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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
严慈相济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砀山县第三小学  王索兰
何为严慈相济？我认为严慈相济是指教师对学生真心的关爱和对学生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一种
教育形式。严为良师，慈为益友。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首先我们要爱自己
的学生，了解学生，信任学生，真心地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在真爱的基础上，严慈相济，刚
柔结合，实现爱中有严，严中有爱，这就需要做到严中有度，严而有理，严而有方。
一、严而有度
教师对学生的爱与“严”要密切结合在一起，但要严得合理、严得适当、严而有度。也就是
说，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要符合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特征。要求太高，学生无法达到，这
种要求毫无意义。要求过低，学生不需要任何意志努力就能达到，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
长。同一个教室内的学生，由于他们的思想水平、智力水平、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以及处理
问题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防止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学生。总之，要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区
别相待，让他们都能“跳起来摘到桃子”。这样学生们经过自己的意志努力都能解决自己的
难题，就会增强了自信，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严而有理
我们的学生是方方面面都在成长的未成年人。在校期间，难免出现这样的缺点和那样的错
误，对于犯错的学生，教师常常是恨铁不成钢，有的教师可能会耐住性子，用智慧和道理说
服学生， 但有的教师性子火爆，又不懂得教育艺术，往往就会对学生进行体罚，这样不仅
违背了教育的规律，也给学生身心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会扼杀学生的健康情感
和率直的性格，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教师的“严”要遵循教育的规律，符合
教育的方针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要有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进步和良好习惯的养成。既要
让学生感到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接受，又要让学生感到教师在爱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从而产生感激的情感，继而用情感去刺激自己的行为，进而产生动力，去做一个品学兼优的
好学生。
三、严而有方
伊索有一则寓言：太阳和风争论谁比谁强壮。风说：“当然是我，你看下面那位穿外套的老
人，我可以比你更快地让他把外套脱下来。”说着，风便用力吹老人。希望把老人的外套吹
下来，但是它越吹，老人把外套裹得越紧。风吹累了，太阳从云后走出来，暖洋洋地照在老
人身上。没多久老人开始擦汗，并且脱下了外套。于是，太阳对风说，温和与友善永远强过
激烈狂暴。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能否收到显著的成效，关键在于方法。如果教师要求学生
这样做那样做，却不管学生心里感受如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学生即使表面在听，也是
心不甘情不愿地顺从，内心根本不服气，与教师的心理距离也越来越大，甚至会产生抵触的
情绪。所以，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有采取耐心疏导的方法，要寓教于知识教学之中，
寓教于各种活动和教师的接触之中。只有方法得当，并持之以恒，才能在教育教学之中，培
养和训练出出色的人才来。

爱的教育
善待学生的“豆芽梦”
□蚌埠市前进路第二小学  李士久
去年，我带的毕业班里有个男孩叫纪鹏飞，品学兼优，阳光帅气，惹得很多女生喜欢。有个
叫游雪的女学生，竟然大胆地在他的课桌上用改正液写了“纪鹏飞，我爱你！”当时，全班
哗然，几个幸灾乐祸的调皮鬼在一边挑衅地看着我，就等着看好戏了。我定定神，提醒自己
不能发火，一定要沉住气。
课后，我先找来游雪一边帮她理理衣服，一边想着怎么和她谈：“真是你写的？”她说是。
我理着她的衣服笑说：“太直接了吧？不过，你真的很勇敢！其实喜欢一个人没有错，谁都
有喜欢别人的权力对不对？再说能喜欢别人，说明你心中有爱，是个心理健康的学生。”我
看看她的表情，听得很认真。“但是，我们是女生，应该矜持一点，对不对？即使喜欢，也
不能那么直接呀，像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好收场？”她低下头。“以后要做什么事一定
要三思，对吗？”看她手足无措、后悔莫及的样子，我宽慰她：“这件事我在班上不会再
提，也不会跟你家长说。但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我觉得应该加加油，让
自己也出色起来，对不对？”我的诚恳打动了她，“老师，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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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找来纪鹏飞，他还沉浸在兴奋中，我试探他：“很得意吧？”他有点慌：“没有。”我
很理解地说：“可以理解，有人喜欢你，说明你有吸引人的地方。本来你就优秀，不过，老
师还想要你懂得尊重别人的喜欢。我知道你是被牵扯进来的，但请不要嘲笑她，被人喜欢总
比被人恨好吧？也不要和学生议论这件事，有学生提就把话题岔开，这样做是保护游雪，也
是保护你，明白吗？”他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后来这件事就很平静地过去了。
想想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时，真是很侥幸，如果我当时没能控制自己，大发雷霆，把人抓过来
狠批一顿，结果会怎样呢？可能一点作用没有，甚至让学生产生逆反情绪，纪鹏飞会觉得很
冤枉，游雪的变数更是不可预知。“早恋”一直是中小学生的禁区，可以说是谈之色变。其
实回过头想想，学生时代的感情又是多么纯真美好呀！那样年纪产生出那样一种朦胧的感
情，当中包含更多的应该是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欣赏和追求吧？作为教师我觉得要做的就是善
待这份美好的情感，并且妥善加以引导，使它变成学生孩童时期一份美好的回忆。
通过这件事，我也得到了一些启发：
第一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把事件扩大化，稳住“军心”，使班级管理不受影响。
第二，为学生着想。学生有问题或犯了错，他自己也会很难受，这时候，他需要的是教师的
指导和帮助，而不是批评责难。我们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多为他们想想。对他们说的
每一句话要让他们感受到是为他们着想的，让他们从内心认同你，信任你，最后还要告诉学
生以后应该怎么做。
第三，爱自己的学生。教师的爱，学生是能感受到的，严厉也罢，慈祥也罢，教师真心关心
他们，他们也会体谅教师的苦心。我发现宽容、谅解与爱护会使学生的心灵更纯洁，心理更
健康。

他山之石
新形势下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探讨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5地质队  张更忠
在经过“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地勘单位经济实力、人员设备以及职工的收入都有显著的
改善，但是也存在设备老化，技术人才逐渐减少等问题。由于艰苦的工作条件和近年来大批
老职工相继退休，职工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青年职工已经逐渐成为生产的主力
军，许多年轻地质工作者逐步走向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因此，充分认识好当前面临的
新形势，审时度势，深入剖析，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做好青年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
成为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研究方向。针对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提
出以下应对措施和建议。
针对基层野外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与时俱进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
展观、“中国梦”等重要理论及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资料外，还要因人而异、分类施教、突
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通过QQ、微信等方式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进
行沟通，把他们当作朋友，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野外地质职工的内心世界，发现他们的思想动
态，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让他们安
心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地勘队伍的稳定，促进地勘事业的发展。
对于地质职工最关心的地勘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及时地通过各种渠
道，进行了解学习地勘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具体的方案和政策，要做到学透、吃透，并及时
向地质职工进行解读有关划分公益一类、二类，或生产经营性单位的工资福利待遇、退休待
遇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以及地勘事业单位改革后，如何发展进行解读和分析，解除他们心
中的疑虑和不安，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职工支持国家对地勘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
政策。
对于野外地质职工来说，他们从事着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树立“以人为
本”的工作理念，要做到收入向基层一线倾斜，让职工感到从事地质行业的自豪感。鼓励他
们参加所在地市及单位组织的各种“联谊会”，以及各种运动会，不断地丰富他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以解决他们的婚姻恋爱等问题。通过宣传各行业先进事迹树立典型，教育和引导职
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继续发扬“三光荣”“四特别”的地勘行业精神。
在新形势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危机感、责任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
养，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地勘单位职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服务，维护地勘单位
职工队伍的稳定与和谐。使地勘单位经济在新的起点上，有新的突破，为地质事业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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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
激发识字兴趣 培养识字能力
□太和县民安路小学  张小芬
新课标指出，教师应根据学情，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建
立汉字音、形、意之间的联系，从而激发学生识字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下面就如何激
发学生识字兴趣，简要列举以下识字方法。
一、归类识字突出实
从汉字的构字来看，有象形、会意、形声几种。教学时，如果能帮助学生进行适当的归类，
既有利于提高识记效果，又可以促进学生举一反三，扩大识字的范围。如教学“柏、枝、
材”等形声字时，我引导学生观察发现这些字的共同点：“这些字都是木字旁，都跟树木有
关。”同时进行拓展，引导学生想一想，还认识哪些带有“木”字旁的字，并进行交流。再
顺势揭示“形声字”规律：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最后出示“腰、箐、箱”这几个形声字，
让学生猜读音明字义。当学生能利用形声字的规律猜出相近的读音后，其自主识字的积极性
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二、字理识字蕴含美
汉字的形象性很强，笔画的奇妙组合，使汉字灵动起来，成了有形无形的图画。字理识字法
正是依据汉字的造字规律和理据的识字教学法，体现出浓浓的文化审美特征。如教学《日月
水火》中“山”“水”两个字时，利用字形和图画的相似点进行教学。我先出示其中一个字
的象形图片，让学生猜猜是哪个字的原形，再利用课件展示“山”“水”两个字的演变过
程，引导学生通过联想，把抽象的汉字和形象的图画联系起来，使汉字变得形象可感，便于
记忆。再如教学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四》“识字加油”板块，学习“月”字旁的字，为了
让学生明白月字旁的字大都与身体有关，我先出示“月”的象形字，让学生观察，再出示“
肉”的象形字，当由象形演变到篆字时，这两个字的模样非常相似，所以学生自然就明白了
肉字旁也做月字旁。
三、创编儿歌讲究趣
部编教材的创新之一，在于以趣味性知识和丰富的活动设计，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如教学
《姓氏歌》这首儿歌，在拓展延伸教学环节，以游戏的形式，引导学生按照课文的句式回
答：“你姓什么？我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你姓什么？我姓王，什么王？大王的王……”
在一问一答中，既巩固了生字，又让学生感到识字学词其乐无穷。根据教学实际，我有时会
把一个个枯燥乏味的汉字编成儿歌，让学生猜一猜，读一读，如“善”字教学，一只小羊真
淘气，骑上羊头好得意，压得大羊张口叫：“小羊我的好弟弟，我本善良不能欺。”学生一
边读一边记，在诵读儿歌中，轻松记住“善”的字形。鼓励学生发挥想象，进行自主识字和
创造性识字。
四、生活识字体现广
在识字教学方面，新教材编写理念是“允许、支持，并倡导学生自主识字，在生活中识字。
”在生活中识字，是一种重要的识字方法，它是课堂识字的补充与扩展。我引导学生平时留
心观察，把生活当成识字的大课堂。鼓励他们多识字，如让学生轮流当值日生，收发作业
本，认识班级学生姓名；去超市里买东西认一认各种商品的名称；收集食品包装袋和商标
牌，带到班级和学生交流，召开“我是识字小能手”主题班会；走在路上留意广告牌，如果
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及时请教家长。学做生活的有心人，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学生在
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让生活教会自己更多的知识。有时，为了增加识字的趣味性，我还
要求学生把课外认识的字剪一剪，贴一贴，收集到“日积月累本”上，定期交流、展示，比
一比谁的课外识字量多、识字渠道广、学习积极性高，定期评选班级“识字大王”。通过展
示交流学习成果，使学生不断获得学习语文的成就感。
总之，识字教学要以生为本，引导学生科学、灵活地运用多种识字方法，才更有利于培养他
们自主识字的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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