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调查报告 双
减背景下教学设计(实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
大家可以喜欢。

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调查报告篇一

1、走进作品，合作探讨《雷雨》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

2、了解戏剧的基础理论，学习欣赏戏剧的方法。

3、培养学生对戏剧的审美情趣，增强生命意识，提高语文素
质。

合作探讨《雷雨》的戏剧冲突，分析人物形象。

改变语文教学的传统习惯仅仅用阶级关系看待人物的观念，
学习用人文的观点，多角度理解作品，从文本本身出发进行
阅读，用自己的心感受，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朗读法、合作探究法。

1课时

一、导课：

大家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一期节目是：曹禺名剧
的误解、曲解与理解。主讲人是辽宁师大文学院王卫平教授。
那一期节目给与我一名语文老师太多的思考。和一切经典作
品一样，《雷雨》拥有许多的导演、演员、读者、观众、批



评家，人们喜爱《雷雨》，但又误解曲解着《雷雨》。今天
让我们用生命视觉来理解《雷雨》。

我们的学习任务是：合作探讨《雷雨》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形
象。

二、提问：那么什么叫戏剧冲突？

戏剧冲突，指剧本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人
物内心的各种动机之间的抵触、磨擦和撞击。人物与人物的
冲突是构成戏剧冲突最基本的内容。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人
物内心的冲突都是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展开。
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在本质上是性格冲突，是各种不同性
格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遭遇由于相互的差距而产
生的抵触、摩擦和撞击。

三、合作探讨《雷雨》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

1、我们研究探讨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戏剧冲突。

咱们分组探讨。每个人研究你感兴趣的一道题（注意在课文
中寻找依据）。

（1）探讨：周朴园没有认出鲁侍萍，周朴园对埋藏在记忆中
三十年前的侍萍的感情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抛弃侍萍？他深
情的怀念侍萍，他爱着侍萍。他的心目中侍萍是一个很美好
的人，他的爱是一种很原始、很单纯的、不理智的爱。这种
爱超越了地位身份。他抛弃侍萍正是由于这份原始的美好的
爱情与他所生活的环境是对抗的，他的性格是妥协。所以三
十年前周朴园与侍萍的冲突在于爱情与环境的冲突。

（2）探讨：周朴园认出鲁侍萍之后，他对鲁侍萍的情感是什
么？为什么他不想提旧事？他深爱着记忆中的侍萍，但饱经
沧桑的鲁侍萍出现在现实中，他所处的环境不能够再提旧事，



不提爱情。他变得很冷静，很理智。所以他不想提旧事。他
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这依旧是爱情与环境的冲突。

（3）探讨：鲁侍萍为什么向周朴园说出真相？鲁侍萍对周朴
园的情感是什么？

鲁侍萍经历了三十年的人生沧桑，但她依旧爱着周朴园，她
不由自主的非理智的说出了真相。我总是觉得这份美好的爱
情也是她坚韧地活着的理由。但是这份爱情却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她的内心还有对周朴园的恨。

我们来看看曹禺是怎么谈《雷雨》。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
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
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
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
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
《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
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
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
可以用四凤与周萍的遭遇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自
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
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
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
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
管辖。这主宰，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而我始终
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
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字宙这
一方面的憧憬。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么样
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
命运，而时常不能够自己主宰。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



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或者环境的捉弄。

2、开头的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自然环境：郁热。暗示着人
物的心理、个性、生命状态等。播放大屏幕。北京大学钱理
群教授这样说：文章多次出现蝉鸣，蛙噪，雷响，无不在渲
染郁热的苦夏氛围，同时暗示着一种情绪，心理、性格以致
生命的存在方式。在《雷雨》中，几乎每一个人都陷入一种
情感的郁热中——欲望与追求中。但所有人物所有的情热
（欲望与追求）都被人的残酷命运压抑着。

3、下面让我们激情表演朗读一下文章的两个片断：

（1）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她叫侍萍。

（2）你来干什么——天哪，我觉得我像在做梦。

4、屏幕显示：曹禺自讲述写作《雷雨》的过程：我觉得这是
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
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
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我才明白我正沉浮在无比惨痛
的人海中，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细地望穿这些叫做人的东
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么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从人性的角度看，人性是复杂丰富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艺
术作品要写得美，就要明确地把人的多样变化写出来。同一
个人，有时是恶棍，在时是天使，有时聪明，有时是愚蠢。

分组讨论：

（1）周朴园是怎么一个人呢？不幸者

（2）鲁侍萍是怎么样一个人？不幸者

5、学生讨论：你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了什么感情？



《雷雨.序》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
我诚意地祈望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睛不俯视这群
地上的人们。

屏幕：尹红（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曹禺研究专家）
这样说：《雷雨》中充满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无可
柰何的悲哀，同时又充满了一种对热情与激情的憧憬。当我
阅读《雷雨》的时候，往往被互相对抗互相搏斗的力量所打
动，一种是人的热情与追求，一种是人与命运不可放弃的对
抗。生命的热情之力与命运的冷酷之网就构成了曹禺悲剧的
核心，沉重浑厚但又光彩照人。可惜的是，曹禺戏剧的生命
质感在那个阶级斗争的社会语境中慢慢被淹没、被扭曲了，
他在《雷雨.序》中的回答是真实的:“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
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我要匡正什么、
讽刺什么、攻击什么。然而在起初，逗起兴趣的只是一两段
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写作《雷雨》
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后来当曹禺在朦胧地追认自己的
《雷雨》的主题是表现封建专制大家庭的罪恶的时候，他就
开始自觉用社会的共同视觉来代替自己的生命视觉，逐渐他
的剧作开始与当时的多数作家的创作趋同了，以致于他后来
的作品都没有达到《雷雨》。曹禺晚年也叹息：明白了，你
却也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

四、小结：《雷雨》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命，触动了我们最
敏感的感情。让我们每个人用一名话总结自己的感受。我的
感受是：爱情是一朵美丽的脆弱的花，青春是一个美丽的伤
感的记忆。

五、自己欣作业赏阅读四幕剧，写一篇评论文章，分析能够
让你感撼的一个人物。只要你立足作品本身，用自己的头脑
思考，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你的观点会更趋于正确。



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调查报告篇二

随着“双减”政策的逐步实施，教育领域也被深刻影响和改
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如何应对“双减”背景下
的教育变革？个人认为，要在不断学习、积极探索中，把握
好变革中带来的机遇，推动学生与教师的共同发展。

二段：教育实践经验分享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在教学中也不断尝试着创新，探
索如何“双减”下更好地开展教育工作。比如，在教学过程
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多样化、趣味化
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我还经常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学习，并采用互评互学的方式，促使学生在
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三段：教育目标的更新与调整

在“双减”背景下，教育目标也需要更新和调整。传统的教
育思路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绩效的衡量，而现在的教育需要更
多地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和价值发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学
生的诉求和需求，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差异，让每个学生
成为真正有思考力、创造力和自主能力的人才。

四段：教育理念的更新与调整

“双减”背景下，教育理念也在逐步更新和调整。以前的教
育主张让学生全方位地掌握各个科目，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培
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我们需要从传统的“面面俱
到”走向“花园式”的教育模式，把学生的兴趣和需求作为
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学生的生命体验和人格塑造。

五段：教育者的自我发展



最后，要想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教育者也需要加强自我发
展，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和教育素养。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能力和创新意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双减”的教育变革，为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总之，“双减”背景下的教育变革，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
机遇。我们要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不断探索和创新，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我们的力量。

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调查报告篇三

1、培养学生对进行曲的兴趣，通过欣赏中外乐曲热爱和理解
多元文化。

2、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愉悦地接受音乐审美教育。

3、通过课件的展示获得积极、愉悦的情感体验，为学生终身
学习和享受音乐奠定基础。

（1）通过欣赏中外进行曲，在现有认知结构基础上了解进行
曲在节拍、速度、情绪、节奏、结构上的特点。

（2）在欣赏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去听辨、分析，体验音乐片断，
通过体验与感受，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提高音乐鉴赏、分析
能力。

（3）在教学中，激发学生不断通过对音乐材料的呈示产生愉
悦的审美，获得积极、愉悦的情感体验。积极主动参与音乐
音乐实践，体会音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

1、在现有认知结构基础上了解进行曲在节拍、速度、情绪、
节奏、结构上的特点。



2、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比较羞涩、敏感，教师要在课堂中创
造表演氛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表现音乐。

一、导入：

师：接下来请同学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哪段曲子让我们感觉
到踏步整齐一些呢？

生：第一首

师：同学们说的很好，第一首是进行曲，它具有步伐节奏特
点，有着行进的感觉，步伐节奏特点是进行曲最基本的特点。
那什么是步伐特点呢？步伐节奏通常指二拍子（放幻灯片讲
解2拍子与3拍的强弱特点，通过律动对比2拍子与3拍子的不
同）

（放音乐）随音乐律动体验2拍子，和3拍的区别，老师带领
下进行

二、新课教学，拓展深入

1、《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讲析

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丰富多彩的进行曲，分析一下进行曲
还具备那些的特征，首先我们来欣赏一首由郑律成先生创作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他是中国国籍的朝鲜作曲家，
他创作过很多作品。

（播放视频）板书设计：演奏乐器、几拍子、速度、情绪、
步伐力度、场合

学生：铜管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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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激越昂扬铿锵有力阅兵仪式

2、《婚礼进行曲》讲析

学生：婚礼进行曲

师：这首乐曲是用管风琴来演奏的，管风琴历史悠久，发源
于4世纪，13世纪在欧洲盛行，多在教堂使用。（展示图片）

这首乐曲是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这首乐曲选自
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第一场开始时的一段混声合唱，简
单介绍罗恩格林剧情接下来我们在欣赏一下混声合唱版的
《婚礼进行曲》。（律动身体，用拍手和跺脚的方式感受音
乐）

生：回答

板书设计：管风琴2/4稍快中板、欢乐幸福、步伐欢快、婚礼
仪式

3、《葬礼进行曲》讲析

板书设计：钢琴

4/4慢速、悲哀、悲伤，哀婉抒情

步伐沉重、葬礼仪式

生：回答

师：简单介绍肖邦，爱国主义者，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这首乐曲伟大的1837年，肖邦和他心爱的姑娘玛丽亚·沃
德津斯基的恋爱终结了，这使肖邦很痛苦。也就是这一年，
他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疾病的征兆。想起自己流亡在异国他乡，



而祖国还在帝俄统治之下，他感到愤懑，这样，疾病更加重
了。肖邦认为再也见不到亲人和祖国，于是，他写下了一首
《葬礼进行曲》。这首《葬礼进行曲》是降b小调，4/4拍，
慢板，用复三部曲式写成。乐曲没有前奏。开始，是描写送
葬的行列，肃穆而缓慢地行进，远处不时传来低沉的丧钟声。
主音“6”为其基础音，加上大量附点音符为其特色）教师简
单讲解该部分。

师：三首乐曲听过之后请同学们说一下，三首曲子的共同点？
（教师引导）

生：都是偶数拍子，具有步伐节奏。

师：都是进行曲，为什么情绪不同呢？

生：伴奏乐器，速度，旋律等音乐要素的不同，所以音乐表
现情绪也不同。（教师引导）

师：欣赏了这么多进行曲，下面就请同学们想一想还有那些
场合会用到进行曲，请根据下面的音乐片段来判断一下（播
放音乐片段）

学生：回答

三、结束本课

最后在老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中结束本
节课（同学们随音乐主题拍手律动）。

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调查报告篇四

当前，“双减背景下的教育”已成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思
考的焦点。本文作者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外相关
资料和自身思考，总结了一些在双减背景下的教育心得体会。



第二段：正确处理双减政策与教育的关系

在双减政策的大环境下，如何正确处理双减政策与教育的关
系？作者认为，教育应履行好其本职，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和学科能力为导向，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思考如何进一
步增强学校办学质量。此外，顺应时代发展，引入新教育理
念和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符合个性需求的教育
体验。

第三段：关注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

在教育实践中，学习成绩的优劣常常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
要标准。但是，只关注学生的成绩，容易忽略他们的其他方
面，如品德、健康、兴趣等。因此，需要重视基础教育的全
面性，建立符合学生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规律的素质教育体
系。

第四段：加强家学合作，推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不是孤立的，家校合作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家长要积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为孩
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学校也要营造和谐的
师生关系，让教师和学生在融洽的氛围中共同探索教育的真
谛。家校合作的力量，必将推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五段：结语

总之，双减背景下的教育，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思考。
教育是一个系统性格的工作，需要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协作，
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支持。我们相信，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
将会迎来教育事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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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减负”和“减压”政策的不断推进，地
方教育部门也纷纷响应，进一步开展“双减”工作。这使得
教育环境逐渐变得舒适，学生和教师的压力也得到一定缓解。
但同时，双减也给教育教学带来了一定挑战，教育者需要根
据时代的需求，把握这一新的教育背景下的教育任务，探索
新思路和新方法，做好教育改革与创新工作。

第二段：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对于学生而言，“双减”政策的落实，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增强个人素质，特别是培养自主学
习的能力。而对于教师而言，平衡教育“轻重缓急”，保证
能力的充分发挥是当务之急。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认
识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作用、创新教育模
式、培养杰出人才是应该向着的目标和方向。

第三段：个人的教育方法和技巧

在这一新背景下，教育者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整
合各有所长的教育资源，为学生们提供更为高效、科学、人
性化的教育体系。因此，我尝试运用多种教育工具，如信息
技术、游戏化教育、探究式教育等，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增
强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不断地探索、
创新和反思，我有信心将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第四段：双减背景下的教育任务

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双减背景下，如何完成教
育功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和教育者之间需要加强
合作，秉持科学教育观念，推进教育创新、教学内容和教育
方法改革，让学生在实践中领会学科知识，提高其社会参与
和发展的能力。这样不仅有益于学生个人成长，也有利于提



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第五段：总结

在双减背景下，教育工作者需要做好教育创新和探索，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通过优化教育环境、倡导科学教育理念，提
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和社会参与
能力。此外，教育的成功需要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国家、社
区和家长应该共同举办力量，让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未
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