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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标地理工作室：构建教研新生态
近日，咸宁汤标地理工作室

研究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
学地理课程标准转化途径实践研
究》（2020JB345）顺利结题，这是
12 名地理教师深入课堂，历时三
年的成果。也是该工作室自2018
年成立以来，又一次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的课题研究实践。

近年来，该工作室立足学科
课堂改革、教师专业成长，建章立
制，硕果累累，推进咸宁中学地理
教育教学发展。

■聚焦学科实践力 深化课堂改革

近年来，以高考评价体系新理念为
指引，国内地理高考在试题立意、命题
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彰显了
时代主题，时代变革，构建新颖情境的
特点，如现实生活生产的变化或者真实
地理环境问题，突出地理学科实践性和
探究性，让教学导向意图更明显。

为适应新高考改革的要求，高中
地理教师要不断整合地理教学内容，
注重地理核心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工作室主持人汤标坚持以学校为
蓝本，以地方为基础，开展特色地理活
动，推进课堂及课程改革。其中以鄂
南高中学生为主体，走进地理专业相
关部门，如，咸宁市气象局、咸宁市国
家气象观测站、咸宁市水文站，进行实
地参观和考察，了解区域气象、气候、
水文状况，听取专家指导。

在通城大坪村探究水库和土质；
在淦河边了解堤坝建设特点；在水文
局检测淦河不同河段水质；在黄鹤楼
酒厂探寻工厂沿着地势而建的奥秘。
在一次次走进生活的课堂中，带领学
生领悟生活中的地理。

此外，工作室引领成员结合学生
年龄段特点，开展特色课堂拓展活动，
助力课程效率的提升，初中阶段培养
学生地理思维和兴趣；高中探索地理
学科深度研究。工作室成员，咸宁实
验外国语学校地理教师杨月在七年级
开展手绘地图、外国风土人情的手抄
报游记比赛，在八年级深度开展区域

地理特点、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手抄报
比赛等。学生胡冰倩搜集日本地域特
点的资料，形成了集著名景点、地貌特
点、特色经济类型的旅游攻略，获得比
赛一等奖。“通过比赛，发挥学生的主
动意识，激发学习地理的兴趣。”杨月
表示，通过生活化的方式更有利于学
生形成地理学科思维方式。

在嘉鱼一中，从2021年初开始，
在两年时间内举办了两届地理模型大
赛。比赛中，同学们集思广益，认真钻
研，一块块涂色黏土变成了一个个《中
国地形》《中国山脉》《冰川地貌》等模
型。通过地理模型制作比赛，增强了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地理实践能力，全面地提
升了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构建教师助力站 引领专业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你想
使教育工作给教师带来欢乐，使每天
的上课不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
请你把每个教师引上开展研究的幸福
之路吧。”如何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研
究能力？汤标表示，培育教育家型教
师、促进学科高品质发展，是工作室成
立的初衷，将工作室打造成教师成长
的助力站是核心目标。

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就是教师提
高教研能力的主要途径。汤标认为，要
提升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就要善于反思
总结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工作
在教学一线，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许多

鲜活的教育教学案例、感悟和灵感，这些
就是撰写文章和研究课题的素材。

赤壁市车埠高中地理教师万彤松
精于研究地理地图，自学了多个制图软
件，对地理教学有很多思考。加入工作
室之后，不断深入学习研究，结合教学
实际，发表了多篇教学论文。如地理新
教材提到《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和
《区域发展》，万彤松和工作室年轻成员
蔡娟一起深入研讨，从新课标要求出
发，结合赤壁市特色农产品青砖茶，采
用地理单元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总结提
升。让学生体味青砖茶发展历史的自
豪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让青砖茶重
新焕发活力的使命感。通过反思，他们
从这一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在课堂教学
中如何厚植家国情怀的论文，在《湖北
教育》发表。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积
累，万老师参与多个课题研究并结题。

教师的成长最终要将教育思想融
入课堂，转化为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因此，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的提升尤为
重要，而赛课就是促进教师素养提升
最快的方式。地理教师左孟春2014
年毕业就来到鄂南高中任教，高中的
教学任务已经很繁重，2020年，她被
推选参加“湖北好课堂”比赛。由于经
验不足，初讲暴露了很多问题。经过
工作室成员听课、评课，历经八九次修
改，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左孟春最终在
比赛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省一等奖的
好成绩。“一堂好课，如何讲透讲好重
难点是关键，有很多技巧和小细节。
而这些都是多次讲课磨课后总结下来

的经验。”左孟春表示，磨课就是自我
历练成长的过程。

以工作室带动教师成长，通过以点
带面，以老带新，向全市地理教师辐射，
促进地理学科发展，是工作室提高教师
素养的途径之一。崇阳一中的袁国忠，
是学校的地理教研组长，他参加工作室
学习交流、赛课取得了很多成绩，并将
优秀经验做法辐射到本校的地理教学
中。他在学生中开展地方旅游资源探
究的研学，在全校开展优质课竞赛，其
中青年教师程鹏飞在他的指导下，获得
国家级优质课特等奖。这一成功的做
法受到多所学校的借鉴和好评。

■助力教研新生态 推进工作室建设

近年来，工作室多次被评为市级
优秀名师工作室，成员发表论文40余
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10余本，20
余人次受到国家、省级表彰；10余人
次获优质课国家级、省级一等奖……
诸多成绩的背后，是如何炼成的呢？
汤标表示，跳出舒适区，建立系统评
价机制。

工作室成立之初，建立了各项制
度，在发展中不断反思工作实际，不断
修订完善发展计划与目标。每年年初
及时制订本年度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工
作计划，明确每个季度的工作内容。内
容具体、形式多样，囊括教研教改等工
作室相关工作的各个层面，有效地促进
了工作的推进与落实。工作室成员明
确达成个人学习、研究的总体目标之
外，还根据自身特长，安排延展性的活
动推进任务，既提高成员的活动参与度
和有效性，也保证了活动的有序开展。

在具体工作中，工作室不仅满足
于完成听课、评课、送教下乡、书籍阅
读等常规工作，还建立了长远目标，主
持人对全体成员成长预测和规划，建
立严进宽出的机制，成员还设置了半
年考核机制、末位淘汰制度等。

严苛的工作室制度，构建了地理
学科教研新生态。工作室立足于学生
学科素养的形成，开展地理课堂教学
创新、地理校本课程开发、地理课题立
项研究，让地理学科素养教育真正能
在地理课程中转化和落地，让教师专
业素养日益精进。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李凤群

要想写出好作文，离不开三点：丰
富的想象力，细致的观察，真实的情感。
想象力是写作的源泉，是孩子开启写作
之路的第一块敲门砖，儿童的思维天马
行空,只要给予他们空间、时间和素材，
让他们自由想象，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
的效果。而阅读绘本是提高儿童的想象
力、观察力、思维能力，增强其故事意识
的有效途径，绘本阅读能帮助小学生学
会遣词造句、熟悉修辞手法、掌握片段描
写、表达思想感情，从而学会写作。

一、绘本仿写，活跃思维
仿写是儿童学习技能的基本手段，

通过让儿童模仿重复简单有趣的句子，
让孩子掌握句子的形式与精髓。例如绘
本《爷爷一定有办法》讲述了“老爷爷在
孙子约瑟出生后，用蓝布料做了一条毯

子送给他。后来，毯子破旧了，爷爷用自
己的巧手把它缝成了外套；外套破旧了，
爷爷用自己的巧手把它缝成背心；背心
破旧了，爷爷用自己的巧手把它缝成领
带。这次爷爷把背心又变成了什么?”可
以看出这段话的句式大体上是相同的，
对于儿童仿写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在老师的引导下仿写，比如回答说
“变成一条温暖的围巾、一双可爱的手
套、一张洁白的手帕”……都是可以的。
通过大量的绘本阅读，提供素材让孩子
有话可说，给孩子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让他们按自己的思维去创造，不仅能让
孩子在想象中掌握句子的句式和精髓，
还能给孩子的想象力插上飞翔的翅膀。

二、绘本补白，升华情感
绘本通过精美的图画配以简洁精

炼的文字来讲述故事，适合儿童的心
理发展规律。绘本舍去了繁琐的文

字，文中的留白给予儿童想象的空间，
儿童按自己想象去补白。例如绘本
《鸭子农夫》有这样一段对话：“‘牛说：
咩 咩!羊说：咕咕！鸡说：就这么说定
了’。”短短的几个字，只有动物的叫
声，绘本并没有具体写出商量的内
容。这时候，孩子就需要结合上下文
发挥自己的想象来阅读了。它们商量
的内容是什么？心理活动是什么？它
们到底说了什么？当时是什么样的表
情？做的又是什么样的动作？这些都
需要自己去想象，在想象中就会激发
孩子的情感。

三、续编绘本，继续精彩
很多绘本故事，都是在精彩的地

方戛然而止。孩子读完故事，意犹未
尽。给人的感觉就像看四大名著时看
到“精彩部分请听下回分解”一样让人
欲罢不能，想要知道接下来的剧情如
何发展。这也是启发孩子自己去续写
故事的最佳时机。例如《幼儿园的好
朋友》讲述了“一只鸭子上幼儿园因为
胆子小，不敢主动找朋友玩。小狗主

动找鸭子玩，但是处处欺负小鸭，最后
小鸭决定远离小狗，小狗意识到自己
将要失去一个朋友，于是小鸭主动跟
小狗和好。最后彼此成了好朋友。”引
导孩子去续编故事结尾。成了好朋友
之后它们之间还会发生矛盾吗？它们
今后的生活会怎样？还会经历什么？
小鸭还会交到其他朋友吗？通过自己
的想象，继续精彩的故事。

总之，绘本以它独特魅力，让孩子
爱不释手。在绘本阅读中，培养孩子
的观察力、想象力、表达力及故事意
识，让孩子顺利地从启蒙写作、模仿写
作过渡到独立创作。

巧借绘本 学习写作

●记者 熊大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