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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 2日，沙河小
学把对学生的清明防火教育工作
作为安全工作的重点，积极开展
了清明传统和防火教育。

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班
队课、黑板报、手抄报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清明传统的教育，此外加
强安全教育，文明平安度假。教育
学生不在野外玩火，爱护环境，倡
导祭新风，要求每名同学当宣传
员，向自己家长宣传“文明祭祀、
安全祭祀”，强化清明出行交通安

全教育。
通过此次安全教育，学校再

次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并调
动学生的力量，做好“教会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把平安的理
念铺满节日的道路。

据了解，清明节祭奠活动中
发生的火灾不在少数，有的甚至
造成了重大损失。加上春季又是
火灾事故的多发期和重特大火灾
事故的高发期，为此开展清明防
火教育非常必要。（本报记者）

本报4月6日讯（通讯员
吕晓霞） 为进一步推广数字
资源在课堂中的应用，提升教
师信息化素养，推进学校教育
信息化工作，怀仁镇中心小学
开展了“一师一优课”活动，经
过一段时间的开展，近日活动

正式落下帷幕。
自开学以来，怀仁镇中心

小学即着手安排“一师一优
课”活动，学校成立以校长为
组长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
项活动的开展。以学科教研组
为单位，对每堂课进行集体备

课、研讨教材，不放过每一个
教学环节。学校安排专业人员
录课、剪辑，使活动的开展得
到技术与物质上的保障。

据了解，学校有38名教师
参加了本次活动，有力地推进
了课堂教学改革。

怀怀仁仁中中心心小小学学““一一师师一一优优课课””活活动动结结束束

本报4月6日讯 清明时节
雨纷纷，中华儿女祭战魂。清
明节期间，商河县许商中学以
网络为载体，开展清明节“网
上祭英烈”活动。

学校组织学生在微机室
登录中国文明网，打开 “网
上祭英烈”活动专题网页，以

鞠躬、献花、留言等方式进行
网上祭扫，表达崇高敬意，抒
发奋斗情怀。

“革命先辈们永垂不朽！
向革命先驱们致敬！争做新时
代的文明中学生！为实现中国
梦而好好学习！”学生们的留
言表现出对先烈的哀思与敬

仰，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珍
惜。

清明节的网上祭英烈活
动，让学生学习了革命先烈的
英雄事迹，感受到了英烈们的
崇高精神，培养了学生的爱国
主义精神，增强了学生的民族
主义情怀。 （本报记者）

商商河河县县许许商商中中学学““网网上上祭祭英英烈烈””

玉皇庙李安小学德育教育进课堂

本报4月6日讯 又到一年清
明时，近日玉皇庙镇李安小学全
体师生，怀着浓浓的敬意，缅怀英
雄先烈。为此，学校开展了“缅怀
革命先烈，继承优良传统”德育主
题教育活动。活动中，各班主任老
师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使学生
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再现
了革命先烈当年的英雄气概。

通过开展本次德育活动，同

学们接受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
和集体主义教育，让学生初步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
观，并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激励着同学们更加奋发努力学
习。同时，也使同学们明白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
生活，创造美好明天。

（本报记者）

清明节防火听我来说说

同学们在网上祭奠英烈。

德育教育让学生们学到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许商中学“3040大课堂下三环六步”教学模式

让让学学生生由由听听众众变变身身成成为为““演演员员””

在大多数商河学生眼中，“每
节课45分钟”仿佛成了亘古不变
的真理，所以当许商中学提出将
原来每节课45分钟，改为“30+40分
钟”时，很多人学生家长心里没有
底。但是许商中学的老师清醒地
意识到，课改势在必行。

从2014年9月开始，许商中学
开始在语数外三门学科中实施

“三环六步课堂教学模式”。“三”
就是在“低起点、小跨度、大容量”
原则的基础上，设置“自主学习、

研讨展示、巩固反馈”三大环节，
并伴有展示目标、自主学习、研讨
展示、质疑点拨、检测巩固、反馈
总结六大环节。“3040大课堂下三
环六步”课堂教学不是一种模式，
而是许商中学在“六步流程”教学
模式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教学思
想。目前，除初三之外所有年级的
所有科目均已实现教学课程改
革。

许商中学张校长提到，原来
45分钟时间里，学生的训练巩固

时间太少，学生练习只是流于形
式，再者缺少了当堂巩固的时间，
这要等到晚自习时间处理。如果
当天没有该科晚自习，只好抽时
间处理，影响了教学的连贯性，使
训练的效果大打折扣，“堂堂清”
就成了一句空话。张校长说：“基
于这一点，我们大胆改革，实行

‘30+40分钟”大小课，老师讲30
分钟，剩下的时间都交给学生，
延长学生当堂训练和巩固反馈
的时间，真正实现‘堂堂清’”。

45分钟变为“30+40分钟” 语数外实现“堂堂清”

“3040大课堂下三环六步”课
程改革对于许商中学的老师是
一项不小的挑战。在原先的45
分钟课程向“30+40分钟”大小
课转换过程中，老师的角色也
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知识传
授者、教材复制者转变为学生
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组织者。
姬云银老师说：“原先我们就是演
员，45分钟中有40分钟都在围绕
着课本内容表演，现在我们就变
成了导演，要想着怎样导好课程
里的每一出戏，在保证课堂教学

质量的基础上，还要调动每一个学
生的积极性。”

很多教龄较长的老师会遇到
这样一种疑惑，为什么上课越来越
没有激情了？已经有20年教龄的王
老师说，他近几年所讲的课程几乎
没啥大变化，每一次上课，除了学
生不同之外，几乎教学内容和方法
都没有太大变化。王老师说：“同一
个问题我讲了好多年了，越来越有
照本宣科的感觉，自从课改之后，
我发现课堂变了，每节课都充满激
情。”课改之后，王老师在讲完课本

内容之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学生
会提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根据学
生差异进行个性化指导，王老师的
课堂变得每天都很新鲜。

商玲玲老师说：“课改之后，
对于我们备课要求就更高了，你
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完课本内
容，还要应对每一个课堂突发情
况，要学习的内容比之前多得
多。”为了能让老师更好地适应课
程改革，许商中学每学期都会进
行三次以上的专项培训，老师之
间互相取经。

老师变身“导演” 讲课不再“照本宣科”

陈娟老师说：“在整个课改过
程中，不仅老师在变化，学生的变
化更大。现在课堂上，学生不是听
众，而是演员了，自主学习的意识
正在提高。”陈老师解释道，老师
讲课过程中，会让学生自主预习，
上课讲例题或者难题，因材施
教，创造条件，采用小组合作教
学、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让学
生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

课改之后，学生变成了“十万

个为什么”。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发
现问题，在问题的解答中又会产
生新的问题。老师们课前生成问
题，由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回应问
题、解决问题；课前学生生成问
题，课堂解决问题，课内再生成问
题，再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了学生
发现问题的意识，提高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

除此之外，许商中学在小
组合作、自主探究学习方面做

了深入研究和大胆尝试，形成
了特色教学模式，即“自主探究
+展示交流+反馈训练+反思总
结”，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
果。学生开启了“互助模式”，人
人正当“小先生”，帮助同学答
疑解惑。房聚杰老师说：“每个
学生都各有所长，学习过程中
互相帮助，构建了和谐、民主、
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形成了
有效的学习共同体。”

学生变身“演员” 人人争当“小先生”

许商中学坚持以生为本，以商河县
教体局课堂教学改革为契机，把“构建高
效课堂”作为突破口，立足学科教学，构
建了“3040大课堂下三环六步”教学模
式。优化学生学习方式，让学生会学、善
学、乐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让教师会
教、善教、乐教。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传刚

师生在课堂上一起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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