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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第二小学始终以促进
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宗旨，落实“百
年二校，多彩校园，幸福生活”的
办学思想，深化课程改革，科学进
行课程建设规划，打造“N+7”多彩
课程体系建设特色，在开齐开足
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
进行校本课程特色建设，满足学
生个性发展需求，提高学生的幸
福指数。经过十余年的探索，该校
的校本课程发展到现在的53门56
个社团，逐渐形成了涵盖人文、科
技、体育、器乐、书画、表演、实践
等维度的“七彩”校本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效果显著，2020年12月，
牡丹区第二小学被山东省教科院
确定为“山东省中小学课程实验
基地”。

一、“N+7”多彩课程体系

“N”是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
校本化实施，“7”为七彩学校课程
建设：(一 )红色体育运动课程；
(二)橙色器乐演奏课程；(三)黄色
书画艺术课程；(四)绿色表演艺术

课程；(五 )蓝色科技创新课程；
(六)青色实践操作课程；(七)紫色
人文素养课程。分别设定培养目
标和相应课程。

二、课程建设评价改革思
路

1 .学校过程性评价。校本课程
每周二下午第一二节两节课连
排，任课教师根据课时计划，自主
组织学生活动，实施课程教学，学
校领导对每周校本课程的教学情
况进行走课巡视，并及时给予指
导和调整。

2 .教师总结反馈，学校综合评
价。任课教师对学生参与学习情
况进行总结评价，并对教学进行
反馈总结，以利于今后的校本课
程教学改进，另外，学校组织考核
小组对校本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
综合评价。

3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推陈出
新。为更好推进校本课程的健康
良性循环，每学期学校都会根据
实际情况，淘汰不合时宜的课程，
同时也不断开发新的校本课程。

三、课程建设教学评价办法

(一)学生评价
课程教师对学生采用激励性评价
方式，注重学生在社团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积极性、合作性、操作能力
和创新意识，评价方式多元化，包
括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
等方式，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
合，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

(二)教师评价
1 .过程性评价
(1)考勤。教师及时到岗、组织

课堂教学是保障课程推进的重要
因素。执教教师如遇因公外出学
习，应由本人考虑并安排相关人员
看班，不扣分；如遇急事，又确实不
能上课，本人应安排好有关人员看
班，执教老师每少上一节课扣2分。
(2)教案及有关档案材料。为了督促
课程老师更好地备课，每学期期末
对执教教师的教案及档案材料评
出四个等级，并折合成相应的分
数。

(3)学生管理。管理好学生是教
师的职责，在学校提供名单中，如果
流失一人扣0 . 5分。社团名单一般课
程教学2周以后确定，避免部分学生
因选课不当重新调课，或者个别社团
人数差别过大而有所调整。

(4)教学过程。学校领导每次对
校本课程进行“走课巡视”，学期末
学校领导根据每周“走课巡视”情
况，给每门课程打分，最后取所有
领导的平均分。

2 .综合性评价
(1)综合展示与评价。在校本课程期

终考评中，多种方式对各课程
进行考核，可分为效果集中展示，
积累作品集中展示，现场作品展
示、调查问卷等方式对校本课程综
合评估。

(2)奖励分。鼓励教师多写关于
校本课程的论文，如在国家、省、
市、区专业刊物的论文，可分别获
得相应的奖励分。

3 .评价结果运用
每学期期末，学校按3:4:3的比例评
出优秀、良好、合格等次，全校公
布，并纳入年终考核。

打造多彩课程 师生快乐成长
——— 牡丹区第二小学“N+7”多彩课程评价改革报告

李洪朋 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小学

在教育这片广袤的天地里，
我犹如一名园丁，精心培育着属
于自己的绿洲。每日晨光熹微，我
踏入教室，迎接我的是孩子们清
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它们如
同春日暖阳，驱散我心底的阴霾，
点燃我无尽的热情与希望。在这
片希望的田野上，我遇见了贺博
成——— 一个独特而闪耀的孩子，
他的出现，为我的教育旅程增添
了无限光彩。

贺博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小
男孩，名字里就藏着对世界无尽
的好奇与探索。然而，这份好奇心
在课堂上却成了他专注的障碍，
作业上的潦草字迹、考试中的疏
忽，都让他与优秀擦肩而过。但我
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
种子，只需耐心浇灌，终会绽放出
属于自己的花朵。

真正触动我的，是那次体育
课上的意外。阳光下，孩子们尽情
奔跑，突然，贺博成虚弱倒地，低血
糖让他失去了力气。我迅速上前，
用食物和水细心照料，背他回办
公室。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
脆弱与无助，意识到他需要的不
仅仅是知识的滋养，更是心灵的
关怀与陪伴。

课间，我留意到贺博成常独
自坐在角落，眼神中透露出孤独。
我走近他，试图用温柔的话语打开
了他的心扉。他告诉我，家中的忙
碌让他感到被忽视，学校的调皮捣
蛋只是他寻求关注的方式。他渴望
被理解、被关爱，却苦于无法表达。
那一刻，我决心用爱去温暖他，引
导他走出孤独的阴影。

课堂上，我开始更加关注贺博
成的成长，寻找并放大他的闪光
点，给予他更多的鼓励与信任。一
次语文课上，他鼓起勇气分享了自
己喜欢小狗的原因，虽然声音颤
抖，但已充满自信。我认真倾听，带

领全班同学为他鼓掌，那一刻，我
看到了他眼中的光芒与喜悦。

除了课堂上的关注，我还鼓励
贺博成参与班级活动。学校运动会
为他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我陪
伴他一起训练，最终他勇敢地参加
了短跑和跳远比赛。虽然未获奖
牌，但他的努力与坚持赢得了大家
的掌声与喝彩。这次经历让他更加
自信地面对挑战与不足。

课余时间，我常与他聊天谈
心，分享彼此的兴趣爱好、家庭故
事和成长经历。在交谈中，我走进
了他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他的
敏感与脆弱，以及他对认同与关
爱的深切渴望。我用爱心与耐心
陪伴他成长，引导他学会正确表
达自己的情感与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博成悄
然间发生了蜕变。他变得更加懂
事、守纪律，作业也变得整洁有序，
错误率大大降低。他的进步让我
深感欣慰，也让我更加坚信：爱能
化顽石为玉。只要我们用心去雕
琢与呵护，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
一块闪耀的玉石，绽放出属于自
己的光彩。

在与贺博成相处的日子里，
我深刻体会到了教育的真谛———
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
的交流与成长的陪伴。我们需要
用爱心去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心灵
成长，用智慧去引导他们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到成长的
快乐与幸福，让教育的田野上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

贺博成的故事让我明白，每
个孩子都是一本独特的书，需要
我们用心去阅读、去理解、去爱护。
在未来的教育旅程中，我将继续
以爱为墨，绘制更多孩子心灵的
玉石，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绽
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全盲生作为特殊群体，是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
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由于自身
的视觉缺陷，他们在数学几何图
形的学习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图
形与几何的有效学习对盲生空间
观念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盲
校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6
年版)》指出：“要充分考虑实物、
模型、触摸图等辅助手段对数学
学习内容和方式的影响，开发并
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把
直观教学手段作为学生学习数学
的有力工具，有效地改进教与学
的方式。”本文将依据新课标提出
以下几种适合全盲生学习图形与
几何知识的有效策略。

一、直观感知策略
直观感知策略是通过形象、

生动的实物或模型，帮助全盲生
直接感知和理解图形与几何知
识。例如，在学习有关轴对称图形
的知识时，引导学生从近似对称
的人体进行观察，从中掌握轴对
称图形的特征，逐步抽象出轴对
称图形的概念。在教学中，教师要
自制一些方便全盲生操作的教学
模型，弥补学生的视觉缺陷，帮助
学生理解图形及几何知识。

二、实践操作策略
实践操作策略是通过让学生

亲自动手操作，加深学生对图形
与几何知识的理解。通过对制作
过程中的触摸和感知，理解图形
的特征和关系。如，在学习圆柱体
的表面积时，先让学生摸一摸圆
柱体的表面积分为哪几个部分，
然后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通过
小组合作自制圆柱体。学生通过
动手实践操作，很容易推出圆柱
体的表面积计算公式。

三、 对比分析策略

对比分析策略是通过比较不
同物体或图形之间的异同，加深
全盲生理解和掌握图形特征。在
学习平面图形时，可以让学生对
比不同形状的图形，分析它们的
边数、角数以及各角的度数的不
同，从而理解各种图形的特征。对
于立体图形的学习，可以通过对
比不同形状的立体图形，让学生
理解它们的体积、表面积以及各
个面的关系。

四、电子设备的合理运用策
略

电子设备的合理运用可以为
全盲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学
资源。教师可以为学生制作有关
图形知识的声音和文字，学生可
以利用听书机、手机或电脑这些
电子设备，这样可以打破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使全盲生能够通过
听觉感知和学习数学图形知识。
此外，网络技术的运用可以使教
学资源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和分
享，为全盲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
会和选择。

另外，教师应充分了解视障
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以
此为依据选择适合学生学习的
方法和策略。教师需要将数学图
形的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和实际
情境中，引导学生通过触摸、感
知、比较等方式，逐步学习有关
的知识。

总之，全盲生图形与几何知
识的学习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
程。只有通过优化教学策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关注学生的心
理，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
才能真正实现全盲生在数学空间
观念方面的全面发展。让我们携
手共进，为全盲学生的美好未来
共同努力。

全盲生数学图形与几何的
有效学习策略
石秋芝 菏泽市特殊教育中心

以爱为墨，绘心灵之玉
崔浩 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

教改风景线

班主任工作 学科教研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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