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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给孩子一片开阔的蓝天
——品德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研究
□定远县建设小学  陆  茜
儿童的品德与生活源于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小学生平时的学习生活和日常生活对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
殊的意义。因此教育的内容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教学中应采用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难以
解决的问题，为他们今后人格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在教学中，除了应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参与学习活动外，还应根据本课程的特征，创设开放式教学环境，给学生自主学
习的空间，让学生在大自然中实践，在生活中学习，让德育与学校、社会、家庭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让良好的品德也在
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慢慢酝酿。
一、给孩子一片开阔的蓝天
自主学习有利于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人的发展水平。“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亦如此。小学生处
于人格形成由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关键阶段，不同的环境创造不同的性格。因此，创造开放式的教学环境能够让千姿百态
的个性在合适的环境中得以发展，激发自主学习，培养创造潜力，让学生在活泼的学习活动中获得发展。
由此可见，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加上家校配合的方式，给学生自学、互学和师生共学提供了多向选择形式，从而提供
了让学生自由思考、互相促进的交往氛围，对促进个性充分发展，培养人与人合作的精神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起了
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放飞学生，让学生在大自然中实践
学生的世界是精彩的，也是纯真的。然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发现一些和书本上或与教师所讲相矛盾的现象、事
件，从而产生了许多困惑。如果我们的教学不能解决每天遇到的生活问题、情感问题，就失去了教育的真正价值。
在《我爱我的班集体》的教学中，我组织和启发学生自己设计并制作了一期班级文化展览，然后一起出主意制定班级公
约、班级口号。又引导学生按各项类分组进行评比，接着让他们谈谈在《我爱我的班集体》这节课中有什么体会。在这
个活动中我把孩子们好玩、好动、好奇的天性彻底放飞了。他们玩得很忘情，做得却又那么认真。这节品德课其实就像
平时的生活一样平常但却一点也不失它的斑斓色彩，其实我只做了很少的一点点，就是充分站在孩子们的立场和他们一
起去体验、去创造、去发现、去探索，方才使他们愉快的学习、主动地接收。
三、让品德教育回归生活
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需要家长的配合，品德与生活的教学需要家长的合作参与，需要从课堂向课外拓展，从课堂扩展到
家庭、社会及其儿童生活的许多空间，实现课堂内外、学校内外学习的有机结合。
教学《我们都有一个家》一课中，我首先让孩子们加深对家庭的认识和了解，激发他们爱家人的情感。那天孩子们的回
答深深感动了我：“我的妈妈脚不好，无法走路，所以我每天都扶着妈妈出去散步，我要一直陪妈妈走下去。”他的话
一说完就得到了在座所有老师和学生的掌声，原来这就是孩子的爱，他们的心中满满的都是爱。“我的爷爷最爱和我一
起玩，但我喜欢玩玩具和看动画片，以后我要和爷爷一起看电视，因为爷爷老了……”
面对孩子们一张张欢愉的笑脸，我不由得想到赞可夫说的那句话：“掌握知识，与其说是靠多次重复，不如说靠理解，
靠内部的诱因，靠学生情绪状态而达到的。”是啊，在孩子们能够触摸得到的情境中去自主体验，在一个个具体的德育
活动中去感悟心灵；在不断的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去真实地获取。也许他们要经历失败，面对挫折，但我坚信他们的成
长是真实的。

社团风采
让文学社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光芒万丈
□铜陵县朱村中心小学  程文娟
校园文学社对语文教学的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它是校园充满生机、活力和魅力的积极力量。实践证明，校园文学社在
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激活了学生的写作兴趣
现在的语文教学，往往只停留在课堂上，即课文教学，这就难免出现沉闷枯燥的教学模式。以致许多学生语文素质很
低，不敢登台，写文章错别字连篇，更谈不上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文学社开展的说话训练、朗诵比赛、文学欣赏、征
文投稿、自办社刊、小记者团等活动，增加了语文活动的广度和力度，使语文学习和文学社丰富多彩的活动相辅相成、
协调并进，学生从多渠道吸取各方面知识，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情感。学生有了显露才华的机会和场所，获得成功感和
满足感，激发了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利于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文学社社员在一系列活动中，唤醒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参与活动获得快乐，就必然会形成持久的快乐观，必然会树立
远大理想信念并为之自觉奋斗。“我要写作”“我要写好”“我能写好”“我能写得更好”在这个探索创作的过程中，
学生就必然自觉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布局构思等方面的健康、高尚、美观大气、富有个性。
《新课标》明确要求学生“能自主组织文学活动，在办刊、演出、讨论等活动过程中，体验合作与成功的喜悦” 。然
而，学生文学活动要正常开展，离不开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的正确引导。与此同时，教师在有效指导学生自主活动的过
程中也可以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素质，促进教改，获得更多的快乐。
作为语文教师要使自己的学生发表更多好的习作，自己的教育观念、知识水平必须更新，要引导学生把视野投向社会、
投向生活、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学会感动，学会创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生只有拥有了生活
的“活水”，才能“下笔如有神”。教师在有效指导学生文学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与学生就形成了“学习共同体”，与
孩子们也就建立起了学习的伙伴关系。学教、教学，师生共同进步，共享快乐，何乐而不为？
三、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校园文学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 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阵地，是
进行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素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减轻学生负担的教
改思想指导下，更要引导学生把剩余精力放在文学等课外兴趣的活动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发展他们的创新能力。
实践证明，在文学社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社员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其中有的活动还扩大到班级、年级、全校，成为
人人参与的广泛性活动。这些丰富的社团活动，弘扬了正气，加浓了校园文学的气氛，优化了语文学习的大环境，成为
校园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如果说教育教学是一个学校的生命，那么校园文学则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它是营造素质教育氛围的中心，是铸塑校园精
神的根本，是培养文化品位的必要条件。从优雅环境到规范制度，从愉悦精神到特色活动，师生的心灵得到浸润和滋
养，文化之花朵朵绽放，散发着满园芬芳。

智慧校长
启智慧之思 行校长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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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曙宏小学  马  燕
俗话说得好：“一切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领头羊”，校长需要立足实际，本着“为学生的持续
发展提供动力，为教师的不断提高拓展途径”的原则，使学校在凸显基础扎实、亮点纷呈的办学理念的同时，张扬办学
个性，营造“和谐氛围”，做好学生的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有益、健康的课内外活动，和谐师生关系的同时，将
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营造良好、向上的学习氛围，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发展空间。要以自己对工作的热情感
染并带动全校教师。要能够在舍得之间做出表率，不与民争名，更不与民争利。因为，管理者是一份需要智慧的职业，
更是传递正能量的责任人。
一、“心怀敬畏当领导”
“名声越大，风险越大。”“岗位自由度越大，失去自由的危险也越高。”当我们走上校长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已不
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公众人物，职务本身在放大着我们的社会影响力，为我们提供了更大自由空
间的同时，也在限制着我们的自由。“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是对我们的底线要求，努力实
现当领导的三维目标：身体健康、事业发展、人生幸福。做好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要心怀敬畏当好管理者。
二、“抓大放小”不简单
作为一把手，是总决策者、总指挥者、总协调者、总监督者、总负责者的角色。原则上讲校长应当“抓大放小”，但何
为大事，何为小事，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事看起来小，实际上大，而有些事看起来大，实际上小，如果将小事当大
事抓，大事当小事办，就会出现角色的错位。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长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
；校长应是“学校精神领袖”而不应是“带领大家打仗的人”。校长应该给大家思想、方向、愿景，让大家愿意跟着你
干。作为一校之长，要想领导好一所学校，要做到紧跟时代要求做规划，凝聚师生人心做愿景，确立价值追求方向，要
有时代的眼光、社会的良知、正确的理念、独到的见解、坚韧的品格和广阔的胸怀。作为校长，在工作实践中你会发现
利用不同的领导风格去处理事情和决策时，效果会截然不同，因此说，校长不应是手里拿着鞭子的人，而应该是扛着红
旗带着大家往前走的人。
三、理解宽容，人尽其才
可以说，现在的教师正进入高风险、高压力的职业时代。面对日益重复而单调乏味的紧张工作，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
教师在工作进程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因此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应加入人
性化的管理因素，在制度范围内给予老师足够的理解与宽容。俗话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之短。作
为学校的校长，应该让自己的权力最小化，责任最大化。力求让每一名教职员工都能有安全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空间，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让自己简单起来，用心引导学校领导班子创造性地发挥自己工作的
最大潜力，创建一个充满真诚、团结、和谐和奋进的优质学校。

精 彩 课 堂
精彩的“下一课”
□东至县至德小学  吴春玲
近日，我有幸分赴广州、杭州两地，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及“千课万人”核心素养下的小
学习作研讨观摩会。一项项魅力十足的课程、一场场妙语连珠的讲座、一句句入木三分的点评使我受益颇多。
77岁的贾志敏老师走上讲台，为我们奉上了一堂精彩的《古文今译》。他儒雅、幽默、智慧；他循循善诱，童心未泯。
仅用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便向我们诠释了“真实”“朴实”“扎实”的课堂。贾老师的教学十分简约，但是简约的背
后却是深厚的教学功底和先进的教学理念。真情才有真课堂，真爱才有真坚守，这坚守的动力来自于对“更好”的不懈
追求，他认为 “教学是一门缺憾的艺术”。他上过无数次观摩示范课，可他永不满足，因为他心中有爱，因为他明白自
己的责任：学无止境，教无止境。对于优秀的教师来说，精彩的课永远是“下一课”。他一生都在备课，在不断地修
改、不断调整。他说，备课笔记是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也是对教学过程的安排。这是预设的，是教
师在上课前的“一厢情愿”。而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对象、时代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往往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
情况，实际上可谓瞬息万变。这便要求教师要适应课堂实况，只有不断适时调整自己的备课，才会有更精彩的“下一
课”。
靳家彦老师所备的《跳水》一课也同样值得关注。尽管这一课他已经上过多次，但每次上课前，靳老师总是再次搜集资
料，进行对照研究，取人之才，为己所用，甚至连列夫·托尔斯泰的相关资料和作品也研读了不少。这就是名师的备
课，名师的课堂！正是这一次次的不满足，一次次的备课，一次次的调整，让我们欣赏到了他们精彩纷呈的教学。
我们虽然不一定都能成为名师，但名师身上所具备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譬如指点课堂、激扬文字的周一
贯老先生。针对小学语文教育，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一千多篇，正式出版了一百多本专著，并开创了生
本理念、学本课堂、儿童写作观等众多教育理论。“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个白发苍苍的教书匠时时督促自己“休将白
发唱黄鸡”，他用岁月当纸，生命作笔，书写“留下”，书写“善待孩子”“善待故土”“善待万物”，书写“下一
个”精彩。
促进学生发展的课堂需要高远的立意。2016年是我国执行《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开局之
年，“提高质量”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对教育工作的总要求。要提高质量，教育教学就必须应对未来社会的呼唤，把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重中之重。期待每一位老师都能脚踏实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 “下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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