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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与创新
明礼修身 育德入心
□芜湖市镜湖小学  杨  骏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教育的实质是一种提高修养、健全人格的教育，是教人如何尊重人、关爱人，如何
与他人相处，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客观的前瞻性。
一、德育教育  礼仪先行
礼仪教育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当代小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他们往往个性、能力很强，但却在尊敬长辈以及严以律己、宽
以待人等许多方面有所缺失。学生的第一需求是学会交往，其次才是学会学习、发展个性。因此加强学生礼仪教育对学
生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礼仪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价值观转型期，一些传统的文明礼仪道德正受到形形色色“新思
潮”的挑战，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稳步推进，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需要人们更关注礼仪。让学生
从小开始学习文明礼仪规范，是适应社会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礼仪课程  分段识标
校园礼仪：了解、掌握并使用校园礼仪，同学之间能够以礼相待、团结协作，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形成良好的校风校
貌。
家庭礼仪：了解、掌握并使用家庭礼仪，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
社会礼仪：了解、掌握并使用社会礼仪，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处处受到欢迎，得到尊重，使他们的社会生活
充满快乐，培养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社会礼仪可包含一般礼仪、社交礼仪、公务礼仪、文书礼仪和习俗礼仪等内容。
三、礼仪教育   践行生活
突出课程：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可利用班队会课、晨会、国旗下讲话、经典诵读等有计划的实施，将立
德、立志、修身、养性等民族文化精髓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以课本剧、情景剧、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
引导学生学习礼仪知识。
优化管理：学校通过“一日常规检查评比”将礼仪要求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管理之中，浓缩到“纪律、语言、仪表、卫
生、健康、荣誉”；通过“千里眼在行动”寻找身边文明与不文明行为；通过设置“礼仪小天使”“文明监督岗”“最
美学生”，树立身边礼仪的榜样。
实践活动：爱活动、爱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当教师和学生亲密无间地一起开展活动，融入到游戏的情境中，此时的德
育才能真正走入到孩子的心灵，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环境渗透：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魅力，学校努力让每一个角落都会说话。未进校园，远远就能看到教学楼正面墙上“
我用快乐欢迎您”“我用文明欢迎您”“我用歌唱欢迎您”“我用运动欢迎您”四个巨型条幅。进入校园，礼仪知识文
化廊、传统美德文化廊、节日礼仪文化廊、二十四孝长廊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礼仪教育。
四、礼仪评价   雏鹰争章
通过“雏鹰争章”在学生中开展礼仪自主管理活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礼仪教育的评价环节。低年级培养“文明之
星”、中年级培养“礼仪之星”、高年级培养“道德之星”，设置了“军衔”递增制升级考评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内在
文明素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将礼仪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切入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努力让礼仪走进学生的心
里，有效地提高了德育的实效性，促进了学生良好礼仪习惯和品德的养成。

教育感怀
努力前行 感谢有你
□灵璧县灵西中心校  刘光英
语文是举头所望寄托乡思的一轮明月，是挥手所撩树荫浓郁的一缕柔波，是能听到花开的静美，是能守望收获的沉稳。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深深地爱着语文。
一、感动，来源于同事
乍出茅庐之时，我也曾眼高于顶，目空一切 ，相处日久，遂感自己的鄙薄。老教师们的专注让我自惭形秽，他们教学严
谨，态度从容，积极钻研教材，努力开导学生，乐于接受的新教法。在不是农忙的时节，他们每天放学后都自发练习“
三字两画（话）”，即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简笔画和普通话，除了普通话稍带有方言土语的味道外，我对我那白
发苍苍的师长们的翩若惊鸿的书法和熟稔的简笔画十分艳羡。
逐渐地，我了解乡亲们对师长们毕恭毕敬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善良，谁家有难，都会伸手援助，农忙季节，甚至放下自
己的农活，也要帮老弱一把。他们博学，春节时，无偿帮乡亲们写春联；红白喜丧，热心写账礼；小儿闹夜，简笔画判
官；邻里纠纷，不厌其烦劝说和解。他们敞亮，对学生性格、习惯了如指掌，遇见哪家家长能畅快沟通，教学能对症下
药，因材施教。对待学生也亲如自家子弟因此学生信服，家长放心。
被我一直瞧不上眼的老是带一年级的吴兰兰老师，在听完她的一节课后，虽然不能说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立刻仰视
她了。还有帮我整理复习资料的赵老师；为了让我上好公开课，傍晚陪我去拜访名师的李老师；还有教我板书，做我演
讲听众的张老师；和我一同家访，并在家长面前“抬举”我的方老师……
二、感动，来源于学生
经济发展了，打工潮开始涌动了。我的学生似乎在一夜间成了留守儿童，他们成了小小的候鸟，放假往南飞，开学飞回
来。
因为跟着父母不停地迁徙，孩子们也见多识广起来。但是，环境的喧嚣，让他们无法沉下心去学习、去思考。加上地域
的流动，导致很多孩子父母婚姻破裂，曾经的“掌中宝”忽然成了爹不管、娘不问的“烫手山芋”了，“留守儿童”变
成了“问题儿童”。
心理沟通成了教学活动中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也成了孩子们的“知心姐姐”。孤独落寞的孩子们向我倾吐他们太多的秘
密。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长期放着的创可贴、板蓝根、泻立停等日常用药。为了让孩子们在学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
暖，我常常组织学生郊游、野炊、生日惊喜、过“六一”等群体活动。
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可孩子们的回馈常常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动不已。他们时常送些家中栽种的时令蔬
菜，家长得知孩子情况很好，在电话里也会感激万分。一届届学生毕业后，甚至已经工作多年，抽出空闲也要来看看老
师，感谢以前在留守日子里得到的关怀。
三、感动，来源于家人
我的父母一直为我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而倍感自豪，农忙时节，他们宁愿自己辛苦也不让我下田干活，总是说：“你改
作业去吧！”“你去出试卷吧！”农闲时分，父母会说：“闺女，画个画看看呗，弹个琴听听呗。”更让我啼笑皆非的
是春节时候，还会给我揽活儿，见本村的亲邻就会说：“你家春联让我家丫头给你写。”也算是变相地促使我专业上
进，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教师。
婚后，我的爱人也是教师，结婚多年我们也算是志同道合，保持在同一频率。我需要制作课件，他忙不迭帮忙查找资
料；一个女生在照毕业照的时候突然昏厥过去，联系不上父母，我把她送进县医院，爱人便陪着我们一下午……
从教二十余年，我由被动选择这个职业到热爱这个岗位，并且努力前行，不断充实自己。源于来自各方的源源感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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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师长，我可爱的学生，我亲爱的家人，一路走来，努力前行，感谢有你！

讲台三味
做好情绪管理
□合肥绿城育华玫瑰园幼儿园  方  婷
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
绪，都会成为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作为幼儿园老师的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和困惑，我会因为这么小的孩子生活上不
能自理而烦躁，也会因为孩子们调皮不听话感到非常生气，会因为他们整天吵吵闹闹不守纪律感到没有耐心。我时常在
想，如果我每天都在抱怨，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必然会影响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不能换一种心态去面对我的工作呢？对此
我总结出了几点。

 一、 发现孩子的闪光点
我带的是大班，我们班有个小胖孩叫阮宝，在家里娇生惯养，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长把他捧在手心里养着，
导致这个孩子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有很大的问题。在学习态度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走神，经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
于他的态度我觉得有种“无药可救”的想法。有一次我上了一堂语言课《胖子和瘦子》，内容是一段绕口令，在最后我
让孩子们集体念绕口令的时候，很多孩子记不住内容，可是我发现阮宝可以从头到尾的念出来，并且还用脚来打节拍，
这个举动让我觉得很搞笑，更让我觉得很惊讶，原来你认为他在走神其实他学习到了重点。我发现到了他身上的闪光
点，之前对他的那种“无可救药”的想法也改变了，我渐渐地喜欢上这个孩子，觉得他很可爱，同时也把对他的这种改
变牵引到其他孩子的身上，渐渐的我发现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着我之前没有发现的闪光点，他们都是一群很棒的孩子。
二、不钻牛角尖
每个老师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安静地听从指挥，并且乖乖地服从安排，孩子们如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状态就会感到非常生
气，有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会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攻击，甚至会做出一些让自己事后后悔的举动。这种情绪不
仅伤害到了孩子，同时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越来越烦感，进而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可
以换位思考，孩子们一日的生活都在幼儿园，以他们现在的年龄对很多事物都会感到非常得好奇，困住他们不如给他们
充分的自由。语言的沟通不仅可以发展孩子们的表达能力，还可以开发他们的智力，老师们可以去倾听他们说话，感受
孩子们纯真的表达，放过对孩子的束缚也放过自己，调整心态，你会觉得这些孩子们其实很可爱，你的工作非常有意
义。
教师要保持平和的心情，必须要有较高的情商。平时，我们要多阅读一些古典哲学类书籍，积淀自己的哲学底蕴。闲时
听听音乐，缓解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疲惫，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高尚的人格。

高效课堂
2017年新课堂走向
□天长市秦栏小学  张义和  刘玉祥
笔者前一些时间有幸参加由中国教师报主办的全国中小学课堂改革风向标年度论坛。通过真实的课堂、前沿专家讲座、
课改叙事、工作坊联播、主题沙龙、主题报告等形式，我遇见了最真实的课改，从中感受到2017年新课堂的走向。
一、合作学习新样态
新时期，合作学习需要思考，到底为什么合作，合作学习的本质是什么，这需要不断纠偏、深化、重构。
我们知道任何学习方式都有利有弊，合作学习也不例外，为此在当今合作学习已经演变成一种时尚，“合作痛”已显现
的大背景下，合作学习的风险与防控有着重要意义。四川遂宁外国语小学校长李启书说得好，适合自己才是好的，任何
模式都有负作用，合作学习也不例外，但关键是要找到医治负作用的药引子。
新时期新样态，合作学习需要具备八个特点：相互倾听、放大对学、不问不教、开放问题、凡事商量、和而不同、责任
文化、学情观察。
二、寻找第三种教学关系
2016年春天，河南汝阳圣陶学校横空出现，开启了人们对新课堂新教学的重新遐想！这所学校十年如一日探索出来的教
育彻底颠覆了人们过去的许多教育认知。学生一定要按照年级教材序列去学习吗？无师课堂、无教材、无作业的学习是
如何实现的？这一切圣陶学校给出了答案，该校校长王天明说得好，“我们搞的就是无为而治的教育”。从此一个全新
的概念“第三种教学关系”走进了公众视野，这种第三种教学关系也可称之为自本课堂，自是指每一个学生，以每一个
学生为本，重心更加下移。从教和学的二元对立走向了教学相生的第三种教学时空，教中有学，学中有教，师亦生，生
亦师，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师互动。第三种教学关系意味着对教与学行为的纠偏，意味着教与学从二元对立走向统
一，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混合学习即将开启。
三、构建学习社区混龄生态群
学习社区可以分为小社区和大社区，构建学习社区是目前教学改革的一种新探索。学习小社区是把一个大的教室分成几
个功能不一样的区域，它可以分为教师引导的讲授式站点，小组合作式站点，网络学习站点，自主学习站点等。学习大
社区指的是几间教室加上一个公共间构成混龄教室群，学校有意创设一种教育生态，让不同年级学生混龄学习，混龄活
动，这样大学生帮小学生，小学生学大学生，是原生态的教学。
作为新型的学习社区，混龄生态群在认识自己、服务他人、团结合作、学会生活等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富有教育价值的平
台，有着广泛的实践前景。
四、借鉴“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主要强调学习个体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相互依存而进行共同学习，集体建构达
到共同发展。学习共同体非常注重“活动式、合作式、反思式”，体现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佐藤学指出教学就好比
“服装裁剪”“交响乐团”，前者按照每个人的身体量体裁衣那样去关注对待每个学生的个性，去设计课程，而后者是
让各种个性的学生的各样想法、看法相互碰撞激荡，回响共鸣。
从传统课堂上学生“听”到新课堂上学生“说”，再到佐藤学倡导的安静润泽的课堂，恰恰代表了课堂改革的三个阶
段，这也是我国课改专家提出的第三种教学关系中的关注内容。推行新课堂，需要借鉴佐藤学的学习共同体，我们的课
改不仅需要火把，还需灯塔，更需要践行者。希望更多的课改人能看见灯塔，发现共识，触摸到第三种教学关系的深
处，引导新课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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