迁移”

取向。前者把知识“作为定论、作为对象、

作为结果”来接受，把占有与获得书本知

识作为学习的目的，后者把知识作为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追求知识在新情

境中的活化和转化，在知识与人生之间建

立内在的关联。显然，两种取向获得的知

识品质有高下有无之分，其中，“存储”取

向让学生获得的只是没有活力的惰性知

识，只有后者，才能提高学生应对生活世

界真实处境的能力。你可以引导学生调

动语文知识，为李兰娟申报“感动中国”

人物写一段说明书；整合地理和经济知

识，为家乡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建议等

等。因此，要培育核心素养，必须提升知

识品质，增强知识在新情境中拓展和迁

移的能力，一方面通过“怎么看”的精神

指引，引导学生走出原有认知的“局限”

与“狭隘”，生成新的“视野”与“格局”，实

现与文本知识的“视界融合”；另一方面，

通过“怎么办”的实践指引，提高学生“将

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

际成果”的能力。这样，我们的知识教学

就克服了人生、情境与知识的彼此疏离，

实现境知相依、人知融生，成为学生重构

精神自我，洞察生活智慧、增进人生幸福

的智慧旅程。

苏霍姆林斯基说
过：让校园的每一块墙
壁都会“说话”。美术创
作在校园文化中具有的
特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氛围，它能在无形中影
响师生的心灵，起到“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意
义。美创浸润校园文化
一块石头，一幅画，一面
墙，一个班级，一间校舍
都是一部“工读学生”转
化有力的教科书。

我在“工读学校”教学生“涂鸦”
■ 成都市第五十二中学 郑斌 文/图

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一季幸福

时。昨天，我和我的孩子们如约而至，相

聚在四年级4班这个美丽而又充满希望

的大家庭。我从一个个纯真的眼神中又

看到了翘首期盼的上进心和各种猜测的

担忧之感。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位教师不

仅是教书者，而且是教育者。由于教师

和学生集体在精神上的一致性，教学过

程不是单单归结为传授知识，而是表现

为多方面的关系。共同的智力的、道德

的、审美的、社会和政治的兴趣把我们教

师中的每一个人都跟学生结合在一起。

课上，我和孩子们共同开启了《观

潮》的学习。这是一篇写景记叙文，作者

通过耳闻目睹钱塘江大潮潮来前、潮来

时、潮退后的景象，写出了大潮的奇特、

雄伟、壮观。特别是“潮来时”一段，把钱

塘江潮描绘得有声有色，读来令人如临

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景。

虽然设计是好的，但实施过程还是

有些波折。四年级的孩子接受能力相对

六年级而言有一定的差距，而一直教高

段的我已经习惯了“读悟再读”的方式，

第一节课感觉挺累，第二节课就转变了

教学方法，由简单的写字与阅读抓起，当

写完“盼”这个字时，孩子们似乎没有反

应，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老师写得怎么样？”

“好！”

“是很好吗？”

“很好！”

“不能是很好，应该是非常好！那还

不得给老师鼓鼓掌呀！”

几句话下来，教室气氛截然不同，显

得轻松了很多。

“这段描写可是非常精彩的哦，试着

读一读。”找了几个孩子，总不在状态，于

是又有以下对话——

“我来读，你来评价——‘浪潮越来

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

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

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老师读得好！”

“具体好在哪里？”

“读得好像感受到了钱塘江大潮的

宏伟气势！”

“非常好！为了突出钱江潮的壮观气

势，应该读得稍快，还要注意‘千万匹白色

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山崩地裂’‘颤

动’等词语，大家像我这样读一读！”……

“你看，读书就是这么简单哦！看

看，老师不仅读书好，字还写得好；不仅

字写得好，文章写得也不赖；不仅文章写

得不赖，人也是很漂亮的哦！”

“呵呵……”班级再一次出现了欢笑声。

炎夏已去，秋风送爽。窗外，校园此

刻很寂静，迎风招展的香樟树郁郁葱

葱。我在电脑旁敲击着这些文字：孩子

们，也许我们跑得并不是最快的，但我们

要到的是能坚持；也许我们思维并不是

最敏捷的，但我们要做到最认真思考；也

许我们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列，但我们是

最努力的；也许我们不太会表达，但我们

要做到最真诚；也许我们才能不多，但我

们可以做到最用心；也许我们不太惹人注

意，但我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孩子们，相信老师，更要相信自己！

幼儿教学要兼顾统一性和主体性
——浅谈幼儿园的分组教学

■ 泸州市龙马潭区摇竹幼稚园 王泽芬

素养培育要创新知识的打开方式
■ 许大成

教学感悟

又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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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城实验小学
庄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