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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感恩时，我们不仅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还可以
传递正能量给身边的人。写感恩的总结时，我们可以用朴实
而真挚的语言，表达对他人的感激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小
编带大家回顾了一些感恩节的经典场景，让我们怀念和感恩
美好时光。

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论文篇一

通过新课标培训，我了解到新课标更注重强调核心素养的整
体性、一致性和阶段性。其中，小学阶段更侧重对经验的感
悟，初中阶段则更侧重对概念的理解。把小学和初中一盘棋
考虑，不割裂小学和初中的教学，是这次新课标修订的一大
特色。2022新课标，更注重培养学生获得适应未来生活和进
步发展所必须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
活动经验；使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
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在探索真实情境所蕴含的关系中，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运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面对新课程改革的挑战，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多动脑筋，
多想办法，密切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使学生从生活经验
和客观事实出发，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做数学、理解数
学和发展数学，让学生享受“快乐数学”。教学时既要加强
学生的基础性学习，又要提高学生的发展性学习和创造性学
习，从而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论文篇二

新课程的变化更加适应各学段学生的现有水平，同时为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奠定基础，教师应认真研读，学习新课标的



变化，为自身专业铺路，只有教师自己明确了目标，才能更
好的实现教与学统一。从《新课标内容结构化分析》可以看
出来，对教师要求会更高，教学内容的整合，单元整体教学
要求教师必须认真把握教材内容意图，有整体观念，对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有了明确要求，知识内容的核心概念，单元
与单元的联系与区别等为教师的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

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论文篇三

小学习作教学更应始终把“我要写”“乐于写”作为第一位
的任务，必须着力培养学生“我要写”“乐于写”的书面表
达习惯，使学生达到“需之切”“乐其业”的境界。

了解学生，知道他们有哪些生活经历体验，引导他们写出来。
作文的实质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写作过程就是利用
内部语言思维、表达的过程。先说后写是开始学习写作的好
方法，这是学习使用内部语言构思写作的过程。就是到了高
年级也应该有适量的先说后写。

一条是生活习作，从写“放胆文”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所
见、所说、所听、所想，养成经常写的习惯。另一条是系统
习作训练，从三年级开始，也从写放胆文开始，逐步学习一
些写作方法和技巧，逐步学会观察、学会习作，把自己的习
作写得好一些，更好一些。通过这两条线的训练，养成“有
内容”“会写作”的习惯。

读写结合”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在大量
阅读中学习写作。

大量阅读既可以培养和提高阅读能力，也能潜移默化地培养
和提高写作能能力，更能塑造人格。

《课标》中指出：第二学段的要求是运用“愿意将自己的习
作读给人听，与他人分享习作的快乐。”第三学段是“改自



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第四学段的要求
是“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
沟通见解。”展示交流既可以促进学生“乐于写”，又可以
评价出真实的写作能力。至于写一篇作文式的考试最好在高
年级进行，而且要与平时作文结合起来全面评价。一篇作文
定输赢的做法不利于小学生的发展。习作就是习作，是自己
练习写作。决不能拿“作文选”作为衡量学生习作水平的标
准。要承认差异，不搞一刀切。多做纵向比较，只要学生努
力了，进步了，写出来的作文说清楚了自己的意思，就应该
是他自己的好作文。做横向比较时要引导学生欣赏同伴的习
作，学习同伴的习作，承认自己的差距，树立信心提高自己。

《课标》关于写作的总目标是：“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
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
式写作。”“各个年段相互联系，螺旋上升，最终全面达成
总目标。”从各阶段目标上看，写作教学应遵循循序渐进原
则。“学生生理、心理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
不同内容的教学也有各自的规律，应该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
特点和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在具体的
教学过程中不要超越阶段性特征，要从情感出发，以兴趣为
先导，以生活为源泉，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另外，三维目标互相渗透，融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写作教
学自身也具有的整体性，不要把写作教学分的支离破碎，那
样会“按下葫芦起来瓢”——顾此失彼，要以激趣——积
累——思考——表达——交流为主线促进写作水平整体提高。
再其次，写作能力与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
力、综合实践能力等一起构能了语文能力，同为语文素养，
所以要整体考虑他们之间联系，以大语文观进行写作教学，
整体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论文篇四

4月26日下午，固安县第四中学全体数学教师齐聚一堂，开展
新课标学习研讨活动。会议全程老师们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管



理要求，隔排坐戴口罩，认真聆听，专注记录。

王老师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授课，一是义教数学新课标解读
与理

解，二是新课标下的优化作业与设计。王老师从新课程标准
的性质理念解读、目标内容解读、质量实施解读三个方面解
读新课标。其中王老师讲到核心素养与四基四能时，我很受
感触。四基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
经验。四能包括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基
四能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载体，核心素养对四基四能
教学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要求指定指向核心素养的教
学目标。

第二部分王老师从优化设计数学作业的角度讲授，王老师说
作业的设计要源于生活，展现作业的趣味性；作业的设计要
百家争鸣，倡导作业的多样性；作业的设计要思维提升，体
现作业的开放性；作业的设计要加强实践，体现作业的应用
性；作业的布置要崇尚自主，凸显作业的多层性。面对痛苦
的学生，疲惫的老师的数学作业现状，我们也应该审视自己，
优化自己的作业设计，可以学习王老师讲的新颖型作业、想
象型作业、实验型作业等，解放学生每天费时间费精力刷题
的窘境，激发学生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王老师的内容很多，讲的很精彩，需要我慢慢吸收理解的还
有很多，在数学学习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我们一直在路
上。

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论文篇五

本人认真聆听了xx教授对《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xx年
版)》的详细解读，有很多收获，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一些内
容。



我知道了小学阶段核心素养由原来的10个：数感、符号意识、
运算能力、几何直观、空间观念、推理意识、数据意识、模
型意识、应用意识、创新意识，增加为11，增加的一个为：
量感。何为量感呢?量感主要是指对事物的可测量属性及大小
关系的直观感知。知道度量的意义，能够理解统一度量单位
的必要性;会针对真实情境选择合适的度量单位进行度量等。
建立量感有助于养成用定量的方法认识和解决问题，是形成
抽象能力和应用意识的经验基础。

我了解了总目标是“三会”：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
学生逐步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
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同时，为了体现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的整体性和发展性，根据学生数学学习的
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将九年的学习时间由原来划分为三个
学段变为划分为四个学段。涉及到我们小学阶段的就是，原
来一至三年级是第一学段，四至六年级是第二学段，而现在
是每两个年级为一个学段，小学阶段分为三个学段了。小学
的6年划分得更详细了。

我明白了课程内容组织得安排上也有很大变化。20xx年得课标
是以学段为主题，每学段里面细分为四大领域，而20xx年的
新课标是以四大领域为主题，在每个领域里面再细分学段，
更重视了知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xx教授的解读非常细致，而且深入浅出。因为信息量很大，
在听了xx教授解读的基础上，后期我还要不断学习，仔细研
读，用新课标的里面的新标准，新内容，新理念，新方法来
指导自己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