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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宾虹小学 滕闽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自媒体

风起云涌。其中，微信以其特定的用

户群、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深受大

众欢迎。尤其是针对团体用户开发

的微信公众号，借助二维码即时订

阅、消息每日推送、品牌传播等个性

化服务，向特定群体推送一系列文

字、图片、语音、视频等信息，为打造

触手可及的文化媒介、创新育人传播

路径，提供了更多可能与便捷。

笔者认为，学校文化最核心的是

精神内涵。学校精神、办学理念、发

展战略、服务宗旨以及共同愿景，都

是精神内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

一所学校得以不断发展、传承、积淀

的内在精神力量，是文化之根。

微时代赋予学校文化建设新的

机遇。鉴于交流性、普遍性、及时性、

互通性等特性，金华市宾虹小学对公

众号的定位、运营状态以及存在问题

进行有效的研究与探索。同时，紧紧

抓住新媒体时代的掌上魅力，将校园

文化通过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准

确、清晰地表达，从而引领正确的教

育观念，宣扬主流价值观，传播科学

文化知识，不断丰富精神内涵建设。

一、借势而上，搭建运营新机制
（一）建章立制，公众号运营常规化

为了让“金华宾虹小学”微信公

众号的运营更规范化、制度化、有序

化，学校成立了微宣组。微宣组由校

长牵头，分管副校长主负责，学校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执行者，形成自上

而下、纵横相连的报道组，确保工作

到人、责任落肩。为了让信息更有效

地传达，学校微信公众号在周一、周

三、周五这3天，每天推送一期，每期

推送3条内容，合计每周推送9条微

信息。每周固定时间、固定数量的推

送，让大众群体有了期待，从而在丰

富微信内容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稳

固用户群。

（二）分设支线，优化“微宣组”

流程

为了让微宣组的运营更科学合

理，微信公众号的采编任务落实到各

个职能部门。党政办、德育指导中

心、教学研究中心、后勤保障中心等

部门，均设立专门负责人，负责寻找

新闻线索并撰写信息。每条信息

经分管领导审核后，发送给微信主

编，由主编发送给分管微信的副校

长审核。

除了职能部门明确分工外，按照

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职责，又设立责任

主编、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等。文字

记者负责采写新闻，摄影记者负责拍

照，彼此通力合作、完成稿件。通过

层层审核后发送给编辑，完成排版。

最后，将链接发送到微信报道组的群

里进行文字、图片、排版等的校对。

完成终审后，推送微信。

微信报道组成员各司其职、分

工明确、安排合理，是保证微信报道

组有序运营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生发栏目，描绘最美宾虹

画面

为了立体呈现宾虹小学校园

文化，微信报道组根据宾虹小学的

校园文化特色，打造一系列子栏

目，从而使得信息传播更具专题

性、准确性。

按照新闻类型分，“金华宾虹小

学”微信公众号下设新闻报道类、人

物专访类、教学科研类、德育活动

类、党团动态类、后勤服务类以及非

常设栏目类，力求全面地呈现校园

动态。

其中，新闻报道类下设“宾虹快

车道”板块，着力报道宾虹小学的最

新动态，讲求及时性、时效性和新鲜

度，力求做到当天的活动当天推送。

人物专访类下设“最美宾虹人”

“宾虹学子”等板块。其中，“最美宾

虹人”报道的是学校在教学、德育线

上的优秀教师，通过对教师教学技

能、班级管理、教学理念、教育举措

等方面的报道，展现宾虹小学强大

的师资力量；“宾虹学子”作为童萌

版“最美”专栏，报道的是宾虹小学

优秀的学生代表，如“舞动啦啦操，

这个女孩惹人爱”“足球侠陈昱安，

持球走天下”等。

“教研新视野”“宾虹画语”“科

学大求真”“宾虹好作文”等属于教

学科研类，报道学科创新亮点、关注

教学改革，如“春风十里，不及阅读

之美”“教育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眼

前的稳扎稳打”。

后勤服务类则设立“宾虹美食

榜”，通过潘大师古诗趣评、菜式图

片、宾宾虹虹的儿童评价等，呈现孩

子在学校的就餐情况。

二、拓宽渠道，快播校园好声音
学校微信公众号的用户量基数

非常大，拥有一个稳固的信息接收群

体，这也为公众号的运营提供了用户

保障。校园文化建设依靠微平台，将

静态的校园构建成图文并茂、形象生

动的数字化校园。微信公众号与学

校的办学理念相接，凸显特色，挖掘

校园文化中蕴藏的塑人、凝聚和引领

价值，塑造符合校园文化的网络文化

品牌。让学生在领略教师、同学的人

格魅力和精神风尚的同时，找到前行

的力量和心灵的契约。

宾虹小学190余名专任教师当

中，拥有浙江省特级教师2名，全国

优质课评比和基本功比武一等奖获

得者3名，省教坛新秀、省教改之星、

省春蚕奖获得者等拔尖人才8名，

市、区教坛新秀及骨干教师等优秀

教师近100人，教育硕士25人。基

于庞大的优秀教师群体，微信公众

号策划推出了展现教师风采的“最

美宾虹人”专栏。“最美”专栏文章一

经推出，单篇阅读量达到平均3000

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000以上，

不仅受到学生家长的好评，更是受

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形成了宾

虹好声音的辐射圈。

学校微信公众号坚持正面导

向，传播优秀文化、弘扬主旋律、传

递正能量，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氛围，

并紧密融入学生学习、生活之中，加

强了师生、家校之间的信息交流和

共情支持，使得学校文化彰显的价

值观、育人观，真正地影响学生的行

为习惯、思维方式。

三、推陈出新，顺应掌上微时代
“金华宾虹小学”微信公众号运

营至今，收获鲜花掌声的同时，也发

现了一些亟待提升之处。例如，微

信公众平台多为学校活动推送，教

育理念提炼不够深入。师生、家校

多方互动不足。只有让学生和家长

真正参与到学校文化建设当中，才

能营造活力四射、生命和谐的教育

生态。其次，微信公众号的栏目还

须推陈出新，盘活文化资源，充盈新

鲜血液，让学校微信公众号更具影

响力，从而发挥更大的互动功能与

教育价值。

一个有内涵、高品质的校园，不

是故步自封，而要顺应时代步伐，搭

建掌上新媒体平台，注重不同形态

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进而形成

理解、尊重、鉴赏的文化观，博采众

长，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后续，学

校将不断创新完善微平台建设，持

续弘扬正能量与价值观，传播好声

音，使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得以弘扬

和沸腾。

□天台县三州乡中心小学 陈冰钰

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要让

学生理解语言文字，还要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让学生自觉地形成哲学意识，拥有正

确的人生价值观，从而健康成长。但是，

由于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理解能力较

弱，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哲学意

识，成为开展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关

注点和难点。

一、引导学生挖掘文本
构建智慧型课堂时，小学语文教师必

须深入解读教材，只有熟练掌握教材，才

能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了解文章内容。而

学生要在挖掘教材的过程中，掌握文本的

写作技巧和表达方式，了解文本表达的情

感和展现的精神世界。在此基础上，通过

查询资料、品鉴他人观点等方式，对文本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小学语文教师在这

一过程中，要立足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发

展，引导学生挖掘素材内涵。

例如：在学习《猫》这一课时，猫的性

格如此古怪，但在老舍爷爷的心目中还是

很可爱的。那么，老舍爷爷是怎样写这只

猫的，运用了什么写作方法？笔者让学生

分小组讨论，学习老舍的写法。由于不同

作家写同一种动物，会有不同的写法。笔

者再引领学生自学课后的“阅读链接”，感

受这两位作者是如何写“猫”的，在学习交

流中进一步提升认识。

二、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以填鸭式教学

为主，即教师讲授知识，学生被动接收知

识，这种教学方式较为简便，但是时间一

长，学生容易产生厌学心理。学生在整个

学习过程中缺乏思考，进而容易造成思想

僵化。因此，为了使小学语文课堂从传统

型向智慧型转变，教师要在课堂上引导学

生学会思考，通过思考将课堂上的知识转

变为内在的智慧。

三、引导学生学会创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让学生具备创新能力显得尤为

重要。小学语文教师要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学会创造、主动

创造。一些教师认为小学生认知能力较弱，各项能力处于

开发阶段，在这一阶段引导学生探索和创造，教学效果会受

到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存在较大的思想误区。小学

生的潜力是教师无法想象的，教师应该立足学生，给学生留

有充足的探索和尝试的空间，让学生自发地进行创造，在探

索和创造的过程中，提升综合能力。

例如：在学习《秋天的图画》时，笔者让学生发挥想象：

在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你的脑海中闪现出什么样的画面，

又好像闻到了什么？有的说“我好像看到了葡萄挂满了枝

头。”有的说“我好像看到了灯笼般的梨子。”有的说“我好像

看到金黄的稻子在广阔的田野上跳着优美的舞蹈。”有的说

“我好像闻到了瓜果的香味。”……笔者接着引导，你们能不

能把自己的感受以朗读的形式表现出来呢？孩子们的积极

性更高了。最后，笔者策划了一场“我会读，我会画，我会

做”实践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走进大自然，综合运用

各种知识和能力来表现秋天。如制作秋天的礼物：用落叶

做书签，用自己的画作贺卡，用句子、短诗赞美秋天……

四、引导学生传承精神
由于小学生的理解能力较弱，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

只有引导学生理解语文知识，才能够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

较深的印象。而学生只有牢固掌握所学知识，才能够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为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情

感，让学生体会文章中积极向上的精神，进而帮助学生从小

树立良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例如：在学习《詹天佑》一课时，文章首先讲述了詹天佑

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其整个修筑过程。教

师可以先让学生了解詹天佑是一个怎样的人，詹天佑最杰

出的贡献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学生就要对詹

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时代背景以及当地地理情况等进行了

解。当学生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后，就会对詹天佑其人有

更进一步的认识。进而对詹天佑毅然受任，在地势险峻、气

候恶劣的情况下创造性地采用开凿的新办法，成功修筑了

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

斗争的一大胜利而感到深深的敬仰和尊重。

五、引导学生自我完善
要构建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除了要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和主动思考以外，还应该引导学生自我审视，让学生了解

自己的学习状况和学习水平，进而不断完善自己。教师在

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从听

课状态、作业完成状况、学习成绩、参与活动程度等各个方

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从而让学生全面了解自

己，对自己不足的地方进行改善，对自己的优势进行发扬，

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

例如：在学习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教师可以让

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话剧表演。教师可以从课文掌握状

况、识字认知情况、朗读状况、小组合作状况、表演情况等各

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估。表演杰出的小组给予适当奖励，

对团结协作的学生给予表扬。由于学生之间存在较大的个

体差异，不同学生擅长的领域各不相同。有的学生表演天

赋高，通过话剧表演可以深入挖掘该学生的表演潜能。有

的学生领导能力强，在排演话剧时，有领导能力的学生会引

导话剧排演顺利进行，则该学生的领导潜能就得以激发。

□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陆志浩

小学《科学（3~6年级）课程标

准》明确指出：“科学学习要以探究

为核心。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

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亲身经

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是学生

学习科学的主要途径。”科学课要

细心呵护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求知欲，

引领他们学习与周围世界有关的

科学知识，帮助他们体验科学活动

的过程和方法。为此，笔者从学生

的需求出发，创新实验模式，打造

能让学生收获知识、体验快乐的科

学实验环境。

一、实验指导微课化
在有限的时间中，让学生更高

效地进行实验探究是每位科学教师

的共同愿望。为了让学生熟练掌握

科学实验的技能，教师的实验指导

尤为重要。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诸

多问题：班级学生人数多、学生距离

教师较远、演示器材较小、实验过程

漫长等等，导致演示效果大打折扣，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为了让学生能

得到有效的实验指导，笔者采用微

课的形式落实实验指导。

实验微视频，也叫实验微课，是

微课的一种。“中国微课之父”胡铁

生对微课下了这样的定义：微课，又

名微课程，它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

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重

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设计开

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

式的新型网络视频课程。

根据不同实验的特点，笔者将

实验微视频分为操作性实验微视频

和知识性实验微视频。

操作性实验微视频适用于实验

器材小、实验现象不明显的实验。

如：五年级《演示会改变模样吗》一

课的“岩石在冷和热条件下的变化”

实验，由于实验时间较长、实验现象

不明显、实验过程有一定危险性，如

果教师边说边做可能会耽误大量时

间，甚至可能造成事故。而用实验

微视频进行指导，可以解决上述问

题，而且教师可以随时暂停视频、补

充讲解，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知识性实验视频适用于实验室

条件下不易或不能演示的实验。如：

六年级《太阳系》一课，构建太阳系的

模型实验。要通过枯燥的文字、巨大

的数字、复杂的位置去构建太阳系模

型，实在是难为六年级学生。把这些

文字、数字和位置转化成动画，让学

生有一个太阳系的概念，再构建太阳

系模型就会容易很多。

实验微视频的播放要选择合适

的时机、恰当的环节，利用好微视

频，必能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实现科学素

养的提高。

二、家庭实验网络化
（一）实验布置动态高效

家庭实验顾名思义是学生在家

中开展的实验活动。教师对家庭实

验的布置就成了学生回家后顺利开

展实验的重要条件。笔者曾利用文

字、图文结合等方式来布置实验任

务，但收效甚微。经研究发现，实验

视频既可以清晰展示实验所需要的

器材，又可以展示实验开展的过程，

还可以提示实验过程中的注意点。

而且借助视频的方式更能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

学校组建了“家庭微实验”微课

制作团队，校领导牵头，科学组和信

息技术组教师为团队成员，探索实

验创意、脚本编写、微课录制等，力

求为学生呈现最经典、最高质量的

实验微课。

（二）实验评价实时互动

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试行)》第 14 条明确指出：

“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

而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

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

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发挥评价

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

上的发展。”

在家庭实验的评价中，笔者以

班级QQ群为载体，进行网络评价。

学生家庭实验的成果可以是照片或

视频，教师以此对学生的实验情况

进行评价。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到

困难和疑问，也可以通过照片和视

频与教师进行沟通。

如三年级养殖蚕宝宝的实验

中，笔者设计了蚕宝宝的养殖活动，

孩子们在养殖中和家长一起认识桑

树、采集桑叶，记录蚕宝宝的每次成

长过程。笔者要求学生尽量将每次

蚕宝宝褪下的皮粘贴在实验记录单

上，并以照片的形式上传至QQ群。

这样的长期观察活动往往会遇到很

多不可预知的问题，QQ就成了答疑

解惑的重要平台。

三、复杂实验虚拟化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获

取知识的过程，但知识不是通过教

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

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

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

构的方式而获得。”由此可见，学生

的学习不是在外界的刺激下产生

的，而是在一定情境中，通过探究或

与他人合作来实现的。但在实际的

科学教学中，教师难以组织学生在

实验室中完成每一个实验，由于各

种条件的限制，部分实验的结果只

能停留在理论描述的阶段。不断发

展的电脑图形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

为虚拟实验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可

能，同时也为构建科学课堂的虚拟

学习环境创造了机会。

六年级下册《小苏打和白醋的

变化》，在小学科学“物质世界”的板

块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经典实验

在实验室中就能开展，但由于这个

实验的某些现象并不明显，且难以

在短时间内收集到足够气体等原

因，笔者尝试将虚拟实验有效地运

用到实验教学中。

（一）提出问题。通过区分水、

小苏打水和白醋这3种物质，引导学

生观察小苏打和白醋的特点，激发

学生强烈的好奇心，鼓励学生大胆

提出假设，假如将小苏打和白醋混

合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二）真实操作。设计实验方案

进行真实实验，动用一切感觉器官

去观察小苏打和白醋的反应。通过

学生对实验现象的阐述，提出新的

疑问：产生了什么气体？进一步激

发探究的欲望，为下一个实验活动

做铺垫。

（三）虚拟操作。验证气体的操

作，在实验室中受实验仪器的气密

性、反应物质的混合比例等因素影

响，且实验涉及明火，小学生如果操

作不慎容易造成烫伤。因此，这一

环节采用虚拟实验完成。在虚拟实

验中，学生通过移动虚拟元件，先将

燃烧的火柴伸进玻璃杯中，再将玻

璃杯中的气体倒在蜡烛火焰上。通

过引导学生观察前后两次实验的现

象，思考产生的这种气体具有什么

特点。

（四）分析结论。通过以上实

验，教师和学生基于实验现象共同

总结出小苏打和白醋的反应产生了

一种新物质，这种反应属于化学反

应。产生的气体具有无色透明、不

帮助燃烧和比空气重的特点，可能

是二氧化碳。最终，教师可以再次

借助虚拟实验，把气体通入澄清石

灰水中，发现液体变浑浊了，确定这

种气体就是二氧化碳。

在本实验中，虚拟实验的最大的

作用是，学生只需考虑实验过程，而

不必考虑其他影响实验的因素，如器

材的气密性、收集到气体的量等。在

探究实验现象的同时，学生学会了运

用实验探究的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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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微时代 传播学校文化好声音

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构建多元化实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