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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课题设计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新一轮课程改革绝不仅仅是换一套教科书，而是教育观念的更新。

课改的实质是课堂的改革。作文教学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在改革之列。在实际的作文教学中，学生们面临选材难和用材难的问

题。新课标指出，语文既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

分。我们的家乡黔东南是苗族侗族的聚居地，民族风情浓郁。我们可

以借助语文课堂这个平台，将黔东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引进课堂教学，

努力构建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基于以上两点，

我们选择“把黔东南民风民俗引进小学作文教学的实践与研究”这一

课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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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课题研究以“一切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高尚情操”为宗旨。有目的、讲方法、有步骤、

按规定地进行。这次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于： 

（1）提高学生的习作兴趣。 

（2）培养学生积累素材的良好习惯。 

（3）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表达方法。 

（4）传承民族文化。 

（5）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语文素养，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6）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1）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和实

践性很强，应注重通过语文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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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

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求，并能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更新、发展。 

（3）课程目标。 

课程总目标要求小学生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方式写作。课程阶段目标要求：第

一，1～2 年级的学生对写话感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

物，写出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感受。第二，3～4 年级的学生留心

观察周围事物，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能不拘形式地写

下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

受感动的内容。第三，5～6 年级的学生，懂得习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

与人交流。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

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材料。 

另外，语文新课标在教材实施上也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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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

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教材要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排基本课程内容的基础上，

给地方、学校和老师留出开发、选择的空间，也为学生留出选择和拓

展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3）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课程资源。要有强

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 

（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应转变观念，更新

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

开发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 

（5）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 

（1）指导小学生掌握收集、整理有关黔东南民风民俗的资料的方法。 

（2）指导小学生掌握运用收集整理好的有关黔东南民风民俗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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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习作训练的方法。 

（3））师生一起成为黔东南民风民俗的传承人。 

五、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让小学生明白什么是民风民俗，黔东南的民风民俗包括哪些

方面的内容。 

（2）指导小学生掌握收集黔东南民风民俗素材的方法。 

（3）探讨把黔东南民风民俗素材运用到小学作文教学中的方法。 

（4）指导小学生掌握叙述和描写两大表达技巧。 

六、课题研究的方法 

1. 调查法 

使用问卷调查法有利于我们摸清学生对民风民俗掌握的基本情况。 

2. 观察法 

在这次研究活动中，老师们从多方面入手，全面调动学生的视觉、

听觉、嗅觉，把学生引进社会，引进生活，引导学生随时捕捉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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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及时写下内心的感受，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倾吐欲望。让学生在

玩一玩、看一看、走一走中完成习作练习。 

3. 积累法 

我们将通过收集图片、做人物采访记录、写日记、课后小练笔等

形式积累民风民俗素材，为学生的习作训练做好准备。 

4. 实践法 

我们在 2～6 年级中选择了 10 个班级，从低、中、高年级的 80 次

口语交际与习作中选择了 10 次习作训练进行练写。同时，结合语文课

程目标要求，充分利用语文综合性实践课、口语交际课、社团活动课

等机会，指导学生亲身体验民风民俗的具体操作过程。       

七、课题研究的措施 

（1）设计课题研究活动方案。 

（2）制定学生调查问卷。 

（3）开展课题研究授课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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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集授课导学案。 

（5）制定观课议课讨论表。 

（6）安排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进行学习。 

（7）集体制定作文实践课预习导学案。 

（8）做好实践课授课实录工作。 

八、课题研究的步骤和计划 

课题研究准备阶段：2014 年 9 月—2015 年 5 月。 

搜集黔东南饮食、服饰、民居、生产工具等方面的图片资料以及

其特点功用等方面的说明材料；搜集黔东南语言、文字、艺术、民俗

节日等方面的资料（图片和相关视频）。 

课题研究实施阶段：2015 年 5 月—2016 年 8 月。 

（1）（1～2 年级）讲民间故事。 

（2）（1～2 年级）学唱民族童谣。 

（3）（1～2 年级）根据课文内容的延伸，做好口语交际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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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年级）看图（物）说（写）话。 

（5）（3～4 年级）看物写想象或联想作文。 

（6）（5～6 年级）看视频，做好节日场面描写，掌握记叙文常用的

叙述和描写的方法。 

（7）（5～6 年级）就课内外发生的事进行日记写作。 

（8）（2～6 年级）在活动中快乐作文。 

（9）（3～6 年级）在语文综合性实践中写好记事记叙文和写人记叙

文。让学生自由取舍，引导学生明白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作文材料。 

（10）（5～6 年级）利用黔东南民风民俗的图片和实物，对小学生

进行作文三段式写法训练。 

课题研究总结阶段：2016 年 8 月—2016 年 10 月。 

课题研究过程汇总；编辑与小学生作文材料相关的黔东南民风民

俗的图片册子；编撰师生作品集，将研究人员授课录像制成光盘；将

研究成果形成报告，推广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