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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航 通讯员
张洪权） 近日，万源市城南中学七年级道
德与法治、历史学科骨干教师团队赴成都双
流立格实验学校开展沉浸式跟岗学习。通
过课堂观摩、专题研讨、跨学科实践等多元
形式，聚焦开卷考试背景下教学策略优化与
学科核心素养培育，为学校新中考改革实践
注入创新动能。

跟岗学习期间，城南中学教师团队深入
成都立格实验学校课堂，系统观摩了多学
段、多学科的教学实践。九年级复习课《理
解规则》《权利与义务》通过“真实案例导入+
法律条文检索”的复合式教学，强化知识迁
移与法律应用能力；八年级单元复习课采用

“思维导图构建+考点数据库建设”的创新模

式，实现知识系统化整合，为高效备考提供
新范式；严引老师执教的七年级新课《历久
弥新的思想理念》，以“亚冬会火种”为主题，
通过“冰雪文化浸润课堂”的沉浸式学习场
景，将冰雪运动精神、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学
科核心素养深度融合。

此外，谢冬琴老师的公开课《筑牢文明
根基、守护美好家园》以情境化教学串联社
会热点，引导学生关注文明传承；廖红老师
的专题讲座《靶向突破提质增效，培育学生
健全人格》则从“目标管理”“分层教学”“跨
学科融合”三个维度，系统解析开卷考试背
景下“减负增效”的实施策略，为参训老师提
供可操作性策略。

立格实验学校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以项

目式学习推动学科跨界融合。卢金兰老师
的《探究茄子生长过程指导方案》一课，创新
设计“劳动实践+法治观察”双线并行的教学
模式：学生在观察植物生长过程中，同步知
晓相关法律知识，实现“生活即课堂”的教育
理念。此类实践案例为城南中学教师重构
教学设计、强化课堂互动带来深刻启发。

参训教师扈双华告诉记者，此次学习不
仅拓宽了他的教学视野，更明确了能力导向
的教学要求，对教师的资源整合与教学设计
能力提出更高挑战。学校教导主任徐小清
表示，城南中学将立足校情，构建“案例教
学+专题研讨+实践探究”三维教学模式，强
化课堂实效性与学生应用能力，为新中考筑
牢质量根基。

万源市城南中学开展跨区域教研活动

严引执教七年级新课严引执教七年级新课《《历久弥新的思想理念历久弥新的思想理念》。》。

春日的阳光斜斜地铺在教室的
讲台上，我翻开《她是我的朋友》这篇
课文给孩子们讲，孩子们清澈的目光
像星星般闪烁。

课文讲述了战争时期，有一天，
几发炮弹落在一所孤儿院里。两名
儿童当场被炸死，还有几名儿童受了
伤，医生和护士赶到时，发现其中一
个小姑娘伤得很重，如果不立刻抢
救，她就会因为休克和流血过多而死
去。抢救必须得输血，可在场的医生
和护士都和小姑娘的血型不同。就
在他们一筹莫展时，一个叫阮恒的孩
子勇敢地举起了手。

当我讲到阮恒颤抖着伸出胳膊
准备抽血时，教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孩
子们的呼吸声。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举起
一张人体血液循环图，“我们身体里
流淌的血液就像红色的河流，维持着
生命的运转。如果失去20%以上的血
液，就会有生命危险。”同学们的眼睛
瞪得圆圆的，坐在第一排的李东下意
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腕。

随后，我轻轻打开一个蓝丝绒盒
子，十几本鲜红的献血证在阳光下泛
着温润的光。我说：“侯老师坚持献血
18年，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这些证书
背后，是8000毫升热血。”话音刚落，教
室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小机灵鬼王芳突然举手：“侯老
师，那您救了多少人呀？”

“十个左右吧！”我笑着说。掌声
再次响起，几个学生激动得站起来鼓
掌。

班长杨博涨红着脸说：“老师，我

也要去献血！”“我也要去！”“我也要
去！”同学们纷纷举手。

我举起一张无偿献血宣传画：
“大家看，健康的成年人，每次可以献
血 200 至 400 毫升，身体很快就能恢
复。但我们国家规定未满18岁不能
献血，这是对你们的保护。”

“可是课文里的阮恒才和我们差
不多大呀！为什么要抽他的血啊？”
聪明的朱小玲提出问题。一石激起
千层浪，孩子们像叽叽喳喳的小麻
雀炸开了锅发表看法：“阮恒是为了
救朋友！”“当时没有其他人能献血
了！”“抽一部分血不会有生命危
险。”

“他的坚持并非出于理性，而是
出于对朋友的无条件信任。”“真正的
朋友，是在危难时刻愿意为对方伸出
手的人。”“和平是最珍贵的，战争对
儿童心灵创伤很深，我们要珍惜现在
的幸福生活。”“我们长大了也可以去
献血，拯救他人生命！”……

我欣慰地看着台下的学生。等
他们讨论声渐小，我动情地说：“课文
中阮恒的每一滴鲜血都是友善的具
象化表达，是生命垂危时的希望之
光，是无声的春风吹拂过生命的荒
漠，爱和友谊在血脉交融中书写着人
性最动人的篇章。”

下课铃声响起时，夕阳把教室染
成温暖的金色。讲台上的献血证依
然鲜艳，就像孩子们眼中跃动的光
芒。这堂语文课，我们不仅读懂了阮
恒的勇敢，更懂得了生命的珍贵与传
递爱的温度。

（作者系达川区逸夫小学教师）

生命的课堂
·侯多兵·

教师手记教师手记

本报讯 （通讯员 罗清清） 为深耕小学
数学核心素养落地路径，聚焦“量感”培养的实践
探索，近日，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开展“核心素养
视域下‘角的度量’同课异构教研活动”。

活动中，三位教师以差异化教学策略、沉浸
式活动设计，演绎了多元课堂样态，彰显数学素
养培育的智慧与温度。

刘丹老师以“长度单位”“面积单位”为认知锚
点，通过新旧知识类比，自然引出“角的度量单
位”。课堂中，学生通过观察量角器结构、对比角
的大小差异，逐步领悟“度量即统一标准下的比
较”，在思维迁移中培育数感、量感与推理意识。
罗小敏老师创新采用“预学—释疑”模式，精准锚
定学生在“量角器读数”“内外圈刻度区分”中的认
知难点，以问题驱动教学。课末融入生活案例（如
滑梯坡度、钟表夹角），让量感从课堂延伸至现实，
凸显核心素养的综合应用价值。庞超老师以“拼
角”“量角”“画角”三阶任务为载体，鼓励学生尝试
多元度量方法，并在实践中对比、优化。学生在

“操作—质疑—重构”的螺旋式探索中，既夯实技
能基础，又深度践行“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展示课结束后，听课教师围绕“核心素养落
地路径”展开深度研讨，结合课堂实证数据与学
生表现，提炼教学亮点、剖析改进方向，推动教研
从“经验分享”迈向“策略共创”，将抽象理念转化
为可复制的实践方案。

学校数学学科专家组成员肯定了三堂课对
“量感”的聚焦，同时提出深化建议：还需强化“量
感”与“空间观念”的融合渗透；在动手操作环节
增设“估测—验证”流程（如先估角再测量），通过

“直觉判断—精准度量”的对比，筑牢量感形成根
基。

本次活动以“角的度量”为微缩镜，折射出数
学核心素养培育的立体图景——从量感的具象
感知到空间观念的抽象建构，从工具使用的技能
夯实到数学思维的深度进阶。三位教师以异构
课堂为载体，既彰显教学个性，又共探育人共性，
为“量感”落地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开展同课异构教研活动

两校老师现场研讨两校老师现场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