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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和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的背景下，曹县第一
实验小学校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创
新性地提出并实施了“绳之风雅，
跃动风采”体育特色品牌。以大课
间活动为例，探讨“教会、勤练、常
赛、”一体化的阳光大课间模式，通
过跳绳运动，全面提升学生的身体
素质，增强班级凝聚力，培养学生
的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一、“绳之风雅 跃动风采”，
构建阳光课间体系

为推动“阳光体育运动”的开
展，学校实施“绳之风雅，悦动风
采”校园跳绳项目，把跳绳融入阳
光大课间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合作
精神和创新意识，形成“人人会跳
绳，个个会花样”的群体性体育锻
炼氛围，跳出花样，跳出艺术，跳出
健康。项目分为三大板块：速跳挑
战、个人创意绳舞及班级集体绳

艺。速跳挑战环节，着重速度与技
巧的融合，以此为基础，展现体育
竞技的魅力；个人创意绳舞则鼓励
学生展现个性与创新；班级集体绳
艺则注重团队合作与集体荣誉感
的培养。

二、践行“教会、勤练、常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教会”掌握技能，激发兴趣
通过优化课堂教学内容，确保

每位学生都能掌握跳绳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体育教师在课堂上详细
讲解跳绳的动作要领和技巧，通过
示范、模仿、练习等多种形式，让学
生快速掌握跳绳的基本方法。同
时，结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检测
标准》，对学生进行跳绳达标检测，
记录学生的成绩和进步情况。要求
一、二、三年级学生要掌握基本的
跳绳动作和技巧，四、五、六年级学
生除了进行花样跳绳基本技能的
训练外，须掌握花样跳绳。

(二)“勤练”巩固技能，提升体
能

针对学生年龄特征与体能差
异，精心设计了多样化的跳绳难度
与花式，旨在通过课间及课后的持
续练习，逐步提升学生的跳绳技
能，并培养他们形成稳固的跳绳习
惯，促进技能与兴趣的同步增长。

(三)“常赛”以赛促练，检验成果
为激发竞争意识与团队精神，

阳光大课间增设竞赛环节，定期举
行“竞技争霸”“挑战擂台”“技能达
人秀”“吉尼斯极限挑战”及“创新
设计赛”等跳绳赛事。赛事融合个
人技艺与团队协作，全方位考量学
生跳绳能力，促进技能与团队精神
的同步发展。

三、彰显特色风貌，创跳绳之
绩

通过前期工作的努力，学校积
极参与跳绳的学生，覆盖面达到了
90%以上，在跳绳达标检测中，根

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标准》，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跳绳优秀率达
到20%，校园“吉尼斯纪录创造赛”
以一分钟245个的成绩夺得冠军。
在2023年曹县书香校园建设现场
会及首届推动盛会上，学校以“绳
舞校园”为核心，呈现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花样跳绳展示，赢得了广泛
赞誉，彰显了校园文化的活力与特
色。

四、结语
曹县第一实验小学致力于构

建“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阳光
大课间模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学校跳绳运动
的蓬勃发展。通过学、练、赛三方面
有效落实，帮助学生在不同情境中
掌握体育运动技能，并能够学以致
用。让学生走到阳光下，与阳光做
伴，以操场为舞，在阳光的沐浴下，
尽情地享受校园生活，享受体育带
来的快乐。

构建“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阳光大课间的实践探索
——— 以“绳之风雅，跃动风采”为例

王娜 曹县第一实验小学

2024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
材紧扣《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22 年版)》要求，在内容和结
构上进行了全面优化，围绕单元
主题，开展结构化、项目化等学习
活动，更加注重实用性与时代性，
强调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的培养，转变语言情境为语
言场景，落实教学评一体化和读
写一体化要求，运用整体教学，更
加强调课程的育人价值和核心素
养培养。

主题引领，围绕素养创设内容
新教材以主题为单元构建核

心，紧密结合现实生活，构建教学
内容，反映时代特征，围绕人与自
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主题
范畴，强化素养立意。在内容呈现
和素养培养方面，大量使用真实语
境，通过创设不同类型场景语篇，
融入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
能和学习策略，促进学生在真实语

言环境中学习语言。在文化意识培
养方面，巧妙融入中国文化元素，
如中国姓氏、北京烤鸭等，突出外
语学习中的本我文化意识培养，和
本我文化交融中的外语学习。新教
材更加注重小学英语能力基础之
上的中学进阶英语学习，围绕素
养，充分考虑语言学习的延续性、
渐进性和提升性，设计学习内容，

“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化学习等
综合性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举一反
三、融会贯通”。同时，新教材对听
说能力提出明确要求，注重语音基
础，鼓励学生围绕主题场景语篇大
胆开口，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变“阅读理解”为“阅读素养”
新课标明确提出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概念，注重培养中小学学生
英语阅读素养。阅读素养是“为实
现个人目标、发展知识和潜能、参
与社会活动，对文本所进行的理
解、运用、反思和积极主动地投

入”。新教材突破旧教材“阅读理
解”功能主义狭窄空间，拓展为“阅
读素养”培养，“将阅读从过去‘单
向’的阅读理解能力，转换到‘全方
位’的阅读素养”。新时代中国中小
学生英语阅读素养包括阅读品格
和阅读能力两个方面，其中阅读品
格包括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阅读
能力包括解码能力、语言知识、阅
读理解和文化意识。[4]为培养学
生的“阅读素养”，新教材不仅对阅
读能力提出具体要求，更注重了阅
读品格的培养，强调社会性、文化
性、功能性、批判性、情感性等多元
素养融合。

倡行教学整体观，优化层次结构
新教材在教学整体观指导下，

结合阶段学情，从主题意义、语言
能力、思维品质、学习策略等多重
角度，整合创设具有内在关联性
的单元多模态语篇，优化教学逻
辑、层次和结构，引导和强化整体

性、递进性和迁移性教学目标实
现，突出整体性输出效果，落实教
学评一体化和读写一体化，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融合发展。在学习内容
上，新教材践行结构化教学，以“任
务链”形式设计教学活动，环环相
扣，改变以往课堂碎片化教学方
式；以输出性实践项目为学习内容
落脚点，并增加反思自评环节，即
突出学生社会参与能力培养，将课
堂学习和个人成长融合为一个整
体，又强调学生自省和批判能力
培养。同时，新教材更加注重了读
写整体性输出，以读促写，以写明
读，创设模仿写作到创造性写作任
务，帮助学生提升读写整体能力，
实现知识与能力的有效实践运用
和迁移创新。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
用新教材的特点，采取相应教学策
略，帮助学生适应新教材带来的挑
战，全面提升其英语核心素养。

新课标视阈下的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研读与评价
巨野县腾飞小学 仲夏 巨野县金山中学 吕磊

核心素养下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路径思考
菏泽市牡丹区实验小学 杨俊英

学科教研与评价

小学阶段的整本书阅读教学
做到三点即可：喜欢读、持久读、有
质量地读。目前，当下的整本书阅
读教学一般分为三种课型：导读
课、推进课、分享课。

一、导读课，让学生对这本书
“爱不释手”。

导读课着重在于设置悬念，以
一系列激发儿童兴趣点的设计，激
发学生阅读这本书的兴趣，形成阅
读期待。书中唯美的画面，生动的
解说，文字与视频融合，都可以成为
导读课的素材；可以与孩子们一起
制定“阅读计划”，确定阅读的时间和
章节，以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二、推进课，给学生持续阅读
“添柴加火”。

推进课重在推进学生的自主
阅读进程，根据不同的阅读阶段，
总结前期学生遇到的各种困惑，教
给一些阅读策略，开展多样的阅读
活动，来助力学生的阅读动力，培
养学生的阅读毅力、阅读能力。

1.发挥阅读单的作用
学生阅读进程中，可以设计一

些阅读单让他们去填写。设计阅读
单的时候，不要让孩子们觉得是在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避免破坏他
们的阅读兴趣。比如，可以不使用

“佳作摘录”这样的字句，而用“本
书最惊艳我的一段对白”“最让我
陶醉的一幅画面”，这样设计就比
较生动活泼。既不让阅读记录成为
孩子们的负担，又觉得很有趣。

2 .联结生活
读书要联系生活，关注当下。

可以在阅读单上设计如下问题：你
跟书中哪个人物有相似点？你有没
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有没有类似
的经验？……设计这些问题就是让
学生通过读书联系自己的生活。在
课文中学语文，在生活中用语文。
通过阅读也是。

如，有一位学生读了《鲁滨逊漂
流记》，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
有鲁滨逊身上敢于挑战新事物，勇
于克服困难的决心，但是有些人缺
乏了持之以恒的决心和面对困境的
积极乐观，所以事情没有取得成功。

通过与生活做连接，他们会从

别人的故事中想到自己，会用旁人
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三、分享课，为学生后续阅读
“总结提升”。

分享课重在引导学生互动交
流，品味文本的语言，体会文字的
魅力，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是培
养学生阅读思维、形成阅读品质、
提升核心素养的重要环节。

1、低段阅读多“讲述”
低段的孩子大部分喜欢读童

话故事。阅读完故事后，要引导学
生多讲，讲故事的时候，需要注入
情感，需要随性发挥，需要自然。这
样，可以让孩子悄然体验到很多童
话中原始的智慧和朴素的情感。

2 .中段阅读多“体验”
中年级的孩子有了一定的阅读

经验和理解能力。可以让学生通过开
展课本剧、舞台剧等形式进入故事、
融入故事。这也是跨学科的一种综合
性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学
生透过阅读看世界，又通过世界理解
阅读，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3.高段阅读多“思考”

高年级阅读要重点培养学生的思
辨能力。通过阅读过程中情节的变
化、人物的命运转折，引导学生不
断发问、思考，以达到深度阅读。
如，阅读短篇小说《诺曼底号遇难
记》，小说的结尾如下：

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也没有做，
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
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
透过阴惨惨的薄雾，凝视着这尊黑
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

引领学生对小说的结局进行思
考：为什么最后船长与船一起沉入大
海？那么多人都获救了，唯独缺了救
船长的时间？而且当时“玛丽”号船只
就在旁边。通过思考，学生会发现小
说的魅力和写作密码：人在、船在，船
不在，人亦不在。只有这样，船长那忠
于职守，舍己为人的品格突现出来，
形象也瞬间高大起来。这样，通过学
生思考会发现文本的特点，故事的特
点，文体的特点……

总之，整本书的阅读教学就是通
过教师智慧的引导、陪伴、助推，让
学生喜欢读、持久读、有质量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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