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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在市实验小学排练厅内，多媒体仪器中播放的乐曲时而轻柔
婉转，时而动感十足。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伴着音乐或舒缓晃动，或激
情摇摆，他们全凭自己感悟尽情挥洒。我国著名舞蹈家、舞蹈教育专家、北
京舞蹈学院前院长吕艺生与助手屈红梅专程到孩子中间，就将舞蹈教育引
进课堂等问题，与广大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 崔晓彧 文/图

舞蹈进课堂 助孩子快乐成长
舞蹈教育专家吕艺生来洛与广大师生交流舞蹈教育普及问题

2013年是河南省实验区中招
历史开卷考试的第9年，经过几年
的探索，具有河南特色的命题模式
已基本形成。

从题型来看：选择题占20个小
题，分值为20分；21题到25题为材
料题，分值为30分。

从试题内容来看：主要考查学
生对教材主干知识的把握，依据“课
程标准”和“说明检测”，妥善处理不
同教材版本之间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稳”中有“变”。
提到开卷考试，很多学生以为

考试时翻翻书抄一抄就完事了。
进入初三后，通过几次月考，一些
学生才“如梦方醒”——原来开卷
试题考的是对知识的理解和整体把
握情况，并不是抄抄就能得分的。

不过，现在醒悟还不晚，只要方
法得当，肯定能赶得上。针对今后
的历史学习，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供
大家参考：

一、紧紧抓住课堂，领悟每
一节课的精髓

历史课的成绩主要出在课堂
上，学生要专注，跟着老师的思路去
思考、去领悟每一节课的精髓。有
些学生把提升成绩的希望寄托在辅
导班，对于历史课来讲，这完全没有
必要，抓住课堂时间认真学习就足
够了。

二、认真阅读教材，把握每
一节课的内涵

中考历史“题在书外”，但“理在
书中”。学习历史并不需要刻意去
背知识点，新课标要求初三学生不仅
要了解历史事件，还要学会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通读课
文，整体感知和全面理解历史的发
展。力争做到，初读发现问题、再读
思考问题、三读后自己应该学着解
决问题。

三、理解章节标题，尝试构
建知识框架

翻阅中考历史试题你会发现，
很多试题考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知识
点，而是很多知识点的综合，这就需
要学生对历史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
握。日常学习中，我们可以对照教
材的目录，去思考不同知识点之间

的联系、历史发展的线索，构建
属于自己的知识框架。有了一

个框架后，所学的知识就会“对号入
座”，零碎的知识点在你的脑海里就
结成了一个整体，不容易忘记。

四、把开卷当成闭卷，锻炼
自己应试能力

很多学生会带一大摞书进考
场，能翻的过来吗？考试开始后，从
第一题开始翻书，选择题刚做完，时
间就快没有了，成绩可想而知。中
考试题的每一道题都涉及多个知识
点，如果逐个翻阅资料，肯定来不
及。实际上，除中考前的几次大考
外，平时都应该用闭卷的方式来练
习，这样既能督促自己记住知识点，
又能通过考试对自己的记忆和理解
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如此长期坚
持，中考时就能做到游刃有余。

五、找准切入点，就能轻松
解决疑难问题

每一道题都有切入点，找准了
切入的钥匙，问题就能够迎刃而
解。基于初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有
些中考题看似考能力，实际上考的
是基本的知识点。冗长的材料令同
学们很头疼，但实际上，一段话中最
重要的也就几个关键词。时间、年
代、区域、国别、性质等关键的词汇
都把方向指向了正确的答案。只要
你认真看题，找准切入点，材料没理
解也能找到正确答案。

六、善于总结回顾，细心助
你笑到最后

初三有很多考试，每次考完之
后，很多学生仅仅盯着分数。实际
上，考完之后的总结最重要。细心
的同学在拿到老师批阅的试卷之
后，往往会关注两类问题，一类是自
己做错的，另一类是自己“蒙”对
的。而这两类题正是你的知识盲
区，需要认真“补缺”。

每年在中考之前，河南省教研
室都要发放一本《说明与检测》，这
是我们备考的法宝。有了平时的积
累，我们再把《说明与检测》与教材
进行对照，逐一夯实基础知识，在中
考时我们一定能笑到最后。

洛阳师院附中 党瑞超

吃透教材 学会构建知识框架

初三历史

这样的课程尽管优势显著，不少人
心中仍存在一些质疑。孩子是开心了，
可光这么“瞎玩儿”也不是事儿啊！

这样的方式真的只是让孩子“瞎玩
儿”吗？市实验小学校长潘文武不这样
认为，他说，该校不少老师曾到外地观
摩交流，在上海、北京等地，舞蹈教育
已经较大程度地融入学校的日常教
学。老师们普遍反映，这种方式能把
孩子们的感官能动性最大程度地调动
起来，将对其学习及各方面素质的提升
起到积极作用。

而学生家长张华云看到自己孩子的
现场表现后，由衷地说，这堂舞蹈课给孩
子带来的快乐，她感同身受，对这种利于
孩子身心健康的教育方式表示赞同。

听到家长的想法，吕艺生感触颇
多。他说，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应该
普及舞蹈教育。在西方国家，舞蹈教育
也是一种文化教育。舞蹈是中小学生的

必修课，上舞蹈课更多是为了提高自身
的修养。目前，我国的舞蹈教育基本上
属于早期专业型教育。家长对孩子倾注
很大的心血搞专业训练，这样做的目的
大多是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舞蹈家。
这种方式无异于一种纯粹的职业型教
育，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广大师生和家长应该认识到，在中
小学开设舞蹈课程，对学生左右脑的同
步开发非常有益。目前，在北京，进入中
小学课堂的舞蹈课是一周一节，每学期
约有18次课。吕艺生说，他们也在积极
赴各地进行调研，希望这种教学方式得
到更好的推广。

老师不作知识性的交代，没规定条
条框框，学生只需听着音乐，自由发挥，
随“感觉”舞动。您见过这样的课堂吗？
6日11时许，市实验小学四年级的30多
名学生有幸“尝了鲜”。

在这堂体验课上，屈红梅当起“引导
者”的角色。“好的，孩子们，春天里，微风
拂柳；暴风中，柳条狂舞；丝丝细雨打在
柳枝上……”她一边选择乐曲，一边设定
各种情景。没等话音落地，演绎“柳条”
的孩子们就做出了各种动作。即便是表
现同一种情景，有的“柳条”姿势优美，有
的“柳条”略显病态，动作很丰富。

吕艺生说，这堂课不再以老师教、学
生学为重点，而重在教师的设计引导、激
发创新上。比如说，可以让学生适当掌
握一些基础的舞蹈动作，然后把他们分
成若干组，自由表演。如此一来，学生在
课堂上不仅舞动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
们所展示的“舞蹈作品”完完全全是自己

的“原创”。
其实，早在2006年，吕艺生就与相

关院校的几十位教师一起，在北大附小、
八一中学、景山学校等学校进行实验。
几年来，他们一直以全新的教育理念和
教学方法探索新型课程。

去年年底，北京素质教育舞蹈课现
场会传出消息，北京市已经将舞蹈教育
引进了中小学课堂。

市实验小学音乐老师朱军霞说，这
样的教学方式的确有着明显的优势。平
常的教学活动显示，对小学中低年级的
孩子来说，体验和参与是很重要的。在
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孩子们尽情地释放
自己，这是千金难买的。

那么，真正的“体验者”觉得怎么
样？10岁左右的关晶晶、张思妍和同学
们争着表演，就连平常不太喜欢舞蹈的
男孩王梓也是“全身总动员”，跳得满头
大汗。孩子们说：“太过瘾了！”

舞蹈进课堂 孩子随便跳

推广舞蹈教育 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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