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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运城某中学学生走上
街头。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学生都
戴着面具， 身上还背着手机模型的
“枷锁”，引发网友热议。 学校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活动是学校社团成员组
织的，除了这项行为艺术以外，还包
括歌曲、 舞蹈和演讲等多种活动，旨
在呼吁广大市民放下手机，享受健康
生活。

中学生能自发组织活动，让更多
的同龄人乃至全社会都意识到手机

对于生活、学习、社交等各方面的深
刻影响，反思沉迷网游、上网成瘾对
自身的危害， 进而做到合理使用手
机，足见这些中学生的勇气和社会责
任感。尽管在视觉效果上有稍显惊悚
之嫌，但终究达到了吸引社会关注和
引发网友反思的目的，无论如何应该

为他们点赞。
手机作为时代产物， 的确是一

把双刃剑。 作为教育者，不能再采取
简单的断网、 没收手机乃至当着学
生面砸坏手机等粗暴的方式， 而应
通过全面而系统、 生动而有趣的媒
介教育， 引导学生从了解手机的发
展历史入手， 使其逐渐意识到新的
电子媒介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变

革， 进而有意识地正视自己与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关系，学会善用
手机与互联网，懂得相关法律法规，
做一个信息时代的自信而理性的弄

潮儿。
在这方面 ， 学校要与家庭多

合 作 ， 一 方 面 引 导 家 长 做 好 示
范 ， 将重心转向利用新的电子媒
介助力学习与生活上来 ； 另一方

面要系统打造学生喜欢 、 受益的
媒介课程 ， 有必要充分发挥信息
技术课的积极作用 ， 在课堂上多
渗 透 与 学 生 生 活 密 切 相 关 的 知

识 。 必要的时候 ， 可以现场展示
学生玩网游的状态 、讨论如何利
用好互联网等 ，以帮助学生切身
体察沉迷网游的弊处 ，知道如何
到互联网上获取优质教育资源 。
教 师 如 果 能 有 意 识 地 引 导 学 生

用好新的电子媒介 ，将之作为学
习 的 辅 助 工 具 、 成 长 的 良 好 伙
伴 ，无疑是高妙教育教学艺术的
表现 。 同时 ，学校也要精心打造
智慧化校园 ， 让电子阅览室 、多
媒体教室等充分发挥作用 ，以便
让 学 生 不 带 手 机 也 能 找 到 想 要

查找的信息 ，创造一个良好的现

代化智能学习环境 。
在家庭方面， 父母应有教育意

识，主动学习媒介知识，在家庭内部
树立规则意识。客观而言,当前家庭对
电子媒介的认识要超越两个误区：一
是认为媒介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责

任，是教师应该做的，父母可以袖手
旁观； 二是过多强调网络和电子媒
介的负面性， 从而导致父母和教师
对学生使用新媒介警惕意识较强 ，
学生在使用新媒介中安全意识较高

而主动性较弱， 对外界信息有一定
的排斥与警惕。 因此， 唯有家校合
力，才能融洽青少年与手机的关系，
才能实现电子媒介助力孩子的成

长。 做好这门功课，对青少年的未来
可谓善莫大焉。

（徐 艳）

拓展内容创新课型，激活语文课堂
很多小学生不喜欢上语文课 ，

觉得没有新鲜感。 课堂教学内容不
丰富、缺乏学生喜欢读的东西、缺乏
学生喜欢的活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构建
小学语文学习的新生态？ 近几年，我
们从建设特色校本课程和改革课堂

教学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开发适合学生的校本课程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
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
种语文课程资源。 ”“自然风光、文物
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和地方的重
要事件，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都可以
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 ”

这为语文校本课程内容的选择

指明了方向。
拓展延伸课本内容是开发校

本课程的主要手段之一 。 近年来 ，
我们以课文内容的拓展延伸为路

径 ，确定语文校本课程的主题 。
一方面由课文的内容向课外知

识延伸，扩大学生知识面。 例如：学
习了 《詹天佑 》以后 ，以 “立志 ”为主
题，让学生收集立志故事，讲一讲自
己的理想志向 ，种下一颗 “立志 ”的
种子。 另一方面，由课文内容向生活
实践延伸。 选择与学生生活密切相
关的课文内容， 通过学习将课文的
内容拓展延伸到学生的生活实际中

去。 例如： 学习了 《记金华的双龙
洞 》，让学生以 “家乡的风光 ”为主
题， 学一学描写家乡山水风景的美
文；游一游家乡的名山秀水；当个小
导游，介绍家乡的景点；用笔描绘家
乡的美景等。

乡土资源为校本课程提供了丰

富的资源。 近年来，我们围绕家乡的
资源优势，梳理了若干个主题，围绕
主题进行课程编排和实施。 例如：家
乡的名人课程———收集家乡名人通

讯录，给家乡的名人写一封信，采访
家乡的名人或者名人的亲人，追寻名

人童年的足迹，为家乡的名人写传记
等。

我们还开发了家乡山水、家乡的
传说故事、家乡手工制作、家乡习俗、
家乡特产等课程。 这些课程的实施，
不但提高了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
且成为情感陶冶、品行养成、知识获
得、个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中介。

校园里每个角落都成为语文知

识学习的载体。 例如：花坛里写着如
诗的公益广告语，文化墙上刊有内容
丰富的墙报，广播室传来朗朗的播音
等。 我们还以时事信息为焦点，动态
补充语文课程。 比如，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我们确定了“沧桑巨变

话改革”主题课程。

构建学生喜欢的课型

近几年来， 我们突破串讲式、讲
析式、答问式、谈话式等陈旧的课型，
着力在创造学生自主阅读式、 活动
式、导学式、探究式等崭新的课型上
下功夫。

着眼于课堂活动创新课型。朗读
是语文课堂教学中极为重要的课堂

活动，围绕朗读，我们设计了若干个
课型。如教读课：通过教师范读，教给
学生朗读的方法，训练学生朗读的技
巧，提高学生朗读的能力，在朗读的
基础上，对课文进行文意、文理分析。
在教读课型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发了
研读课、评读课、写读课、听读课、想
读课、联读课、扩读课、比读课等。 这
样的课型设计，让琅琅读书声回荡在
语文课堂上。

着眼于教材创新课型。 我们使
用的人教版语文教材 ，是按照其反
映的生活内容组合单元 ，致力于丰
富语言 、增长知识 、发展智力 、扩大
视野 ， 以提高阅读能力和人文素
质。 在教学中除了一般常用的教读
课型和自读课型之外 ，我们还设计
了学法指导课 、文学欣赏课 、积累

课 、活动课等 。 安排语文活动课是
语文教材质量整体突破的标志之

一。 语文活动课的课型任务是将语
文知识的渗透 、语文能力的培养融
于生动活泼的训练 、、比赛 、、娱乐 、、游
戏 、、 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 ，，
开拓学生学习语文的天地 ，，激发学
生的兴趣爱好。。

着眼于教学科研创新课型。。我们
围绕语文课题研究，， 开发了整体感
悟、、语言学用、、自主阅读、、思维训练、、
探究学习、、单元组合等课型，，受到学
生的普遍欢迎。。 如：：思维训练课就是
在语文教学中，，设计专门的思维训练
环节，，指导学生运用比较、、分析、、归纳
等方法，， 发展他们的观察、、 记忆、、思

考、、联想和想象能力。。 这样的课型本
身就是一个教学研究的课题，，是个人
教研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相互促进、、
同频共振的结果。。

新的课型 ，，改变了传统的课堂
教学结构 ，， 为教学评价指明了方
向。。 我们对课程标准的表述认真研
究 、、反复推敲 ，，提炼出小学语文学
习的四个目标——————写好字 、、 说好
话 、、读好书 、、写好文 ，，然后对 ““四好 ””
进一步细化 ，， 制定具体的评价标
准 ，， 并将这些能力标准逐项细化 、、
量化到各个学段具体的语文学习

中 ，， 提高了评价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动力。。

（王英华）

变“手机枷锁”为成长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