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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
“自育自学”教学模式浅思
□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第二小学  李  玄
自育自学，是以教师为课堂引导者，学生为课堂主体的教学模式。以点及面，呈辐射状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中。随着
越来越多的实践运用，它的优势也在不断显现。
一、教学五环节层层相扣，学生自学显真章
“自育自学”五环节分工明确，层层递进。既给了学生充裕的自学及组内讨论、合作时间，又使教师课堂主导者的身份
发挥的恰到好处。在每一节自育自学的课堂上，永远不用担心学生过多的走神或做小动作，每一环节的任务量都给予了
合理的时间安排。即便有些能力弱些的学生，也大多能在小组讨论中，参与其中，获得传统课型可能达不到的学习效
率。
这样的课堂，教师不用担心一个问题抛下去，如石沉大海，了然无声。个人自学时的思考，同桌或小组讨论时的研究，
哪怕只是问题的一个小火花，都能燃起一束灿烂的光芒。
经过近五年的语文教学的实践，我也感受到了学生在这种课型课堂上的热情。如：他们听课及学习习惯更加合理，方法
运用更加灵活，笔记也更有侧重性。许多学生都有了一套较成熟的自学方式。在生字理解上，六年级学生根本就不需要
再讲解，就可以很好地识记或理解。甚至词汇量比课文提供的还要大得多，记得还要牢。
随着年级的不断升高，面对越来越注重内涵的语文课本，学生的经验似乎已不足以学透一篇文章。除了大方向的框架结
构的把握，对于文中细枝末节的知识点他们总是会有所遗漏。
针对这个问题，我会提前布置学生借助工具书进行预习，与平时预习不同的是，我会特别强调几个问题。具体来说，
如：在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出现《三打白骨精》《如梦令》等作品，预习时除了针对文章本身的基本要求外，由《西游
记》所引出的“中国四大名著”“李清照人生经历对其作品风格的影响”都可做为预习内容的补充点。课上再学习或讨
论时，学生就能在很好的文本准备下更为准确地把握文意，不再需要额外利用课堂时间去分析，降低课堂效率。
当然，有时也会分点布置预习，以便学生掌握的点面更加全。同样以《三打白骨精》为例，既可以小组四人分别收集各
部名著的简介或故事，也可搜集同一部作品里的不同章节故事简介，进行交流，扩大知识量，精彩的可以全班交流，
讲、演、译皆可，再进行品评。往往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重点”“提示”齐头并进，学习能力初见效
无论是教案书写还是课件制作，我们都习惯性地在自学重点下添加上“自学提示”。“自学重点”是文章一个大方向的
指导，“提示”是大方向下的路牌，根据这个路牌学生能快速而准确找到正确路径，争分夺秒地完成学习目标。到了高
年级，自学提示就渐渐淡出了教本和学生视野，这种淡化并没有让学生变成无头苍蝇，相反，基础好的学生往往看个自
学重点就已经各寻方向去解决问题了。
六年级的学生，除了本身课业学习外，还有不少要参与外校的招考。因此，班里一些成绩不错的学生，会积极利用课外
时间。他们不仅能合理安排课下学习，还能主动按需调整计划。家长反映：孩子比以前更能坐得住了，也更有学习方法
了，很多时候，不再需要向以往那般在后面催促着学了。
这些评价，都是对“自育自学”下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一个肯定。我相信：且行且思，是对自育自学课堂教学模式最大
的尊重。

爱的教育
播种爱的种子 收获幸福和快乐
□广德县实验小学西校区  殷世莉
没有遇见莎莉文·梅西夫人前，海伦小小的生命独自在黑暗中探索，在空寂中奋斗。莎莉文用耐心和爱心让海伦感受到
爱带来的甜蜜。我从《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受到启发，明白了只有发自内心爱学生，才能走进学生内心，在学生心里
播下爱的种子，收获幸福和快乐。
成功的班主任都有一双“爱的眼睛”，当我们看学生的眼神是温柔的，就成功地在学生的眼中植入了同样是温柔、善良
的“密码”。知晓班上的一个学生的家庭作业没做，此刻你的心情定是着急的或是生气的，但一定要克制这种情绪，不
要爆发出来。最好给学生一次解释的机会，让其将未完成的作业补上，并牺牲些休息时间帮他解决作业困难。如果我们
大声斥责，可能时间长了，他们落下的难题会越来越多，我们间接地让他们成为了“问题学生”。
我的同事，她每次接手一个新班级，没过多久，学生和家长就会和她成为好朋友。班上优秀的学生会更优秀，调皮的学
生在她面前也会变得十分乖巧。她是语文教师，每到中、高年级，她班的语文成绩总会超过平行班，她班学生的作文，
总能在作文竞赛中获得好的奖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终于发现了她成功的秘诀——她那双温柔的眼睛！她上课时
的声音很温柔，语气中常常鼓励，她的眼神很亲切，每个学生都不怕她，她的办公桌上预备了一个水杯，那是给渴了的
学生们准备的。她办公桌前来补做作业的学生，都没有诚惶诚恐的眼神，她在旁边边看边指点，宛如一对亲热的母子！
“没有爱的眼神交流就没有成功的教育！”这是我从一段失败的教学经历中得到验证的。记得刚走向教育岗位的那年，
接手的是一年级，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知晓了班上有个学生的学习能力要差一些，思维能力和书写能力也比其他的
学生慢很多。于是，急于求成的我每天都会把这名学生在放学后叫到办公室写作业。但他总是边写边偷偷看我是否正在
望着他，他不会写，又十分怕我。上课时我也经常提问他，他常躲闪着我的目光。于是，我费了好大劲，一学期下来也
没让这个学生的成绩提高多少，反而让他和我的关系越来越生疏。每次想起这段失败的教育经历，我都会感到惭愧！
时间不能重来，经历的人和事也不会给我弥补的机会，只能成为未来的教育生涯里的经验教训，时刻提醒自己，一切从
学生的内心出发，真诚地去帮助他们。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参加了很多的培训学习，聆听了多名模范班主任的讲座，每次我都会像小学生那样认
真关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希望从中受到教益和指导。三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急躁的年轻教师了，
我会关注班上的每名学生，不再会因为他们不能回答课上的问题而大声指责，也不会因为一些小错误而惩罚他们。因为
我知道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家庭环境，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我们不能强求每个学生都成为优秀的人才。我们是
教师，更是学生成长中的引路人，我们以自己的言行来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让他们用语言、用音乐、
用绘画等各种形式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叹和赞赏！一个心中有爱的教师是会影响学生一生的，爱是可以传递的，如果
我们把爱播种到学生的心里，就会成为一名幸福的教师！

师生之间
教育叙事三则
□枞阳县石岭小学  周和万
一、赞许
他是我教的班级里的后进生，上课从来不听讲，自顾自的在本子上乱涂乱画，作业极少交上来，即使交了，也找不到一
个能认得的字，考试自然倒数第一。他从来不在教室里大吵大闹，也极少惹祸，渐渐的，他成了班里一个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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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了课程后离放学还有好几分钟，我又看见他在做小动作，于是搬了凳子坐在他身边。他一下子紧
张起来，脏兮兮的脸蛋唰地红到耳根，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没有批评他，和颜悦色地要他拿出作业本，又帮他翻到
当天学到的课文，跟他说今天的作业是哪些，现在就可以写了。他从书包里找寻了一阵子，拿出一本皱巴巴的练习本，
吃力地写起来。他努力地写，尽管好多字写得甚至不如一年级学生，我还是没有纠正，而是不停地表扬他：“嗯，写得
很好，你能行的啊！”他的脸继续红着。这一次，或许是激动。我问他：“回家好好写，明天把作业给老师看看，行
吗？”他使劲地点着头。
鼓励的力量有时超乎寻常。在接受别人赞许的时候，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是自我价值，却很少去想别人的赞许是一种尊
重和激励，所赞许的内容究竟有几分真实。同样，我们也要慷慨地赞许别人，即使赞许的内容和实际有所差距，但你的
赞许往往获得超过内容本身的效果，帮别人重拾信心。
二、信息
手机里一直保留着一条一位家长发来的信息：“每一个父母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教师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
学生”。这条信息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良知、职责，让我看到了家长期待的目光，也让我想到了教育任重而道远。
这学期转来的一位学生，作业一直马虎拖拉，我不止一次地批评教育甚至警告过他，结果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发信息告
知家长，但第二天交来的作业依然如旧。过了几天，家长发来的信息里还有诸如感激和无奈的话语。接到信息的那一
刻，我心头为之一震。隐约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在这位学生家长发信息的时候，她的心情一定无比复
杂。而我却只顾及自己工作中的感受。她所说的是一个极其简单又朴素的道理，而我却没有想到。
这条信息我会继续保留着。当我站在讲台手握教鞭的时候，这条信息就像一条鞭子在抽打着我，使我清醒、理智、奋
进。
三、质询
每当放学，学生家长就会关切地询问学生的成绩或表现。我常答不上来，只好含糊回答。当家长接走他们的孩子后，我
问自己：我对这些学生了解多少？我能否高度概括出每个学生的优缺点？其实，学生的评价怎能用一两句话就做出结论
呢？是通过点滴细节来表现的，这些细节只有和家长慢慢说才说得清楚。
放学时间虽然短暂，却是家校联系和沟通的最佳时机。面对一个个家长不同方式的询问，教师该怎么回答？家校联手，
密切沟通，托起明天的太阳，这是大家的心愿。

教师园地
学生成长关键期的家教研究
□临泉县城关街道办育新小学  陈  洁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一个人能成长为怎样的人，与他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说起教育，我
也想说：“当妈妈要比做教师难。”
一、别把孩子只当孩子
孩子和成年人一样有尊严、有思想。我想到，有一次，儿子学钢琴回来，衣服特别脏，我就让他脱下洗，在翻口袋时，
掉下来一张五元纸币。我先是一愣，然后心平气和地问哪儿来的，儿子说是爸爸给的，我有些怀疑，因为我们很少一次
性给他这么多零花钱。于是我继续追问，并且答应如果说实话，绝不使用“暴力”（这是我们的约定，且互不食言）。
过了会，儿子说了实话。是在钢琴老师家拿的。我顿时呆了，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动手打他，但我已许下
承诺，但这个问题又特别严重，怎么办呢？让他送去？他以后学钢琴时会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不还？绝对不行！最
后，我冷静下来，问他觉得该怎样处理。他说，在下次学钢琴时偷偷把钱放在老师桌上。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这种做法
很好，但附加了条件，必须写一份保证书。
这件事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但我却想：教育孩子要有耐性，要学会克制情绪，孩子也有能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
题，我们不能把孩子只当做孩子。
二、教育孩子有孝心和大爱之心
我从不刻意追求孩子有多出色，但一定要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还要心理健康。我要儿子有孝心和大爱之心。每逢休
息日，我会带儿子去看望长辈，这样能把正确的爱、善良的心传递给下一代。我还让儿子和小伙伴合作、游戏，他从中
学会理解尊重，团结帮助。
教育孩子有大爱之心要做到遇事而教。汶川大地震期间，电视报道的地震灾情是教育孩子的活教材，比给他讲历史上的
故事要直观，效果也好得多。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打开电视和儿子一起看有关汶川地震的专题报道。果然，有一天，儿
子突然说：“妈妈，我长大后要当发明家，发明地震预测仪，让人们在地震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听了这些话，我觉
得我的良苦用心都是值得的。
三、给孩子看电视的时间
有的家长只要看到孩子看电视就大发雷霆，我却相反。我鼓励儿子看适合他的电视节目，有时和他一起看。电视节目内
容丰富，使他增长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如：有一次，我把两盆花放在电视机两旁，儿子马上反对。我问他为什
么不能放。儿子认真地说：“液晶电视很多都不带防水保护，散热栅格内部电路板会直接与外界空气接触，这样更容易
把水汽带到电视里，电视寿命缩短不说，使用过程中也会威胁人身安全。”说完后，他还特意强调是从电视上看的，是
有根据的。
我觉得做一个称职的家长真得很不容易，教育孩子不仅要有耐性，而且要有韧性。但如果你是真的爱孩子，你就会感到
陪伴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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