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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当你们遇到烦心事时，会用怎样

的方式排解呢？”在提问中，成都市中和中学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刘桂的心理团体辅导课正式

开始。她用问答的方式引导六年级2班的学生

敞开心扉，讲出自己排解困难的小妙招。

“我会告诉自己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

会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会向父母和同学倾

诉。”……同学们踊跃举手，争相讲述起自己面

对消极情绪的态度和解决方式。“很棒！从你们

的回答中，我看到了你们的坚持，你们都是内

心强大又阳光的孩子。”刘桂肯定了学生们的

做法，课堂气氛在师生互动中活跃起来。

“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心理健康操，我

们一起站起来跟着视频做动作，把烦恼和困惑

抛在脑后。”在音乐声中，孩子们跟着刘桂一起

蹦蹦跳跳，此起彼伏的爽朗笑声在班级中回

荡。

在随后的课堂中，刘桂借漫画《情绪黑洞

的故事》向学生讲解了什么是情绪黑洞。学生

在她的循循善诱中逐渐明白：消极情绪并不可

怕，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释放出来，自己将会

愈来愈强大。

如何才能克服消极情绪，成为情绪的主

人？刘桂用“3I理论”，即心理复原力的优势视

角理论，给出了答案。她告诉学生，首先要正视

自我，寻找内心深处消极情绪的来源；而后，要

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力量，能帮助自己对抗和消

解负面情绪，例如父母支持、朋辈支持、老师引

导等；最后，要回归自我，用外界和自我的力量

为内心赋能。

课堂最后，刘桂为学生带来了“折叠纸张”

“沉思12秒”“深呼吸”等互动心理游戏，学生

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一堂由浅入深、好玩好用

的心理团体辅导课。

这堂生动有趣的示范课让在场的听课教

师深受启发。箐口乡中心校班主任杨蒙娜告诉

记者，自己一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但又不知

如何将心理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教育教学中。

“刘老师的课堂非常注重互动和实践，学生的

积极性完全被调动起来了。这让我意识到心理

辅导类课程的落脚点要放在帮助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上。”

教师的心理状态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

果和心理发展，因此，关注和保障教师心理

健康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命题。当日下午，刘

桂还为箐口乡中心校全体教师作了一堂《向

阳而生 追光而行——教师心理赋能与心态

调整》讲座。

讲座中，刘桂从提升教学效果、增强职业

满意度、促进个人成长等角度论述了教师心理

赋能的重要性，她告诉教师们，心理赋能要从

增强自我意识开始。她还借助“镜像游戏：模仿

对方的刻板印象”“OH卡”等互动游戏，向教

师展示了如何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实现

认知重构。

“渡人先渡己，渡己先渡心。”在场的教师

纷纷表示，刘桂老师的讲座引人深思，在此过

程中，大家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提升。

教师拥有强大的精神内核，才能为学生的

心理赋能。讲座的下半场，刘桂指出关注学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她告诉在场教师：“人人都

是心育工作者、班班都是心理辅导室、课课都

是心理辅导课、处处都是心理教育场。”她向在

场教师传授了常用的心理辅导技术，强调了家

校沟通的重要价值，并给出同家长建立良性关

系的方法。

“刘老师的讲座治愈了我，让我意识到为

自己赋能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提供了与学生

和家长沟通的正确方法。”箐口乡中心校教师

刘艳梅表示，“未来，我也要向她学习，努力成

为一名心态阳光、懂心理学、热爱教育事业的

优秀教师。”

金秋送教雷波 情暖山乡课堂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赴雷波县箐口乡开展名师送教活动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张玥 文/图

10月 31日一早，在雷波

县东北部的箐口乡，群山之间

云雾缭绕。在四川省教育融媒

体中心组织开展的名师送教活

动中，来自成都高新区的5位

名师在箐口乡中心校，针对该

校学科教学的薄弱点、教师成

长的关键点，带来了语文、数

学、音乐、美术、心理健康5堂

示范课，和一场针对教师心理

赋能与心态调适的专家讲座，

赋能教师专业成长，助力学校

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盘古、伏羲、女娲、燧人、黄帝、炎帝，他

们都有着哪些故事呢？”在四年级3班的语文

课上，成都金苹果公学语文教师陈皎苒带着

同学们一起翻开《中国神话传说》一书，上了

一堂生动的整本书阅读推进课。

“中国神话传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是解开原始文明密码的钥匙，生动体现了先

民浪漫的想象力与旺盛的创造力。”在课堂

上，陈皎苒先用图片让学生整体认识书中的

重要人物，随后通过人物和故事连线、统筹人

物和事件形成时间轴等小活动，让学生发现

神话人物和历史的关联，培养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激发学生阅读及探究兴趣。随着阅读

的深入，陈皎苒还通过给出与神话相关的诗

歌等延伸阅读资料、寻找日常生活中的中国

神话传说等方式，让学生感受中国神话传说

的深远影响。

“除了激发学生阅读《中国神话传说》的

兴趣，感受中国神话故事的丰富多彩以外，还

要让学生能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形成

探究话题，从而引发后续的探究性阅读。”课

后，陈皎苒围绕任务群视域下的小学语文整

本书阅读教学，向箐口乡中心校语文组教师

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她介绍，整本书阅读推进

课不是单篇阅读的堆积和罗列，教师可以通

过设计多样的读书交流活动，对接其他语文

学习任务群，注重学习任务群之间的交叉延

伸和相互渗透，并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

真实表现，针对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真正建

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

“陈老师不仅为我们上了示范课，还向孩

子们赠送了书籍，我们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以后多多进行整本书阅读的尝试，让学生

养成阅读的习惯、享受阅读的乐趣。”箐口乡

中心校语文教师宁璐璐说。

“大家都知道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

面积计算方式，后续我们将学习平行四

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它们的面积又

该怎样计算呢？”五年级3班的教室里，

成都霍森斯小学数学教师任美全带着

学生，围绕《图形面积计算》，踏上了一

场生动的数学之旅。

任美全先带着学生回顾了长方形

面积的计算过程，让学生在已有的经验

基础上进入新课学习，随后给出平行四

边形，让学生观察特征，认识底和高，引

导学生思考其面积计算方法。“长方形

和平行四边形的两块‘菜地’分配是否

公平？”在课堂中，他通过设置情境判

断，引起学生认知冲突，随后通过格子

图测量两个图形面积，利用填表让学生

猜想面积计算方法，然后再转化成长方

形来推导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一步步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等于底乘对应的高。

“今天，我们把未知图形面积计算

转化为已学图形的面积计算，那后续

将要学习的三角形、梯形和圆也能像

今天这样研究吗？”任美全的追问，为

同学们的后续学习留下了结构化的

“端口”。他表示，该课堂的设计理念，

就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方法迁移，能够

自主探究学习类似的内容，在学习完

小学阶段的几大平面图形面积计算

后，形成知识结构，将各散点知识进行

串联结构化，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有对

比和类比，从而培养学生的结构化意

识和能力。

课后，任美全就如何培养学生结

构化意识和能力，向箐口乡中心校数

学组教师分享了经验。交流结束后，箐

口乡中心校数学教师周春感慨地说：

“任老师的课堂思路非常清晰，以后，

我们也要结合今天学到的理念和方

法，进一步加强课堂设计，更好地引导

学生自主探索和学习，让学生在数学

学习中获得更多乐趣。”

当天，五年级2班的同学们迎来了

一场生动的音乐会，在成都墨池书院

小学音乐教师杨昕珏的带领下，同学

们一起学唱歌曲《牧场上的家》，在充

满趣味性的课堂活动中感受音乐的无

穷魅力。

课堂上，杨昕珏首先通过生动的

牧场环境描述和音效，将学生带入一

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牧场世界。通过

模仿动物叫声的游戏，学生们迅速融

入了课堂氛围。在“牧场探险”环节，师

生在三拍子的节奏中进行了“动物叫

声接龙”游戏，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动物

叫声的记忆，还让他们熟悉了三拍子

节奏。随后，杨昕珏引导学生在音乐中

行走，通过步伐规律探索音乐节奏，感

受音乐的对比和乐句的起承转合。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音乐情

感，杨昕珏还设计了抛纱巾游戏，让学

生熟悉弱起小节，并感受歌曲所表达的

情感。最后，杨昕珏引导学生进行了牧

场声音探索与音乐创作。学生们使用蛙

鸣筒、三角铁等乐器伴奏，进行了完整

的表演唱。在拓展活动中，学生们还自

由发挥，创作出了更多与牧场相关的音

乐元素，如添加新的动物叫声、使用不

同的乐器等。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更

加热爱音乐，用音乐为生活增添更多

色彩。”杨昕珏表示，这节课除了帮助

学生理解音乐的弱起和乐句结构以

外，还通过各种小活动，培养学生创新

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课后，杨昕珏围

绕新时代美育背景下古诗词如何融入

小学音乐课堂，向箐口乡中心校音乐

教师分享了教学经验。

“杨老师的音乐课环环相扣，在如

何跟学生互动、如何将学生引入情景

等方面让我很受启发。下一步，我也将

优化课堂设计，让音乐课更生动、更高

效。”箐口乡中心校音乐教师马玄一

说。

在三年级1班的教室里，成都墨池书院小学美

术教师周国强带着学生们一起了解面具知识、在面

具上作画，每位同学都动笔绘制了自己的专属面

具，课堂上一片欢声笑语。

“同学们都知道，面具通常由木料、塑料、金属、

纸张或布料等材料制成。它们也有着多种用途，包

括装饰、保护、表演、医疗、安全等。”在课上，周国强

展示了我国各地不同风格的面具，还介绍了面具的

种类、用途，以及背后的故事，引起同学们对面具的

强烈兴趣。

了解完面具知识后，如何绘制面具呢？周国强

教学生勾勒三种常见的中国传统纹样：如意纹、花

边纹和云纹，并指导他们运用三种纹样装饰自己的

面具，做到线条流畅、画面疏密搭配合理。同学们结

合学到的纹样，发挥想象力，认真地在面具上勾勒

出喜欢的图案，完成后迫不及待地穿上绳子，把面

具戴在脸上，十分自豪。

课堂结束时，周国强又着重向同学们介绍了四

川戏曲中的面具，用生动的案例告诉大家要有文化

自信，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后，围绕名优教师专业成长的话题，周国强

与箐口乡中心校的教师进行交流，分享自己的成长

故事，鼓励教师锤炼专业技能，不断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箐口乡中心校美术教师吴波告诉记者：“从观

念的引领到技法的教授，再到每一个步骤如何处

理，周老师都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下一步，我们

将加强研讨，上好美术课，把美育的种子播撒在孩

子们心中。”

趣味面具中的美育探索

在神话故事中体验阅读乐趣

一场图形面积的数学之旅

山村校园传出悠悠歌声

为山区师生积蓄“心”能量

箐口乡中心校学生在音乐示范课上，通过抛纱巾游戏熟悉弱起小节。

陈皎苒的语文示范课。

任美全的数学示范课。

杨昕珏的音乐示范课。

周国强的美术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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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的心理团体辅导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