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芝罘区祥发小学

2022 -2023 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
为贯彻落实区活力新课堂要求，继续推进学校课堂慧

润工程，也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促进教

师的专业发展，祥发小学自 2023 年 10 月—11 月，开展

了“同讲一节课”活动。

本次教研活动分三步走：第一步——研；第二步——磨；

第三步——思。下面具体展示：

研——集体备课 献计献策

语文组

二年级语文组研讨的课例是《坐井观天》一课，磨课过程

中，组内老师结合单元语文要素以及第一学段学生思维发



展、学习行为等方面的特点，通过阅读、比较、推断、质

疑、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发现、思考、探究问题，鼓励

学生对故事中青蛙和小鸟的言行，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

法，从而积累语言经验。

三级语文组研讨的课例是 《听听，秋的声音》，李校长

在朗读方式、课件细节、板书设计、发挥学生自主性等多

个角度给予指导，于主任重点强调了如何指导学生当堂完

成诗歌仿写。三年级组老师结合领导的建议，针对本单元

的语文要素、朗读指导、课文仿写、学习方法等几个方面

进行反复打磨，最后呈现出令人满意的课堂效果。

四年级语文组研讨的课例是《王戎不取道旁李》一课。在

磨课过程中，组内老师意识到学生已有学习文言文的经

验，因而要在课堂上调动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理解文意。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充分发挥学生主

体性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年级语文组研讨的是《长相思》一课，在磨课过程中，

五年级老师考虑到学生的情感体验与人生积淀还很单薄，

如何让学生走进词人心里，这很困难。于是，教学设计了

初读、有节奏读、合作读、有韵味读、品读、赏读、想象

读等多种朗读方式，以读悟情。

数学组

一年级数学组研讨的课例是《认识位置》一课，组内老师



课前共同分析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明确教学目标，理清

课堂教学整体思路，优化教学过程。通过试讲，发现存在

的问题，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设，合理安排课堂容

量。

二年级数学组研讨的课例是《平均分》一课，组内老师备

课前仔细研读课程标准、教材教参，每位老师首先个人单

独备课，再集体研讨修正教案，在一位老师上课后，根据

课堂效果集体反思，再次备课，争取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四年级数学组研讨的课例是《平均数》一课，组内老师认

真研究教材，根据教材的编写意图，创新教学模式，以经

历、感知、体验和理解平均数的统计意识为主线，力争让

学生在丰富的生活实例中通过分析比较、直观操作、估计

推断和综合应用建立平均数概念，逐步感知、理解平均数

的统计意义和特征。

五年级数学组研讨的课例是《分数乘分数》一课，在磨课

过程中，组内老师考虑到班级学生的学情，设计了借助小

组合作这一环节，既让学生在合作中理解分数乘整数的意

义，掌握分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又可以给学有不足的孩

子一个示范，让学生体验到学习带来的喜悦。



磨——轮番上阵 精雕细刻

语文组

二年级语文组由张倩老师率先上阵。张老师的课堂教学，

思路清晰，环节紧凑，重难点明了，教学设计合理。指导

朗读环节，张老师让学生联系生活并带着动作进行朗读，

更容易理解。利用小青蛙和小鸟生动的卡贴，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于洋老师紧随其后，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

适当拓展，根据寓言故事的特点，创设了续编故事的环节，

启发学生想象，充分体会课文所包含的寓意。通过学习这

篇寓言故事，不但让学生学习了知识，还教育学生懂得如

何看待问题、认识事物，使学生学会明辨是非、认知世界，

提高了学生对事物的认知能力。

三年级语文组由许雷老师执教。许老师用诗意的语言引发

了孩子们奇妙的想象，在孩子们的想象中，世间万物皆有

灵性，孩子们纯真的心灵中听到的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

音。激活了学生无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赋予了学生

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激发了学生巨大的学习热情。课堂



上采用男女生分角色、师生配合、配乐朗读等多种形式，

激发学生的朗读热情。除了注重对学生朗读的指导，还注

意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和学法的指导。带领学生自主学习，

边读边想象画面，并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学完这首诗以

后，同学们的写作热情也被极大地激发，当堂创作出许多

节小诗，让我们听到了孩子对秋天的声音的理解。

四年级语文组辛莎莎老师做开路先锋，第一个试讲，辛老

师通过调动起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引导学生借助注释、

联系上下文等理解词语的意思，读懂文意。张莎莎老师紧

跟步伐，在理清课文脉络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详细复述

基础故事，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梁宁

老师最后上阵，更加注重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充分发

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年级语文组由张飞飞老师执教。课堂上张老师通过”读、

想、议、写、吟”等行之有效且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在语言实践中感悟诗意、体验诗情、积累诗歌。《长

相思》在声声朗读中被感知、感受、感悟，从读得“字正

腔圆”到“有板有眼”，从读得“正确”、“有节奏” 到

读出“味道”与“感觉”。当学生初步感受文本、读出味

道与感觉之后，再带着情感走进“征途”与“故园”，读

出画面与情景，以情带读，读中悟情。教学中，张老师既

让学生带着“梦都做不成，觉都睡不好”的感觉朗读《长



相思》，把这种感觉“读到词的字里行间去”;又让学生

带着“ 长相思”的感觉朗读词，试着把作者身和心分离

的那种感受、那种心情读出来，使学生在朗读中体验情感、

深化情感。

数学组

一年级数学组由张园园老师进行第一次执教。课堂上张老

师注重学生的生活体验，引导学生在有趣的游戏中，通过

摆一摆，说一说，演一演，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启发

学生借助已有经验学习方位的初步知识。课后，两位老师

在反思、研讨后进一步优化了教学设计。孟老师再次执教

这一课，选取了班级站队、共享书吧、教学楼墙面等现实

情境，充分唤起了学生的已有经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亲身参与现实活动，用亲身体验唤起对经验的联

想，从而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二年级数学组由李晓双老师当“领头羊”，李老师注重让

学生在操作中感受平均分的概念和方法。让学生通过解决

帮熊猫分竹笋的问题，体会平均分的概念。并通过小组合

作探究的过程让学生体会平均分的方法。王静老师通过插

花的情境引出，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认识平均分。在具体

情境和实践活动中体会平均分分法的多样性，通过操作与

交流进一步感悟平均分的本质特征。孙玉贞老师的教学始

终围绕学生的活动展开，通过“分”的活动，把数学和生



活联系起来。在学生感受“同样多”的基础上概括出什么

叫平均分，感悟和理解平均分，揭示平均分在生活中的应

用。

四年级数学组鹿婷婷老师率先执教，鹿老师以计算能力大

比拼的情境引导学生展开交流、思考，引导学生通过移一

移、说一说，从感官上理解平均数的由来，理解平均数的

意义。自己探索出求平均数的方法，初步认识体会到求平

均数数据的多样性。姬雪梅老师利用作业时间的真实情境

引入，通过让学生移一移、画一画、算一算的方式找到求

平均数的方法。借助 Excle 表格以动态的画面让学生感受

平均数具有敏感性，使学生很好的认识了平均数这个统计

量，感知到了平均数的本质及意义，了解了平均数的特征。

姚筱筱老师执教的是五年级上册《分数乘整数》一课。姚

老师利用中秋节分月饼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

过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建构，使学生理解分数乘整数的意

义，掌握分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能够应用分数乘整数的

计算法则，比较熟练地进行计算。



思——精心反思 收获于心

课虽然讲完了，但老师们并没有把这堂课作为终点，大家

根据这次的磨课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本次全校范围内的语数大教研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老师的

课堂教学素养，在今后的教学中，相信老师们肯定会以此

为契机，继续认真研究课堂教学，砥砺奋进，再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