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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教 育
浅谈中学生诚信教育
□蒙城县第六中学  丁  敏
校园内总有些学生为了取得高分选择作弊；考试考得不好，学生会故意向家长隐瞒成绩，冒充家长签字；甚至是违纪犯
错时随意地编造谎言等。面对这些现象，教师无奈地充当着“法官”，努力辨别着一句又一句的谎言。但可怕的是，学
生对自己的行为视而不见，有时还会因为自己掩盖了错误而洋洋得意。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学生的诚信缺失呢？
一、多种因素影响学生的诚信观
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今，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但这也在慢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各个行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弄虚作
假现象。假烟假酒、假广告、假文凭、假身份证泛滥，甚至食品、药品也能造假。而学生年龄小、是非观念淡薄，长期
耳濡目染定会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恶劣影响。
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家长只关注孩子的知识增长和智力发育。认为只要成绩好，能考好大学，将来就有好工作。因
此，很多孩子还没上学，就开始背唐诗、学钢琴、练舞蹈。至于品德方面，他们并不关心。和同学闹矛盾了，家长便做
他们的“保护伞”。家长的过分溺爱及不良的行为给孩子树立了错误的榜样，孩子也会不自觉地跟家长学习。
道德建设观念薄弱。学校的行为直接影响学校里的诚信教育。有些学校为了迎接上级部门的检查，要求学生统一口径，
不说实话，这也给学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二、如何开展诚信教育
榜样示范，引导诚信理念。教师的言行对学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教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能给学生树立错误
榜样，要用诚信的言行引导学生，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做人。教
师不可能保证所有学生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一定要力争让每个学生有好品行，这样才无愧于“教师”二字。
家长的榜样示范作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教师。家长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家长首先应做到诚实，不
说谎；要求孩子守信，自己也要做到不失信于孩子。千万不要以为孩子还小，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孩子的是非观也是
从家长一点一滴的行为中获得的，比起成绩优异，家长更需要一个诚实守信、知书达理的孩子。
将诚信教育落实于课堂。语文课本中有些关于诚信的文章，如：人教版四年级下册中《中彩那天》《万年牢》等文章。
学完文章后，我会让学生结合自身实际谈感受。让学生认识到诚实守信比金钱更重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除
去语文课，其他课上也应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渗透思想教育。教育学生从小事做起，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的诚信行为。
营造诚信的班级氛围。可在班级内张贴有关诚信的名人名言，为每位学生建立信用记录，包括考试是否作弊，作业是否
抄袭，是否向同学、老师撒谎，做错事是否勇于承担责任等。做到赏罚分明。对于犯错误的学生要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让他们意识到：犯了错误主动承认并改正，才是正确的做法。教师也要密切关注学生，设身处地体谅学生。面对他们的
错误，除了批评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
家校联合，共同推进学生思想教育。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涉及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诚信教育，需要家长与学
校的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多关注学生品行方面的不足和点滴进步，共同推进学生诚信思想教育。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为学生树立榜样，让学生们成长为诚实守信的好青年！

教 学实 践
角色游戏中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以角色游戏“海底衣吧”为例
□合肥市大西门幼儿园  黄  蕾
“这学期你们想玩什么角色游戏啊？”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时，听见毛毛大声说：“我们不如开个服
装店吧？”我问：“为什么想开服装店？”“因为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可以穿！”经过商讨，便有了“海底衣吧”的诞
生。
一、 提款机风波
“老师，这里怎么有个提款机？”“对呀，买东西时是不是要付钱给收银员？我们要先去提款机取钱后才能去购买衣服
呀。”于是，小小的取款机前便排起了长队。只见学生们用小手点点上面的数字，然后拉开下面的小抽屉，把“钱”取
到手里。朵朵可能是太想早些取到“钱”了，便试图挤到排在前头的天天前面。这时，原先排在朵朵身后的乐乐大声
说：“朵朵插队！”天天也一脸不悦地将朵朵往后推。
提款机前突然陷入一片混乱。见此，我正想上前阻止，身后便传来：“你们都别插队，我站在这里看着你们。”回头一
看，原来是学生胖哥。有了胖哥的指挥，混乱的场面渐渐变得有序起来。
在游戏结束点评时，我问胖哥：“为什么你会想到站出来维持秩序呢？”他得意地说：“我陪妈妈去银行取钱时，旁边
都站着一位保安叔叔，而且我看别人在取钱时，其他人要站在红线后，不能插队。”听到这，我对胖哥竖起了大拇指。
并说道：“你不仅主动帮助小伙伴解决矛盾，还能用生活经验解决游戏中出现的问题，老师真为你骄傲！”于是“海底
衣吧”里多了一个角色——“保安”。
二、认真的导购员——西西
随着“海底衣吧”的营业，一天，西西跑来和我说：“老师，我今天来当导购员”。说完就见她忙着把衣架上的衣服一
件件摆整齐。正巧这时，涵涵来挑选衣服，西西便热情地招呼着：“你喜欢哪件？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待涵涵选好衣
服穿上后，总是左看右看好像在找些什么，于是西西问她：“喜欢吗？”涵涵说：“我看电视里穿这样的衣服需要扇
子，可是你这里好像没有扇子。”只见西西向走廊的尽头看去，边看边说：“稍等一下，我记得大三班的照相馆里好像
有扇子。”说完，便立刻跑去借了一把小扇子给涵涵，涵涵拿到扇子后，心里美滋滋的，满意地拿着衣服付钱去了。
三、舞台因你而精彩
游戏时间，欣怡和坤坤一起来到“彩虹小剧场”。他俩拎起一串头饰，挑选《小蝌蚪找妈妈》的角色胸饰。突然，欣怡
说：“表演的人员不够，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天天走过来说：“你们可以到其他区域去邀请你们的好朋友啊！”于
是他俩连忙分头行动，很快找来了彼此的好朋友。表演开始了，欣怡扮演着“青蛙妈妈”。坤坤则向大家说着表演时的
注意事项，还会提醒将要出场的角色做好准备。故事表演得很顺利，小剧场里热闹极了。
总之，每当看着学生在游戏中能自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教师，我总是为大家感到骄傲！游戏在继续，我们的故
事也在继续。

教 学反 思
拿什么教育你我的学生
□霍邱县城关中心小学  吴金丽

第 1 页



13
教育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自然过程，而我们似乎走得太心急，太功利，也太疲累。不免使得很多教师成为了学生眼中的“
怪兽老师”。
一、抢位置
多年前一次乘车，人很多，座位很少。一位父亲挤上车后迅速把儿子高举过别人头顶，递到前面的位置上说：“现在这
种情况慢一点就没座位了。”确实，自己拥有了位子，也就不需要别人让了，坐烦了还可以给人让位。这似乎是掌握主
动权的重要性。但这种行为会逐渐养成习惯，成为生活形态。大多数人可能会想：一点礼让精神都没有，怎么教育孩
子！但人是群居的状态，在社会大环境的行为准则中，必须符合时下的社会风气。自然规律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于
是乎我们不难看到。如：《虎妈猫爸》中的家长们择名校选名师的现象，存在即是合理，另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全社
会都在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重视教育应是一种值得褒奖的行为。只是，教师又该怎样找到在学
生心目中的位置呢？
二、话语权
学生高瑜在身体康复回到班级后，我发现她不如从前活泼了，看我的眼神里总带着一种恐慌，在班里的言行都有种怯生
生的感觉。于是，课上我经常请她朗读课文、回答问题。把话语权还给她后，渐渐地，原先那个神采奕奕的学生眼睛里
又有了灵气。可见作为教师，言行决定多么重要，直接关系到一个个学生的个性形成与健康成长。
校园里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种植园，这对于有些五谷不分的城里学生来说是很有益的。于是，我便临时举行了一次竞选小
农场主活动。恰值初冬时节，那些打算播种青菜大蒜、豌豆蚕豆等的学生便自豪地成为了小农场主，拥有了自己人生中
的第一块土地。合作才能共赢，六小块地选出了十二位小农场主，开始了他们的体验旅程。若干年后，提起那一小块土
地，他们应该会有感情的。我相信这一些小举措，让学生们拥有了对自身话语权的朦胧认识和些许信心。
三、躲灾难
现在校园安全事故频发，学生拥有真实、鲜活的生命健康权则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教师我常说要学生勇于尝试，但亲爱
的学生，请你记住，学校的日常教育，绝不是让你们不顾自身安全，去保护别人。
真正的勇敢是具有价值的、强大的、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智慧力量。许久没有结果的江歌被害案，事实上永远也得
不到任何能够安慰人心的结果。因为一个美好的生命毫无意义地消失了，徒留一位老母亲伤心欲绝。在社会失范，文化
失衡的状况下，我们需要躲避灾难。躲，是一种能力，远离对自己不利的事物；是一种智慧，刚柔并济，张弛有道；是
一种境界，置身局外，自然可以“一览众山小”。
亲爱的学生们，优秀是一种习惯，缺陷是一种常态，躲避是一种能力，生命是一种过程。愿你们快乐成长为世界上最幸
福的人。

教 学探 究
在自主探究中培育学生创新素养
□天长市第一小学  刘  纯
当前，传统教学的“传授到接受”式教育观，已不能适应对人才的要求了。语文作为小学阶段的一门重要学科，该如何
在教学中实施创新教育？培育创造性人才？
一、自主探究的构建内涵
自主探究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和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能自我激发内部的学习动机，自主选择、
组织构建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与环境，并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灵活运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来完成学习任务。
教学活动中，教师可根据教学总目标，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差异，确定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在共同的教材前，
学生可充分发挥自主意识，确定探究内容，且因人而异，形式多样。当然，教师的评价要重视学习结果，但更要注重学
习过程，鼓励学生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探究。
二、自主探究的初级定位
因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的不同，自主探究必须有一定的阶段目标。
培养习惯，激发兴趣。小学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认真读书、乐于动笔等习惯。并且要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形成乐
于自主探究、创新的品质。
注重过程，学会方法。教学中，要想真正将教材知识内化成学生自己的知识，教师必须注重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学会学
习方法。让学生真正理解获得知识的过程。
三、自主探究的语文实施
要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必须加强读的训练。读的训练是语文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训练，也是自主探
究的基本实践活动。
初读时要让学生自由地读，达到能正确、流利地朗读。之后，引导学生仔细阅读，了解表现手法和思想感情，从而把握
文章中心，完成综合与分析的思维加工。在理解、感悟的基础上，让学生体会文章情感，欣赏美词佳句，领悟表达效
果。
以质疑为主轴，在质疑中发展思维。质疑便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因此，要改变“一切问题教师问、学生答”的观念，注
重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训练为主线，在训练中培养能力。课堂教学中，要着重对学生的各项语文基本功进行扎实的训练，以促进知识的掌握
和能力的形成。同时，训练的设计要具有综合性。教师可设计“训练组合”，共同完成整体教学任务。
如：全国特级教师贾志敏《程门立雪》一课，教师由题目入手设计了一道富有层次的训练题：？？程门立雪？？（四个
问号分别表示：1谁和谁？2干什么？3为什么？4表现了什么？）在学生依次完成上述说话训练时，教师又设计：请学生
们用“程老师激动地说……”写一句话。三分钟后，我们发现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迸发了一个个创新的火花，有的说：“
程老师激动地说，你们俩真是个尊师好学的好孩子！”有的说：“别感冒了，快进屋来，喝两口咱安徽特产的口子酒，
暖暖身子吧！”可以说，在这堂课的训练中，学生自主探究习惯得到了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
总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只要充分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就能培养学生自主探究习惯，全面提
升学生语文水平，造就出适应新时代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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