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坐在校车上去上学。校车的座位是三个

连在一起的，我们突发奇想的准备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扳手腕大

赛。校车上的扳手腕大赛让我跃跃欲试。

首先，是我和孟潇荣的比赛。他长的又高又瘦，而我长得也不

低，而且还比较壮！我想我的力气肯定比他大，自然我的信心大

增，像一位要上战场的将军。我心里暗暗想：这次我一定会取得比

赛的胜利。

比赛开始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孟潇荣，把背挺得笔直，右肘

支在座位上，小臂伸得直直的，手握成拳，双脚稳稳地踩在地上，

望着拳头做好准备。比赛开始了，孟潇荣的力量果然不如我的大，

经过几分钟，他成了我的“手下败将”，我不禁沾沾自喜，终于赢得

了第一场比赛。

芃接下来，我和刘 辉比赛。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我俩的眉毛都

拧成了一条线，他的力气可真大呀，费了好大的劲儿我俩的双拳纹丝

不动。我鼓足劲儿，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最后，我使出洪荒之力，

终于扳了回来。哈哈，我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扳手腕“杀手”啦。

期待我们下次精彩的比赛吧！

（指导教师：张晋）

今年春天，我们一家人来到汾河公园放风筝。

我拿了我最喜欢的风筝递给爸爸，爸爸接过风筝，在草地上

自由地奔跑着。等到风起时，爸爸手握风筝线，把风筝往上一扔，

风筝就飞起来了，如同一只小鸟在空中自由地飞翔。轮到我放风

筝了，我学着爸爸的样子，也把风筝往上空扔去，没想到风筝在空

中转了一个圈，晃晃悠悠地就掉了下来。

我尝试了好几次，结果都失败了，正当我垂头丧气想放弃的

时候，爸爸走了过来，对我说：“你看，放风筝时要先把风筝举得高

高的，然后快速向前跑，边跑边松风筝线，让风筝慢慢向上飞。无

论做任何事都要循序渐进，风筝往天上飞都是如此，何况你第一

次学着放风筝呢？慢慢来，你这么聪明，爸爸相信你肯定能放起

来的！”听了爸爸的话，我顿时信心大增。我重新拿起风筝调整姿

势，左手拿着线轮，右手把风筝举过头顶，然后一路快跑。我边跑

边慢慢松风筝线，风筝在空中缓缓往上飞，我越跑越快，风筝越飞

越高。等风筝飞平稳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欣赏着空中飞舞的风

筝，感到无比开心。风越来越猛烈了，风筝快要冲进云霄了，那时，

我在想，风筝线会不会断呢？结果风筝在云朵中消失了，风筝线真

的断了。我站在那里焦急地大叫：“啊，我心爱的风筝跑了！”姐姐

却开心地叫着：“风筝飞去找哪吒了！”妈妈从容地笑着说：“风筝

宝宝要到太空探险了呢！”

我们一家人，欢笑连连，真开心呢！

（指导教师：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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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儿童是运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投掷

是一种同时运用小肌肉、大肌肉的复合

型运动，掌握投掷动作需要身体的整体

配合，看似简单地将物体向前上方投出，

却包含挥臂、转体、身体前倾等多种运

动模式，是需要在反复练习中掌握的一

项全身运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投

远和投准”，投准动作不仅需要肌肉力

量，而且更需要良好的目测能力及动作

的准确性。怎样才能投准呢？

幼儿行为

户外游戏时间到了，很多小朋友选

择了钻爬区的爬行垫、软棒等玩具，有

两位小朋友一直在进行篮球投掷。我静

心观察着两位小朋友的投掷，刚开始几

分钟他们轮流投掷，可是投准率非常低，

问题慢慢浮现了。梁梓跃说：“雷梓瑜，

你能不能投准呢？这个不像篮球场的一

样，下面有围着的那个，好难啊！”雷梓

瑜说：“不行，我也投不进去，我投的

时候还跳一下也进不去。”梁梓跃说：

“你还跳呢，那我也试试跳一下，能不能

进去。”梁梓跃试了试边跳边投，第一个

投掷的时候，真的投进去了，开心的跳

了起来，之后几个再没投进去。这时，

雷梓说道：“咱们换个小一点的看能不

能投进去，我们用沙包投吧！”梁梓跃

说：“好啊，沙包肯定简单，能投进去

的。”于是，两人换上沙包投掷，结果投

准率很高，投三个能进两个，雷梓瑜说

道：“还是沙包好投！”看到他们的游戏

即将结束，我和他们展开了一番讨论：

“篮球和沙包哪个投准率更高啊”“沙包

啊”“那为什么沙包能投准呢？”梁梓跃

说：“这个篮球有点大，我们投掷的方

法有可能不对，沙包小，他就比较容易

进去。”雷梓瑜说：“沙包比叫轻，我能

瞄的准一点。”

分析幼儿行为
自主尝试。幼儿选择篮球投掷，多

次投准率很低，与同伴的交流中，提出

更换投掷物进行投掷。于是，将篮球更

换为沙包，投准率明显提升。在发现问

题，自主尝试转换投掷物解决问题，结

果表现出小成功的笑容。

学习品质。大班幼儿在日常活动、

游戏中逐渐培养自主学习、坚持等学习

品质。在本次活动中，幼儿汲取同伴的

意见，采用“边跳边投、更换投掷物”

的方式，从投不准，到投准率提升，幼

儿的学习品质在不断形成。

教师反思与启示
教师角色定位。教师在幼儿游戏过

程中充当着观察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

幼儿遇到问题时，没及时介入，给予幼

儿充分思考商讨，自主游戏的空间，发

展幼儿解决问题以及同伴间交往的能力。

当幼儿游戏即将结束时，及时介入进行

游戏的回顾和分享，总结幼儿游戏行为，

发展幼儿敢于思考、分享交流的能力。

幼儿行为
第二天户外活动的时候，两位小朋

友同样选择了投掷游戏，由于在六一游

戏运动会上，进行了炸碉堡的游戏，受

到小朋友的喜欢，今天的投掷游戏，小

朋友采用了往轮胎里投掷。观看他们的

游戏，两位小朋友都是站立投掷，篮球

投一个进不去，投两个也进不去，看到

他们有些不想玩了。这时我提议道：

“昨天你们更换了投掷物后，投准率不是

很高吗？”我这一提，两位很快取回沙

包，运用沙包投掷，继续观察，今天的

投准率明显下降。雷梓瑜说：“昨天我

能投进去，今天怎么也投不进去。”梁梓

跃说：“你那是甩出去的，不是投进去

的，想要投准很难的。”听到两位今天的

对话，我问道“那如何才能投准呢。”梁

梓跃说：“投的时候身体不要来回扭动，

应该瞄准了再投。”雷梓瑜说：“我觉得

投的时候，胳膊上应该有劲。”

看到我们在讨论投掷，又跑来几位

小朋友，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投的

时候身体可以往前倾啊”“投的时候可

以闭着一只眼睛看准不准”“投掷时应

该先把沙包举在肩上，然后身体斜着站

立，然后胳膊带动身体投出去”，最后一

位小朋友刘钇铄说的较为专业，于是，

我们请他做示范，孩子们认真的看着，

示范完之后，孩子们一一尝试，投准率

明显提升，小朋友们开心叫着“我投进

去了”。趁着小朋友们的热情，我们总结

如何才能投准，孩子们说道“要站稳了，

还要瞄准了，身体倾斜了，胳膊有劲，

投掷速度要快一些……”随后，帮孩子

们进行了总结，投掷时应“站稳、瞄准、

身倾斜、臂有劲、抛要快、更要准。”孩

子们一起说着这个顺口溜……

分析幼儿的行为
自主讨论、解决问题。同样的游戏，

不同的玩法，出现了投准率明显下降，

幼儿对此展开了讨论，寻找到是因为投

掷动作不标准。于是，展开了投掷动作

标准的讨论与练习，通过大胆的思考，

吸纳同伴的建议，学习同伴的动作，教

师总结引导，幼儿的投准率明显提升，

且对投掷技能也有所收获。

教师反思与启示
充分相信幼儿，适时总结引导。尊

重幼儿的想法，大胆放手，给幼儿自由

自主的游戏空间。本活动中，幼儿之间

的合作游戏、相互商讨、榜样示范、协

商解决问题等促进幼儿的社会性行为得

到一定的发展。而教师适宜地以角色进

入游戏，通过有目的的引导，提出发散

性的问题及议论点，引发幼儿自己思考

解决问题，大大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且及时总结提升，使

幼儿的认知经验在不断积累。

幼儿行为

“老师，我们现在能投进去了，我

们要玩炸碉堡的游戏”“好啊，那我们

一起来摆场地”。场地摆好了，孩子们

的游戏精神又被激起，到了这两位小朋

友卧姿投掷沙包，可是谁也没有投进

去，两个小朋友脸上有点小失落。雷梓

瑜说：“趴下投很难哦，因为我看不见

洞口，就投不进去”，梁梓跃说：“是

啊，我刚才练的挺好，怎么就投不进

去，我们再来一次”，一次，两次……

经过四五次还是不行。连佩岐小朋友

说：“躺下投掷的时候，要侧身一只胳

膊撑住地面，另一只手向前投的，就像

匍匐爬一样”。听了同伴的意见，两位

小朋友再次尝试，“我投进去了”，两

位小朋友都投进去了。梁梓跃说：“那

我们换蓝球试一试吧”，雷梓瑜“好

的”，一次，两次……接连几次投不进

去，这时我问道“为什么蓝球投不进去

呢？”雷梓瑜说：“蓝球有弹力，碰到

地面一下就弹出去了”，梁梓跃说：

“那我们试着挡点东西看看行不行”，于

是两人开始找挡板。挡板做完了，开始

投掷蓝球，雷梓瑜说：“不行吧，蓝球

有弹力，趴下很难，换沙包”，两人换

上了沙包，一投一个准，个个都进。梁

梓跃说：“老师，这个方法不错吧，我

们都能投进去了！”

分析幼儿行为
唤醒经验，敢于尝试。幼儿练习站

立投掷后，想要玩炸碉堡的游戏，师

幼一同摆场地，幼儿兴趣浓厚。卧姿

投掷，对于幼儿投准来说有一定的难

度，游戏时没有投进去，但是两人不

放弃敢于多次尝试，用不同的投掷物

练习，吸纳同伴卧姿投掷的建议后，

沙包投准率明显提升。可是蓝球投掷

不准，幼儿分析其原因，并迁移蓝球

场地经验，为其做挡板，其后投准率

明显提升。

教师反思与启示
顺应幼儿兴趣，营造轻松环境。幼

儿提出再次游戏时，教师全力支持，师

幼共通摆放场地，当游戏再次出现问题

时，教师适时介入尤为重要，师幼间共

同商讨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同时在轻

松的环境下，鼓励幼儿大胆创想新的玩

法，使游戏能够再次玩起来，幼儿的游

戏精神品质在不断形成。

幼儿行为
再一次炸碉堡游戏时，一轮游戏下

来，投准率很低，这两位小朋友主动提

出，“老师，我来做示范”，观察这两位

小朋友的示范，从语言提醒到肢体动作

表达，都非常得体有效，小伙伴们观看

了同伴的讲解，再次游戏时，投准率明

显提升。

分析幼儿行为
经验积累运用。通过前期的练习，

幼儿习得一定的投掷技能，再次游戏时，

同伴投准率很低，主动要求做示范，且

幼儿的讲解清晰到位，整体水平在不断

提升。

教师的反思与启示
搭建平台，儿童教儿童。儿童了解

儿童的程度比成人更为深刻，由于他

们彼此年龄相仿，兴趣易于接近，理

解思想一直，尤其是儿童最乐于把自

己的经验告诉别人，因此当幼儿提出

自己做示范的时候教师应给予其机会

与平台，儿童鼓励儿童的效果比成人

所能达到的更为巨大，在此过程中孩

子的表达、认知经验、动作技能都在

不断提升。

户外活动最终目的是让幼儿机体得

到锻炼，促进幼儿身体机能的提高，在

游戏、运动中，为幼儿的交往、交流创

造了很好的条件。作为教师，我们需要

做到心中时刻有目标，抓住孩子的兴趣

点，为幼儿提供宽松自由的游戏环境，

在自主游戏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怎样才能投准
阴 太原市育红幼儿园 郭泽琪

摘要：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科学

素养为宗旨的启蒙课程。要使学生热爱

科学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就必须激发科

学学习兴趣。

关键词：科学 兴趣 激发

激发学习兴趣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

务。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

是面向全体的教育，是既培养共性又发

展个性的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就不是

老师满堂灌，而要用启发式让学生发挥

积极思考的作用。启发式的范围很广，

有课堂教学中的启发，有课外学习中的

启发。激发兴趣在课堂进行，也可以延

伸到课外科学活动之中。学生对科学的

兴趣来于何处？来于他们的心理规律。

素质教育倡导，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

规律，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科学有效

的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小学生

对世间的未知知识充满好奇，充满探究

欲望，遵循这种心理规律，就可以采取

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兴趣激发。

小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限，生活经验

有限，选取内容要尽可能贴近他们的生

活。生活中的现象很多都充满科学原理，

从生活中的现象揭示科学原理，是激发

科学兴趣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发动学

生收集生活中的奇异现象 （学生不理解

或理解不深刻，产生了疑问的现象），由

老师揭示科学原理，学生是兴趣十足的。

这样，探求未知领域的兴趣就大大提高。

例如，布置学生收集他们觉得奇妙的现

象，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人人都有收

获。现选一些为例来说明。现象一、原

来的生活中用的木杆秤，为什么物体重，

秤砣轻，但又平衡？老师揭示原理。这

是一个杠杆原理。杠杆原理是这样的：

杠杆分别有一个支点，重力点和动力点。

重力点就是放重物（被杠杆承受的物体）

的地方。动力点就是用力的地方。平衡

公式是：重力×重力臂=动力×动力臂。

在木杆秤上，被称的物体的重量×提绳

（支点）点到物体的距离=秤砣重量×提绳

点到秤砣的距离。这就是被称的物体越

重，秤砣越往秤杆末端的道理。越往秤

杆末端，刻度显示的重量就越重。同学

们听了，啊的一声。原来是这样的科学

道理。老师又接着说，这个公式原理是

物理和数学的结合。是物理科学原理用

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这使同学们对科学

里的知识更有兴趣了，对科学的探究欲

更强了。现象二、农村的巫师，老师讲

过那是迷信，是骗钱的把戏，但我们村

子里有的人病了，去找巫师驱了邪还好

转了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师揭秘：

同学们也许听到过民间对所谓鬼神的一

句话是“信者有，不信者无”。也就是

说，你相信有鬼，巫师说你是受了邪得

的病，驱了邪病就会好。见到巫师口中

念念有词，燃了香火纸钱，说鬼邪已跑

了，这时病人就相信了，心情放松了。

心情一好，生理反应就是显得病情减轻

了。心情好会增强免疫力。这种治病方

式只适用于一般的小病。对大病是无效

的。曾有人胃疼，去找医生。这时如果

医生给打一针汽水，说是青霉素，病人

一时也会精神为之一振，感觉病情减轻

了很多。这就是心理作用。因为相信青

霉素消炎的效果好。现在看见打了“青

霉素”，由于心理作用，心情便好了，就

感觉病情减轻了。巫师就是利用了这种

原理来骗钱的。如果病人不相信鬼神的

存在，或知道那是汽水而不是青霉素，

就丝毫也不会感到病情有好转。听了老

师的讲解，懂得了相信科学，有病及时

找医生才不会耽误治疗。同学们对科学

知识的兴趣更浓了。

自做科学小实验也是激发学习兴趣

的途径之一。例：学了水流动产生冲

击力的知识后，老师布置学生自制简

单的学具进行实验。即自制简单的水

轮机带动发电机转动发出电来。这个

实验，学生们十分有兴趣。他们回家

找来一块白萝卜，切下圆形的片，在

边沿嵌上密密的叶片。中间穿一根竹

签，就是轮轴。在流水沟里把萝卜水

轮固定在两根支架上，慢慢放低支架，

让流水冲击轮片，水轮就转动起来了。

这时就可以想象推理，假如在水轮一

侧的轴上安装一个皮带轮。在一定距

离处安装一部微型发电机，用皮带将

水轮机皮带轮和发电机皮带轮连起来，

水轮机转动了，发电机就转动了。如

果安装上相应的输电装置，就可以输

出电流了。同学们都在家里完成了这

个作业，并写成了制作和实验报告。

还把水轮带到了班上，在同学间交流。

同学的成绩受到了老师的肯定和表扬。

同学们倍感自豪，对学习科学知识更

有兴趣了。又例：又有一个学生看了

一场杂技表演。有个表演者躺在地上，

另外的人往肚子上放上三块石板，每

块大约20斤。表演者鼓起气承受住这

三块石板。这时一个大汉抡起大锤砸

在石板上，石板碎了，那人的肚面完

好无损。这人的气功真的这般了的吗？

老师揭示原理。气功有没有呢？是有

的，但没像表演者那么神奇。这个表

演者其他人也能充当。试想，如果肚

子上不放石板，大锤砸在肚子上，再

好的气功也会受伤，甚至被砸死。如

果放一块石板呢？大锤砸上去，石板

就承受了大部分重力了，肚子承受的

力就少了。肚子不会受伤。放的石板

越多（可承受的范围内）石板承受的力越

多，肚子承受的力就越小。只承受了砸

的力和石板的压力，没直接承受大锤集

中砸的力，接触面很少，压强越大，越

易受伤。这是物理学原理的表演。同学

们听了老师的讲解，又长了智慧了，对

学习科学知识又增添了兴趣了。又例：

平时看见电影里和现实中的直升飞机，

也感到神奇。一般飞机是需要跑道的，

可是直升飞机却垂直起降，那背上的风

转子是怎么回事呢？老师告诉同学们那

是你们玩的一个竹蜻蜓的原理。仔细研

究竹蜻蜓的原理就知道了。于是在老师

的指导下，同学们每人都自制了一个竹

蜻蜓，用手一搓竹蜻蜓柄，竹蜻蜓就飞

上天空去了。同学们十分的自豪。自豪

的是他们又增添了科学见识，而且能亲

自进行简易的科学实验。对学习科学知

识更有兴趣了。

总之，激发小学生的科学兴趣，方

法是多样的，应不断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新课程标准解读分析》

黑龙江科技出版社（2003）。

谈小学生科学学习兴趣的激发
阴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寄宿制小学校 汪小英

三年级作为小学习作教学的起始阶段，承载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引导孩子们表述语言、书面表达、完善习作，做

到清楚、完整、条理不是一日之功。更何况在这基础之上还

需要观察外界变化、洞察人物内心想法、加入适当想象，所

以一篇好的习作就显得弥足珍贵！

太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教师 张晋

暑假，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动物园玩。

进入动物园大门，到处人山人海，他们有的边走边谈笑风生，

有的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或等待或休息，还有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

小朋友们跑来跑去，可真热闹呀！

再往里走一段路，就看到了两栖馆、火烈鸟馆、熊猫馆、长颈

鹿狗熊馆、猴山……每种馆里的动物都特别有趣。两栖馆里有来

自各个国家种类不同的两栖动物，火烈鸟馆的火烈鸟特别漂亮，

像火一般通红的身体好像在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但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却是猴山。

我们一直往里走，远远看见一座座小山头，走进细细的一看，

原来是猴山。我走到猴山的跟前，看见大大小小的猴子们有的追

逐打闹，有的驻足观看，有的抓耳挠腮。这时，我拿出准备好的胡

萝卜迫不及待地伸向猴子。这时有众多的猴子看见了，都连忙跑

来抢着吃胡萝卜。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机

灵调皮的小猴子从众多猴子的腿下窜了出来，抢到了胡萝卜条，

其它的大猴子们都很羡慕这只顽皮的小猴子，于是它们就追着这

只小猴子，它们好像在说：“快把胡萝卜条给我一份，哪怕一点点

也好。”小猴子看见有“敌人”来掠夺食物，嗖一下就把胡萝卜条全

塞进嘴巴里，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小猴子的这一系列操作把围观

的人们都逗笑了。

时间过的飞快，到了下午该回家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恋

恋不舍的离开了动物园。 （指导教师：张晋）

那次玩的真高兴
太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三年一班 闫李灏渊

太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三年一班 梁如玉

那次玩的真高兴

那次玩的真高兴
太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三年一班 王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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