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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虹星桥镇中心小学 沈勤仕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笔者尝试利用本地区域资源，组织少先队员开

展一系列少先队环保活动，联合家长和社会共同培

养少先队员良好的绿色文明行为和社会公德，为家

乡的生态文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多角度选择环保研究主题
根据少先队员的兴趣、需要和年龄特点，笔者先

指导学生学习有关环保知识，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好

研究的主题。

1.在学校德育中选定主题。近年来，我校大力推

行以“创绿”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特色项目。因

此，笔者经常引导少先队员从学校各种德育活动（如

“环保宣誓”“美化教室”“植树护绿”“与鸟共舞”等）

中提炼主题。比如一（1）中队从“美化教室”活动中，

选定“我为中队级弯弯腰”环保活动主题。

2.在现实生活中选定主题。生活是个大舞台，也

为少先队活动贡献出了比教科书更详尽、更感性、更

生动、更富有人情味的环境。因此，要让少先队员从

生活中选定感兴趣的主题，关注生活中的问题。比

如，五（2）中队发现校内外环境大不一样，校内一张

废纸也很难发现，而校外却是垃圾遍地。在教师的

指导下，该中队确定的活动主题为“校外垃圾的主要

成因”。

3.在学科整合中选定主题。学科的综合性，已成

为一种发展趋势。引导少先队员深入探究课本中的

一些知识点，引导他们梳理各学科之间的知识点、能

力点，整合出结合点、交叉点。如三年级少先队员根

据品德课中的“走进秋天”单元和语文课中“秋天到

了”单元中内容，确定活动主题为“拥抱秋天”，并在

辅导员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绿色环保

活动。

4.在课外阅读中选定主题。学校开设了阅读课，

每个中队级则以阅读一本环保书籍为起点，培养少

先队员自主阅读能力，引导他们选取书籍中一些切

合实际、可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内容进行研究。

二、多途径开展环保主题活动
少先队员学习了环保知识，还需进行生动活泼

的环保实践体验活动。

1.环保社团活动

制订了环保章程的环保社团活动是进行研究的

一个重要途径。每中队按章程和本中队少先队员实

际，在中队中分成若干环保社，如：小画社、小宣传

社、小调查社、小制作社等。每位少先队员根据自己

的爱好、特长选择相应的社团。

每个环保社团制订好相关的活动计划，确定每月一至两个活动

主题。比如本月的主题是“节约用水”：小书社成员负责找与环保有

关的书籍，读一些节水的常识性或文学性的文章；小调查社成员调

查自己家中的节水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小画社成员画一些宣传节

水的宣传画；小宣传社综合其他社团的资料向全中队、全校甚至周

边群众进行宣传等。

2.少先队主题活动

开展活动多元化。我们利用学校宣传橱窗、中队级黑板报、红

领巾广播站、主题中队队会等多种载体，营造强大的宣传氛围。

紧扣各种纪念日，做到各中队环境教育主题化、系列化。如植

树节开展“我为大地添片绿”活动；世界环境日出一期以此为主题的

黑板报、手抄报等。

开展活动社会化。近年来，我校一直积极配合政府搞好乡、村、

街道的卫生工作。每学期初，都要制订活动计划，组织少先队员走

出校门，参加社区环保宣传和义务劳动；利用“绿色教育基地”茶园，

组织少先队员清除杂草，采摘茶叶，在体验劳动的艰辛的同时，培养

少先队员的环境意识。

3.各学科渗透活动

现行小学各科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教育因素。每学期

初制订教学计划时，教师们在语文、品德、科学等教材中，挖掘出

蕴藏的生态环保内容。如语文研讨课《清澈的湖水》，在课堂上

引导少先队员懂得环保是一种美德；课外，还开展“环保小卫士”

护水行动……

加强学科渗透，从小教室走向大课堂，充分挖掘校园中的育人

因素。语文课，兴致勃勃地参观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寻找写作素材；

数学课，丈量土地，进行估算；美术课，写生素描，捕捉美丽图景、精

彩瞬间；劳动课，干劲十足，热火朝天……

三、多方面取得活动成效
经过长时间的绿色环保活动实践，笔者欣喜地看到，参与活动

的少先队员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

1.情感世界得到丰富。绿色环保活动给少先队员带来了切身

体验，使学习过程不仅是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身心和人格健

全与发展的过程。

2.环保习惯得到培养。少先队员们通过生态环保课、少先队活

动、社团活动等多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知识与

做法，懂得了保护环境贵在“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3.收到良好的家庭效果。坚持学校、家庭相结合的原则，尽量

与家长多联系，发动家长参与环保。学生们不仅把好的环保习惯带

回家中，还把自己学到的环保知识向父母宣传，帮助父母克服一些

不良习惯。

4.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成立“环保小卫士”社区服务特别行

动小组，开学初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大量的环保实践行动。如

向社区群众发放倡议书，分片逐户向大家宣讲环保的重要性；定期

到街道协助清洁工打扫卫生，清除街道各类非法广告等。街道群众

每次遇到少先队员行动，都会主动参与，协助少先队员打扫，对少先

队员的行为给予行动上的支持。

□杭州市公益中学 戴勤立

因为够经典，《最后一课》在初中课本中的

地位始终“屹立不倒”。这篇经典课文在过去

的教材体系中留给教师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庞大而严肃的主题很难用简单的语言给学生

讲清讲细，小说题材反映的丰富的社会现实要

在课堂中完美展现也存在一定困难，再加上地

域文化和历史认识的差异，学生学完课文以后

大致留下的印象可能只剩下“热爱国家，热爱

自己的母语”。课文中喷涌而出的激情与力量

和缓缓流淌的理性与深思，如何实现？如今，

利用人教版新课本的平台，这篇“教读课文”我

们该教给学生什么，学生通过“教读”又能学到

什么呢？

一、情节线索——学生阅读小说必须具备
的基本知识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总结

在小弗朗士的视角中出现了哪些人、事、物并

根据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在进行

排列的过程中让学生同步思考人物情感的变

化，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明白，小弗朗士情感的

变化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他所看到的、听到

的、想到的构成了推动文章情节变化发展的力

量。这一操作完成后教师便可以就这一问题

进行知识点的补充，也就是贯穿叙事性文学作

品、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

当我们为学生点明线索对文章情节的推

动作用后也要让学生学会怎样去文章中找线

索。初读课文的这一步一旦达成，学生从教师

教的抽象的线索概念到学会从人物的言谈举

止、情感变化中寻找线索的蛛丝马迹，学会从

人物的角度思考并发现文章情节的线索，再经

过日后的反复阅读训练操作，一提到小说的情

节还会毫无头绪吗？

二、间接抒情——在人物形象刻画中寻找
渗透的情感

在对《最后一课》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有必

要通过分析作者对人物细致的刻画，掌握间接

抒情这一抒情方式。它不是个人独特的、个性

化的感受，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主

题，反映的就是社会生活。

以分析韩麦尔先生形象为例，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首先让学生关注到一些直抒胸臆的语

句，比如“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

叫他怎么不伤心呢？”这是作者借孩子的视角直

接表达对这一人物的同情。以此为出发点，还

可以让学生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表现人物

情感与心理活动的细节，引导学生从韩麦尔先

生的动作、语言、神态等多方面分析其背后所隐

含的人物情感。通过学习间接抒情的方式，学

生们看到，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因为无力

回天而感到绝望，也会因为对国家的爱而付出

自己的全部。其次，也让学生体味间接抒情的

独特韵味，在反复的品味与思考中发现更多的

人物情感，改变一提到抒情就想到洋洋洒洒的

情感铺陈，缺乏事实的描写与叙事支撑。

三、环境要素——小说的小环境联系社会
历史大环境

小说三要素中的环境要素也可以成为本

文教学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由小环境到大环境，一步一步搭好阶梯让

学生感受小说“环境”这一要素对塑造人物、推

动情节以及点明主旨的重要作用。都德在写

作《最后一课》的过程中运用到了大量细致的

环境描写作为连接情节的点缀，比如小弗朗士

刚上学时的所见所闻、锯木厂边操练的普鲁士

士兵、镇公所前围观的普通市民、课堂中沉默

严肃的氛围、做练习时窗外美好的风景，既有

对民族危亡关头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有

对具体人物命运的深思和暗示。比如文中两

次提到普鲁士士兵的操练，这样一个普通平静

的早晨，侵略者突然闯进自己生活的土地，宁

静祥和的氛围突然被残酷无情的战火所打破，

人们心中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占领者又有怎样

的心理考量？这些问题都能够引出学生对这一

历史事件的思考和剖析，相比于一段介绍普法

战争的冰冷文字，这种创造思辨环境、引发激烈

思考的方式更能让学生设身处地地将小说的小

环境和历史的大环境结合到一起。

四、细节留白——作为一名爱国者的勇气
与责任意识

课文的“留白”在哪里呢？前面所述的环

境描写当然有一部分。但是小说毕竟是以刻

画人物形象为特质的文本，人物的语言、动作、神

态其实存在大量的“留白”，特别是一些反常的、

富有深意的细节。

“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

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

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

的不幸。”

这不是无心之说，而更像是遭遇国家失败

后的反思。学生一定会思考，为什么韩麦尔先生

要说这段话。这段话其实正是作者借韩麦尔先

生之口所表达的对战争和国家命运的反思，而也

正是有这一“留白”的存在，教师补充的那些“众所

周知”的写作背景才有了价值。战争为什么会失

败？这是引导学生思考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填补

“留白”的一个关键。“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

说，不会写！”到这里，韩麦尔先生这一人物的“爱

国者”形象又深了一层——他是一个普通人，但

他是一个在民族危亡关头敢于负担起责任，发

现社会文化中的问题，为国家指明方向——学

习祖国的语言文字——的真正的爱国者。

五、比较阅读——配套作业本中详细操作
的精读方法

配套编写的七年级下册语文作业本中有

一个精读赏析题：比较胡适译《最后一课》和课

文在结尾部分细节上的处理。该题目中包括

三个小题：比较各自删减情节的差异；比较人

物刻画差异；比较语言习惯不同的修改和作用

（包括文章的题目、场景与对话）。这样的阅读

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知道这篇课文在

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价值和意义，也可以学习

赏析品味语言的一种方法——替换。这也给

课堂教学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启发——我们是

不是还可以用比较阅读的方式为学生的精读

训练提供帮助？

语文教学教的本意是为了“不教”，这就需

要从知识体系的角度为学生构建一套“学”的基

本框架。通过教和学《最后一课》，当然不仅仅是

为了“学习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文字”这一情感

价值，更要让学生学会如何从小说的文字转换

成其文本特质要求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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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爱国主义，
《最后一课》还能教什么

□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中心小学 周 缨

科学课的重要理念是让学生像科学家一

样亲历知识的来龙去脉，体验知识的获取过

程。笔者以科学课为依托，以课外活动为载

体，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他们的科学

素养。

一、丰富活动，提参与兴趣
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最实际的内驱

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可以提高学生参与活

动的兴趣，反过来浓厚的学习兴趣又可以促使

他们去探求知识的来源，推动他们动手参与到

活动中去。

1.种植、养殖活动。饲养小动物、培育植物

是学生们非常乐意去做的活动。小学科学课

本上有许多这样的活动，如种凤仙花，养蚕，观

察蜗牛、蚯蚓、蚂蚁……这些活动经历时间长，

无法通过课堂来完成所有的观察任务。笔者

把它们设计成课外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

不仅获得了科学知识，还培养了主动探究科学

知识的能力。

2. 制作活动。制作活动几乎小学所有的

科学课中都有。如三年级的气球天平，四年

级的雨量筒、风向标，五年级的太阳能热水

器、生态瓶，六年级的小杆称、纸桥等。笔者

把那些占用课堂时间较多的制作活动都设计

成课外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保证了活动的

顺利进行。

二、任务驱动，养良好习惯
学生知道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具备一定

的实践操作能力，未必能形成良好的习惯，还

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强制”，使学生达到“知行

合一”。所谓的“强制”，在这里指的是给学生

们规定的相应操作任务，通过一系列的观察、

记录、交流任务，对学生的课外操作活动进行

监督。通过适当来自于教师或家长的外部“强

制”，逐步使学生过渡到自我“强制”。这样，日

积月累，习惯自然形成。

1.观察任务。所谓的观察就是让学生带着

问题有目的地看。在凤仙花的种植活动中设

计了“凤仙花种子先长出来的是根还是芽？”

“凤仙花苗的第一、二两对叶子一样吗？”“凤仙

花苗的叶子在茎上是怎样长的？为什么这样

长？”等问题。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观察，观察

起来目的性自然就强了。

2.记录任务。光有观察还不行，得让学生

们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起先可以是教

师为他们设计记录表格，让学生们按照表格中

的任务记录下来。这样的训练久了，以后的观

察记录可让学生们自行设计。可以模仿教师

的记录表，也可以有所创新。

3.交流任务。活动观察、观察记录的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们在交流时有话可说。在三年级

下学期历经1个月的“养蚕”活动中，学生们经历

了蚕卵、蚕卵孵化成蚁蚕，和蚁蚕—结茧—蚕蛾

的全过程的观察记录，相互交流起来就不会有

障碍。

三、整合资源，建家长联盟
有些课外活动是在家完成的，经历的时间

又长，需要家长提醒孩子、督促孩子来完成观

察记录。教师因此需要关注每位学生的家庭

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家长联盟。

1.就近原则。根据学生居住地远近建立联

盟小组。一般情况下，把住得近的学生家长分

在一起，有助于交流。

2.相近原则。把家庭情况、经济条件、知识

水平相近的家庭放在一起。

3.互帮原则。班级中有一部分是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也有一部分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他

们在进行课外活动时，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

困难。例如：不方便通过网络查阅知识，活动

时无法用照片记录过程，活动照片无法用微信

传给老师……这就需要热心的家长帮忙，建立

互帮志愿队，使课外活动顺利完成，让每位学

生的科学操作能力都能得到培养。

四、多元评价，现学生个性
教师有必要对学生的课外活动进行有效

的评价，这样可以提升课外活动的操作能力。

1. 全体展示。凤仙花的种植将近一个学

期。在这个种植过程中，每隔两星期让学生们

把自己种的凤仙花拿到学校来同大家一起欣

赏。教师可以逐个点评，找出每位学生做好的

地方，指出不足之处，让每位学生体验成功，树

立信心。

2.等级评价。为了确保观察长期、有效地

开展，教师应对学生的观察记录本进行逐一评

价，让学生收获成长。

3.激励比赛。一个探究活动下来，学生们

通过人人参与活动，经历了知识获取的整个

过程。除了从中获得一些科学知识、明白一

些科学道理外，还能运用这些科学知识来解

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是科学活动的最大

收获。

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不断地鼓励

学生参加一些比赛来增强自己的荣誉感。例

如：在学习了《物质的变化》这一单元后，学生

冯诸艺自己设计对比实验，研究给“柿子脱

涩”，结果发现用酒精给柿子脱涩效果最好，实

验小论文获得区创新大赛二等奖。学习了《环

境和我们》这一单元，学生吴若一对不同环境

下的“胡萝卜再生”情况进行了实验，发现胡萝

卜在普通清水中的再生能力最强，此实验获得

了区创新大赛三等奖。

总之，借助课外活动，能激发学生参与课

外活动的兴趣，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科学观察、

记录、交流习惯，不断扩充科学知识，提升科学

动手能力，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借助课外活动 提升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