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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指导纲
要》中都提出，幼儿园品德教育的主
要内容是情感教育和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同时要注意用潜移默化的方
式，贯穿于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和活动
中。幼儿园开展德育活动时，可以将
具体实施内容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
活中，用生动的形式促进德育活动的
有序开展。笔者下面以大班主题活
动“垃圾分类”为例，进行分析与探
讨，探寻开展德育活动的策略。

2019年，上海市作为第一个垃圾
分类试点城市，颁布实施了《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此之后，垃圾
分类已成为热点话题。笔者发现，幼
儿对垃圾分类的内容很感兴趣。因
此，笔者以“垃圾分类”为主题，设计
了一系列活动。

在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活动时，笔
者首先通过预设问题，吸引幼儿的兴
趣。比如：什么是垃圾分类？垃圾应
该怎样分类？关于垃圾分类你知道
些什么？想要知道些什么？我通过
预设的问题，引导幼儿进行相应的探
讨，鼓励幼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
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究。

在幼儿初步了解垃圾分类后，我
引导幼儿讨论：教室里的垃圾应该如
何分类？这些垃圾应该放在哪里？
接着，我和幼儿相互讨论，应该如何
制作垃圾桶、垃圾桶应该用什么材质
来做、垃圾桶如何分类等。我们经过
研究和思考，决定用不漏水、牢固的
材料来做垃圾桶，并用颜色来给垃圾
桶分类。幼儿亲手制作了红、绿、蓝、
灰颜色的垃圾桶，摆放在教室的角落
里，对应投放不同类型的垃圾。

垃圾桶制作完成后，孩子们特别关注自己的垃圾应该
投放在哪个垃圾桶。不过笔者也发现，小朋友在扔垃圾时
存在着错扔和乱扔的问题。问题出现后，我组织幼儿讨论、
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有的孩子提出，可以由专
门的监督人员来管理。于是孩子们自制值班表，轮流监督，
并对扔对垃圾的幼儿进行奖励。此后，孩子们把每天扔垃
圾当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还组织幼儿观看垃圾分类的
讲座，让孩子们对垃圾分类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自己班级的垃圾分类有了一定的效果后，有的孩子
提出，应该把垃圾分类的好行为传导给幼儿园里的每一
个人。于是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开始了，孩子们亲手
绘制垃圾分类的海报，分成若干小组去向别的班级宣传、
向其他教师宣传、向园长阿姨宣传。孩子们积极参与，非
常踊跃。有的孩子还去别的班级“讲课”，讲解如何做垃
圾分类桶，传递垃圾分类的小知识，让人人都养成分类投
放垃圾的好习惯。

随着垃圾分类活动的开展，有的孩子发现，空的瓶子
是垃圾，但也是他们的“玩具”，于是一场让垃圾变废为宝
的新主题活动开始了。漂亮的贝壳、纸卷筒、用过的纸盒
子，成为孩子们的区域活动材料，有的变成了美工区的装
饰品，有的变成了科学区的道具，有的变成了孩子们手中
可爱的玩偶。我们还通过家园互动，一起进行变废为宝的
活动，进行各种创意搭建、制作，用制作的成品开展爱心义
卖，并把义卖的捐款捐给需要的地方。这样一个小小的活
动，不仅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还培养了幼儿的爱心。

在“垃圾分类”活动中，我们不是单纯用说教的形式
要求幼儿给垃圾分类，而是让幼儿自主提问、自主调查、
探讨、研究、学习，从各种实践活动中获得真切感受，从内
心深处深刻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更离不开家庭和社
会的支持。我们不仅鼓励幼儿亲身参与和体验，还充分
调动家长的积极性一起合作，这样不仅能让家长起到榜
样的作用，还能促进亲子间的情感，促进幼儿在家庭中的
成长。此外，我们还利用社会资源，给幼儿开设讲座。幼
儿园、家庭和社会三方的有效整合，不仅推动了垃圾分类
工作的开展，也帮助幼儿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使德育
活动开展得更有效果。

教海探航

绘本阅读活动中的教师指导策略
■盐城市盐都区海阔路幼儿园 胥艳

阅读影响孩子的一生。为孩
子打开阅读之门，让孩子享受阅读
的快乐是教师的期望。苏联儿童
剧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曾经说
过：“无论孩子们的家庭和学校生
活多么有趣，可是如果不去阅读一
些美好、有趣、珍贵的书，就像被夺
去了童年最可贵的财富一样，其损
失将是不可弥补的。”绘本图文并
茂，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可以帮
助他们认识世界。教师应采取有
效策略引导幼儿阅读绘本，让幼儿
获得更好地发展。

激发兴趣，让幼儿爱上绘本阅
读。绘本阅读能引领孩子走进一个
充满童趣、想象和快乐的世界 ,给孩
子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为孩子一生的
精神发育打下良好的基础。“温馨的
环境和温馨的绘本”不仅能引发孩子
产生阅读的愿望，更能引发孩子产生
阅读的喜悦。

孩子总是对新奇、漂亮、独特的
东西感兴趣。所以，老师在图书角
的布置上要注意创新，如布置童话
般的蘑菇小屋、树林小景、木偶、头
饰等，引发孩子想阅读、想表演故事

的愿望。绘本封面的颜色要温馨，
图画要温馨，故事的内容要温馨。
一本温馨的绘本能让孩子感受到世
间的美好。一本本优秀的绘本，就
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孩子会从中
吸取丰富的文学营养，领悟到真、
善、美的真谛。

拓展想象，充分体验阅读乐趣。
在绘本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培
养幼儿的读图能力和想象能力，通过
引导幼儿仔细观看图画中的形象、色
彩、细节等，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拓展延伸活动。

比如幼儿读完绘本《逃家的小
兔》后，教师可以让他们续编故事，在
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大胆地想象。教
学时可以采用绘画的方法，让幼儿画
出自己想象的画面。续编故事不仅
可以给幼儿打造自由的想象空间，同
时可以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
氛围。

教师要让幼儿充分享受阅读
的快乐，使幼儿在阅读中心有所
动、情有所感。但教师不必生硬地
告诉幼儿绘本所蕴含的道理，而是

要在不知不觉中感动他们。比如，
绘本《亲爱的小鱼》是一个非常感
人温馨的故事，借着一只猫的自我
独白，表达着爱与理解的深刻内
涵。如何让幼儿感受到绘本里爱
与被爱的主题呢？笔者在给幼儿
讲述时，把故事里的小猫和小鱼，
假想为妈妈和孩子，让幼儿通过回
忆妈妈对自己的爱，从而体会到小
猫对小鱼的爱，同时也理解了小鱼
为什么愿意放弃自由，选择永远陪
伴在小猫身边。

发散思维，让幼儿学会创造。创
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
维活动，它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
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
性和求新性为特征。幼儿期是大脑
发育迅速的时期，这个时期幼儿好奇
好问，思维发展也十分迅速，在此阶
段重视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是相
当必要的。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幼儿
的思维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
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设计活动
情景，让幼儿感知形象、描述形象、想
象内容。比如看绘本《好饿的毛毛

虫》时，笔者引导幼儿将图片改编成
故事。首先，笔者在黑板上布置一幅
大背景，再分小组设置小背景和水果
卡片，然后用生动的语言提问：“虫卵
变成毛毛虫后，毛毛虫饿了，会怎么
办？”随后，笔者让幼儿自由讨论，为
幼儿提供自由想象的空间。孩子们
根据形象的材料，按自己的想法组合
拼图，讲出了一个个情节生动的故
事，充分发展了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

绘本阅读中，谈话也是培养幼
儿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方式。教师
应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谈话中对幼
儿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谈
话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将他们对绘
本的疑问、见解大胆地说出来。教
师要创设宽松、自由、平等的环境，
让缺乏自信，不敢说、不会说的孩
子大胆地说出心里话。在幼儿阅
读的过程中，教师更应该做的是关
心、爱护每一个幼儿，仔细倾听、善
于倾听他们的话语，及时抓住幼儿
思维的闪光点，及时进行肯定、赞
赏与激励，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与创造性。

■常州市龙锦小学 孙云卓

教学有感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承载育人的
责任，数学学科也是如此。数学不
仅能让儿童启迪心智、激发智慧，还
能涵育素养与精神。教师应在日常
数学教学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落
实在常态化教学中，从学科教学走
向学科育人。

在教学目标中找出“思政点”。
课程思政首先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
制订中，不仅要注重数学知识的习
得、数学能力的发展、数学方法的
建构、数学思想的渗透，还要将学
科育人的思政元素落实在目标的达
成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探寻数学规
律，通过严谨的推理深刻地认识数
学知识。在教学目标制订中要注重
理性精神的渗透，透过现象看本质，
让学生养成勇于发现、质疑和提问
的习惯。

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说：“数
学的真善美与中华文化的真善美不
谋而合。”数学的外在美与内在美，
感性美与理性美，简洁美与抽象美
无处不在。教师要在目标的预设中
挖掘数学学科的真善美，与学生共
享数学美、共创数学美。

数学教材中通过数学史融入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通过教学素
材融入了国家、地方经济发展、社会
文化发展的内容，与时代发展同频
共振。因此教师在数学教材内容解
读与情境创设中，要结合教材内容
与生活实际，激励儿童为国家之振
兴、家乡之美好而学习。

在教材解读中理出“元素线”。
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承载的社
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思政元素，将
显性的数学知识和隐性的思政力量
有机结合起来。

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与生活
实际，在编写习题时充分运用体现
国家繁荣、家乡发展、城乡建设的
一些数据和资料，在多元的习题表
达以及分层的问题探索中渗透爱
国、爱家乡的教育，契合时代的脉
搏，让儿童领略到鲜活的家国发展
的情况，架起数学与生活、数学与
未来、数学与时代的桥梁，产生共
鸣，激发情感。

教师需要站在立德树人的高
度，深度把握数学课程思政的价值
与意义，深入挖掘数学符号、数学模
型、数学问题等内容的思政元素，并

在常态化课堂中积极实践，贯穿在
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努力在数学学
科育人中将价值引领与知识习得、
能力培育融为一体。

在学科实践中形成“育人体”。
思政教育应该伴随孩子终生，教师
要在数学学科育人的实践中分阶段
为孩子搭建好思政的阶梯，促进儿
童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幸福而完整
地成长。

教师可以借助数学史料激发
民族情感。例如笔者在五年级“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这一内容的教学
中，为学生介绍了《九章算术》中记
载的求平行四边形面积的方法，以
及我国古今数学家在推动数学发
展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让学生生出
民族自豪感。再比如在解决问题
的策略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结合

“节能节电节水”“环保生态环境”
“农地湿地耕地”等主题的鲜活思
政素材开展环保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等。

在教学“商不变的规律”一课
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研究被
除数和除数两者变不变化、怎样变
化和为什么商不变化这些问题，培

养抽象概括能力，感受事物“对立统
一”的矛盾性，并在“变与不变”的规
律性中渗透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
培养学生学会观察发现、猜想验证、
逻辑推理、类化迁移，形成有条理、
有逻辑的思维习惯。

数学源自生活，因此我们应立
足生活中的驱动性问题展开数学项
目化学习，如“一粒米的旅行”“少
年问天航天空间站”“口罩的前世
今生”等，通过数学实践，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渗透

“实践第一”的思想。如“认识分米
和毫米”一课中，笔者抓住抗击疫
情的契机，结合生活实际中的“一
米线”“口罩型号”等，让学生用不
同方式测量物体的长度，通过找一
找、画一画、量一量的体验，渗透生
命教育，感受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
击疫情的家国情怀。

课程思政彰显在每一个学科育
人的任务中，体现在日常的课堂、教
学与学习中。我们应把数学文化与
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挖掘
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将思
政教育内容融入数学课程教育内容
之中，育人于无痕之中。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小学数学教学探索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孙今越

教育在线

三招两式

小学美术教学是为了让学生在认
识美、感受美的基础上创造美。想要提
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教师就要在教学中
注重趣味性，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砂纸画这一新美术媒材的使
用，可以给孩子的美术作品带来新鲜活
力，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造性思维。
本文就以砂纸画为例，谈一谈笔者在小
学美术课堂中运用砂纸画教学的实践
体会和思考。

油画以其丰富的色彩和情感的表
现力，深得当代人的喜爱。小学生对色
彩有着强烈的感知力和创造力，要将油
画以一种简单易操作的形式展现给小
学生，就需要选择适合的媒材，使作品
呈现丰富的色彩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砂纸作为一种打磨用纸，近年来，逐渐
被运用到绘画中。砂纸底色深、表面凹
凸不平，附着一层细小的砂粒，纸张粗
糙，使得砂纸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油
画棒质地柔软、颜色鲜艳、颗粒细腻，更
加有利于色彩的附着，并且在深色砂纸
的衬托下，颜色更加鲜艳明快。这些特
性都使得油画棒砂纸画成为学生喜爱
的绘画方式。

学生在尝试画砂纸画时会发现，在
砂纸上用笔顺畅不打滑，画面色泽鲜亮
明丽，有较强的表现力。小学美术教育
将砂纸画融入课堂教学是一种大胆的
尝试，它将人们生活中常用的打磨东西
的砂纸作为绘画媒材，用油画棒在砂纸
上呈现出流畅的线条色块肌理，会让学
生在绘画中感受新鲜和趣味。

小学低年级学生年纪小，注意力不
能长时间集中，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课
堂上容易分神，但他们对新鲜事物会有
较强的好奇心。砂纸画这种新媒材能
够很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便于教师
引导学生感受美、创造美，激发学生的
美术创作热情。

砂纸画不拘泥于绘画的主题和内
容，给学生提供了大胆创作的空间，往
往能收获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我们
让学生尝试砂纸画创作，在砂纸上开启
探索新世界的大门，不仅能开拓学生思
维，也能提升其创造能力。

当然，在教学中，笔者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有的学生由于首次接触砂纸
画，会陷入新奇的绘画形式之中而忽视
了画面的构图、点线面的合理安排等。

因此在绘画过程中，教师要全程指导和
讲授，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
先，绘画前储备理论知识，确保教学时
能对学生进行准确的指导和纠正。其
次，上课时要先进行范画演示讲解，布
置课堂作业时要讲明具体要求和注意
事项。第三，在学生绘画过程中，要对
每位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逐个指导，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

在绘画时，教师要提醒学生做到以
下几点：首先，对绘画内容进行构思，对
画面进行简单的布局和划分，避免出现
画面内容过大或过小的构图问题。其
次，在构图的初步环节，要用浅色油画
棒，便于出错时可以用深色油画棒遮
盖。第三，绘画时主体构图尤为重要，
其次是背景、装饰等。最后，对画面进
行整体观察和修改，对结构进行调整，
进而完成绘画作品。

用油画棒涂色主要有以下几种涂
色方法：1.勾线涂色：先用油画棒轻轻
勾勒轮廓，在构图打型完成的基础上
进行涂色；2. 直接涂色：不需要勾轮
廓，直接用油画棒在砂纸上涂上大面
积色块；3.叠加涂色：在涂完第一层颜

色后，可根据需要，用相同或不同的颜
色再涂第二层、第三层颜色，多用于色
彩的渐变；4.用力变化：在涂颜色时，
用力的轻重变化，会使色彩出现浓淡
不同的变化，使画面产生立体感和空
间感；5.点涂法：用油画棒的一端在砂
纸上轻击，形成不同形状、大小的彩色
点，常用于点彩画和点线面的装饰；6.
薄涂法：用油画棒在砂纸上侧卧、轻
涂，透出砂纸的底色，形成色彩的变化
之美。

由于砂纸自身的特性，教师需强调
油画棒色彩的运用，注意色彩的深浅
对比，浅色砂纸对应深色主体，深色砂
纸对应浅色主体，将砂纸和油画棒巧
妙结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但砂纸表面粗糙，并不容易刻画细节，
所以在绘画中，教师需提醒学生扬长
避短，用大色块表现画面，而不是注重
细节刻画。

砂纸画形式新颖，色调鲜明，材料
简单，呈现出类似油画的绘画效果。小
学美术课本中许多课程都可以尝试用
砂纸画的形式来表现，如《动物朋友》
《大自然的色彩》《秋天来了》等等，教师

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
画面内容的难易程度。在创作前，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认识砂纸画，并针
对课堂学习内容，欣赏优秀学生作品，
创设绘画情境，提高绘画兴趣。

用油画棒在砂纸上创作，呈现出来
的画面色彩艳丽，画面饱满，相较于普
通的绘画形式，更多了一些观赏性，很
大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发展。这种绘画形式更适合小
学低年级学生。不需要细节刻画，将颜
色大面积展开的表现手法，不仅丰富了
学生的想象能力，也能激发学生的情感
表达，将所思所想表现到画面之中，产
生奇妙有趣的色彩碰撞。

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融入砂纸画，
有助于打造趣味课堂，改变学生学习方
式，由被动接受性学习转化为主动探索
式学习，做学习的小主人。教师应以学
生的身心发展为基础，传授技法的同
时，保护学生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保
持学生的本真，培养他们对美的认识和
表达。我们的世界因为有着五彩斑斓
的色彩而美丽，希望孩子们也能感受到
砂纸画带来的色彩的魅力。

小学美术砂纸画课堂教学实践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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