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心”思路，“慧”做班主任
李明海 山东省 东明县第一实验小学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物理课
程标准把科学思维作为初中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通
过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设计课堂
教学，可以让学生的科学思维能
力在学习中得到培养。

一、分析综合实现目标达成

在教学中，分析和综合是指
将整体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
后再将这些部分重新结合成整
体，以实现教学目标达成。

例如，在“天平的使用”教学
中，可通过分析把“天平”的各个
组成部分进行探究，理解它们的
功能和作用以及相互联系和制
约的关系。在分析的基础上，通
过综合把零星思维重新进行思
维加工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认
识天平的作用和意义，把握它的
本质和特点。

分析和综合在教学中可以
帮助教师更好理解教学目标和
内容，从而选择恰当的方法策略
进行教学。

二、抽象概括增强理解能力

用抽象概括进行教学时，从
教学内容中提炼出关键信息，简
化为抽象的概念或原理，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例如，在“质量”的概念教学
中，选取生活中的铁钉、铁锤、桌
子和凳子，首先抛开它们的外
观、形状等个别的、非本质的属
性，得出铁钉和铁锤的为含有铁
这种物质，桌子和椅子为含有木
材这种物质，接着把两类物质的
属性再加以概括，得到本质属
性，从而建立起一个新概念“质
量”。

可见，抽象与概括是建立
在比较基础上，得到事物的本

质属性，他们互相依存、相辅相
成。

三、归纳演绎提升创新能力

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式进
行教学，教师可以设计出合理的
教学活动和教学策略，提高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例如，在“密度”教学中，引
导学生思考“1 cm3物体质量有
什么意义？”，通过测量常用物品
的体积和质量，归纳出1 cm3质
量相同的物体都是由相同的材
料组成的。然后演绎推理得出

“1cm3的质量”可以区分不同的
物质，它是一个描述物质特性的
物理量“密度”，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

归纳和演绎对于提升学生
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效果至关重
要，它们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补
充。

四、比较归类拓宽思维视野

利用比较和归类进行设计
时，引导学生发现事物或概念之
间的相似和差异，并将其进行归
类得出每类的特点和共同之处。
例如，在学习“汽化”时，蒸发与
沸腾都是汽化现象，都需要吸
热，是他们的共同点，很容易产
生混淆，所以要对蒸发和沸腾进
行比较和归类，从发生条件、发
生部位、剧烈程度、液体温度等
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比较和归类有助于学生正
确理解概念，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维，开拓学生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教师在进行教
学时，运用科学思维的方法进
行课堂设计是一种新的尝试，
希望能提供一种新的教学设计
思路。

基于核心素养的思维方法
设计物理课堂教学

邓华依 菏泽市牡丹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工作

B03

┮

编
辑

程
建
华

┮

组
版

皇
甫
海
丽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菏
泽
教
学
研
究

主
办

菏
泽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承
办

菏
泽
市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齐
鲁
晚
报
今
日
菏
泽
编
辑
部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
改革的不断深入，班主任作为班级
管理的核心角色，其工作日益复杂
且重要。面对多元化、个性化的学
生群体，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打开

“心”思路，“慧”做班主任，成为每
位班主任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理解“心”思路

“心”思路，就是用诚心理解学
生，用爱心关怀学生，用热心引导
学生。作为班主任，首先，我们要具
备一颗敏感而细腻的心，能够及时
发现学生的情绪变化和心理需求。
其次，我们要用爱心去倾听学生的
声音，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从而
构建师生之间的信任和沟通。最
后，我们要用热心去引导学生，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开发他
们的内在潜能。
二、实践“慧”做班主任

(一)智慧管理，构建和谐班级
制定合理班规：我们要结合班级实
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
度，明确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具
体的奖惩措施。通过班规的制定来
约束和引导学生，帮助他们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优化班级环境：我们要注重营

造良好的班级环境，创造一个温
馨、和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通
过布置教室、组织文化活动等方
式，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
感。

融合家校沟通：班主任是家校
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我们要及时了
解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和需要；同
时，把学生在学校中的各项行为指
标反馈给家长，以共同促进学生的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智慧教育，培养学生全面
发展

关注个体差异：班主任要充分
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爱
好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制定
个性化的教育方案。通过因材施
教、分层教学等方式，满足不同学
生的需求和发展。

激发学习兴趣：班主任要注重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引导
他们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通过设
计有趣的教学活动、组织课外实践
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和价值。

注重品德教育：班主任要重视
学生的品德教育，通过言传身教、
榜样示范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要加
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
建立自信、乐观的心态。

(三)智慧沟通，建立良好师生
关系

倾听学生心声：班主任要耐心
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他们的想法
和感受。通过倾听，建立起师生之
间的信任和尊重，为后续的沟通打
下坚实的基础。

真诚表达关心：班主任要真诚
地表达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让他
们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价值。通
过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长，鼓
励他们勇往直前、追求卓越。

巧妙处理矛盾：在班级管理
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班主任要具备处理矛盾的智慧和
能力，通过沟通、协商、调解等方
式，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增进团
结。
三、提升自我素质，实现“慧”做班
主任

(一)不断学习新知识：作为班

主任，我们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
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
育理念。通过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和新方法，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
教育能力。

(二)反思总结经验：在日常工
作中，我们要善于反思和总结自己
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反思，发现自
己的不足和问题，及时改进和调整
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同时，要
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形成自己
的教育风格和特色。

(三)积极参与交流：我们要积
极参与各种教育交流和研讨活动，
与同行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做法，
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通过交
流，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丰富
自己的理论和知识，提高自己的教
育水平和能力。

总之，打开“心”思路，“慧”做
班主任，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目
标追求和理想。只有用心去理解
学生、关爱学生、引导学生，用智
慧的方法管理学生，不断提升自
己的素质和能力，我们才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班主任，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阅读，作为一种个性化的学习
之旅，深刻塑造着学生的世界观、人
生观与价值观。鉴于学生间的个性
差异，阅读体验自然异彩纷呈，正如

“各人心中的哈姆雷特各不相同”。
面对学生多样的阅读感悟，我们应
持开放与欣赏的态度，珍视每一份
独特的理解。在指导学生阅读的过
程中，我倡导他们运用个性化的符
号勾勒出文本的精华，并记录下个
人的感悟与见解，这便是所谓的“勾
勒”与“注解”策略。

勾勒与注解：注意力的磁场
老舍的杰作《骆驼祥子》，以其

深邃的艺术魅力与对底层人力车夫
命运的深切关怀，成为文学殿堂中
的璀璨明珠。鉴于其篇幅较长，采用
勾勒与注解这一传统而有效的阅读
方法尤为合适。此方法不仅能使学
生在阅读时心无旁骛，还便于他们
日后的回顾与深化理解，是一种高
效的学习手段。以《骆驼祥子》第九
章为例，当虎妞设下圈套，让祥子误
以为她怀孕，并借此推动婚事时，祥
子的内心世界波澜起伏。通过精准
地勾勒出祥子的语言与动作，学生
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其心理变化，进
而对祥子这一角色有更全面地认
识。在此过程中，学生们边读边记，
注意力高度集中，阅读目标更加明
确，效率也显著提升。

勾勒与注解：思维的磨砺石
“阅读不伴笔墨，难以触及灵魂

深处。”唯有倾注心力去阅读、去思
考，并真诚地记录下自己的感悟，方
能促进学生阅读思维的深化与发
展。由于经典名著与学生所处的时
代背景存在差异，学生对人物的想
法和行为常有不同的见解。《骆驼祥
子》中，虎妞提出以四百大洋让祥子
做买卖，而祥子却坚持靠自己的双
手奋斗。这一情节引发了学生的深
思：为何祥子不愿享受安逸，偏要选
择汗水与辛劳？也有学生疑惑：为何
祥子虽勤劳致富，却在虎妞难产时

无力请医，只能在破庙中祈求？学生
的思绪如潮水般涌动，他们乐于将
这些思考以注解的形式记录下来，
以待阅读课上分享。从初感名著之
难，到渐入佳境，这些注解见证了学
生从疑惑到提问，再到求解的心路
历程。这一过程不仅赋予了阅读课
堂浓厚的思辨氛围，还激发了学生
课外探索的热情，将学习延伸至课
堂之外。

勾勒与注解的实践要点
在阅读实践的广阔天地里，学

生应精心挑选那些触动心弦的章节
片段进行细致标注，譬如祥子买车
途中的曲折经历，每一次挫败与坚
持都映照出他坚韧不拔的灵魂。然
而，也需警惕部分学生可能陷入随
意勾画、缺乏深入注解的误区。为
此，我们应明确指导勾勒与注解的
三大要点：

一、勾勒需精准，聚焦于文本的精
髓所在——— 无论是重点情节、难点理
解、疑惑之处，还是个人情感共鸣之
处，皆应成为我们笔下标记的焦点。

二、注解需多元，可从内容解
析、结构剖析、写作技法欣赏、语言
风格品位等多个维度入手。学生们
可借此补充文本未尽之意，抒发个
人独到见解，让每一次批注都成为
心灵与文字深刻对话的见证。

三、经典重读，每有心得皆不
同。经典作品值得反复咀嚼，每次阅
读时，勾勒与注解的侧重点亦应随
之变化。从字词的精准把握，到语句
的深刻领悟，再到全篇的宏观把握，
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让阅读成为一
场不断发现与成长的旅程。

如此，学生在阅读中不仅能深
入探索名著的奥秘，更能将个人的
理解、困惑与感悟以勾勒与注解的
形式镌刻在书页之间。这些散落于
书中的点线符号与文字标注，如同
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共同构成了学
生阅读探索中一道独一无二的璀璨
星光。

勾勒与注解：阅读探索中的璀璨星光
——— 以老舍《骆驼祥子》为教学范例

李金亚 郓城县李集镇苏阁初级中学

学科教研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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