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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教育
成长之路 幸福相随
□长丰县吴山镇中心学校  舒  娟
在过去十年的春夏秋冬，我穿梭于学生中间，来往于教室和办公室之间，记忆里有过苦涩，
有过泪水，但更多的是欣慰和笑容。这一切我需要感谢我的每一位学生，他们陪伴我一路走
来，他们的成长也是我的成长。
给予学生情要“真”
师生间的感情，是教育成功的第一块基石。师生之间如果没有真情实感，教育就无从谈起。
班里有一位学生，他的父亲得了精神病，他还在襁褓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家里的一切
都靠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支撑，上学也变得很艰难。当时没有校车，为让孩子按时上学，爷
爷必须每日来回四趟接送，每次看到爷爷沉重的步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知道这一切后，
我尽可能地给予他更多的关怀。春游时，给他送上吃的；学习中，帮他补缺补差，给他添置
学习用品；节日里，为他送上祝福。教师的行动成了学生效仿的榜样，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帮他克服困难，使他感受到教师的爱，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他的脸上渐渐多了笑容，再
也不会默默地躲在一个角落里封闭自己，学习也有了提高。他的爷爷每次看到我都会握着我
的手说：“感激你对孩子的照顾！”我笑着说：“既然他是我的学生就如我的孩子，我的尽
心尽力是应该的，看到孩子的进步我们都开心都骄傲。”
管理需要智慧
聪明的班主任不是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更不会对学生的事一味包办，而是站在一边用眼用
心关注学生，给他们一个舞台展示自己。
2009年，我刚到吴山小学，年轻气盛的我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拼命工作。每天来了就
进教室检查作业，放学最后一个走。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我看着；学生不守纪律，我管
着；学生们下课疯疯闹闹，怕出事，我盯着；打扫卫生，我帮着……一段时间过去，我发
现，班级的孩子自觉能力还是不行，成绩没提高，纪律没改善……后来，我向有经验的老教
师提出困惑。他告诉我，班级管理不是使蛮劲解决的，得学会实干加巧干。扎扎实实做好常
规训练，给学生立规矩；训练能干有威信的班干部，让他们成为得力的左右手。点点滴滴的
努力让班级管理上去了，一切也变得得心应手，我的班级也被评为“先进班集体”。
作为一名教师，一名优秀的教师，我们还要有阳光的心态，用温暖的心灵滋润每一位学生，
耕耘好每一节课。学生们的点滴成长，我看在眼里，乐在心上，他们的成长也是我的成长。
愿我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收获更多的快乐。

课堂教学
谈课堂教学的“压轴戏”
□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赵银凤
成功的课堂结尾可以使一节课中众多的教学内容浓缩成一个板块，使之更加系统化、整体
化，更利于学生记忆、理解和应用，可以使课堂结构更加紧凑。下面就谈谈语文课“压轴”
结课的一些方法。
一、总结升华情感，进行思想教育
现今的课文读解，已由着眼于文本转向对周遭世界的关注，要求贴近生活，面向实际，所
以，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该既教文、又育人，既是课任教师，又是学生生活的导师和思想
品德的引路人。有位教师在教学《爱如茉莉》结束时，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如茉莉般平
淡却真切的爱，积极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去思考、去感悟身边的爱，让学生明白我们
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爱，这一设计使课文思想得到升华和延伸，关注了文本与学生学习、生活
实践的联系，能让学生更清楚地感受到每天来自不同角落的关爱，并懂得回报，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二、拓展延伸，拓宽见识面
一是拓展阅读，丰富知识。如学习《大禹治水》时，课堂临近尾声，我告诉学生在我国历史
上，像大禹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出示课件）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夸父逐
日……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课后也可以读一读这些故事。让
学生带着新的问题走出课堂，使学生的课外阅读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心理渴望。
二是教师精心收集与本课知识有联系的琅琅上口、通俗易懂的励志俗语作为全课结语，可谓
匠心独运。如学习《青蛙看海》，我送给学生几句名言作为这堂课的结束语：如只要功夫
深，铁杵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有志者，事竟成。这样不仅能巩固知识，检查
效果，强化兴趣，还能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活跃思维，开拓思路，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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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愉快的气氛中把一堂课的教学再一次推向高潮，达到“课结束，趣犹存、意未尽”的
良好效果。
三是拓展作业。如教学《小动物过冬》一文，课堂结束之时，我设计了一项作业：回家收集
资料，了解其他动物过冬的方式，开一个信息交流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介绍一种动物是怎
样过冬的。学生们很感兴趣，下课了，围着我问：“能不能加上一点外貌或其他的生活习
性？可以戴头饰吗？”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三、设置悬念，引导学生思考
课堂教学的结尾也应像文章的结尾一样，讲究意在笔后、悬念迭出，回味无穷，给人一种课
已结束而意未尽的感受，优秀的教师在教学结课时常常使用设立悬念的方法，使学生在“欲
知后事如何”时却戛然而止，从而给学生留下一个有待探索的未知数，激起学生学习新知识
的强烈欲望，使“且听下回分解”成为学生的学习期待。一般上下两节课的内容和形式均有
密切联系的，用悬念式结课较好。“想知道答案吗？等下一节课你们就知道了。”
四、续编故事，提高写作兴趣
小学生对听、编故事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在小学阶段，语文课本中故事较强的记叙文就占了
一定的比例。像这一类的文章，结尾都可以视具体情况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来续编故事。
如学习完《乌鸦和狐狸》一课后，引导学生发挥想象，以“肉被骗走之后”为题编一个小故
事。

师生之间
“学为中心”式课堂思考
□东至县至德小学  马  赛
2016年，我有幸观摩了“千课万人”第二届全国小学数学“新常态课堂”，几天的观课结束
后，感叹大师们的精彩课堂之余，也发现他们的课堂之所以精彩，都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学为中心”，学生们通过大胆猜想、动手操作、积极思考、合作交流的方法最
终获取了知识，收获了成功，而这刚好与课改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在“学为中心”的课堂
中，教师又如何发挥其“导学”的作用，下面就观课谈谈自己的几点浅显思考。
一、巧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欲望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源泉和动力，喜欢学习数学和在数学学习上取得成就的往往是从对数学的
兴趣开始的。有人说数学是抽象的，数学的学习是枯燥的，作为数学教师，要想真正把学生
领进数学的殿堂，就必须使学生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观摩课上，我看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
是教师通过引人入胜的教学情境和灵活多样的教学过程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沉浸在
学习乐趣之中。
在《数学欣赏·螺旋的美妙》这节课上，浙江省特级教师唐彩斌老师引用悬疑电影《达·芬
奇密码》片段，法国卢浮宫馆长遇害，留下一串奇怪的密码：13-3-2-21-1-1-8-5，让学生
尝试用找规律的方法对这组看似无序的数据进行破密，最终引领学生发现奥妙，从数到形，
从斐波那契数列到螺旋线，从生活到数学，再由数学到生活，唐老师一步一步引领着学生在
数学世界里遨游，使之深深感受到数学之美、数学之奇妙。这样的情境创设一下子激发了学
生的探究欲望，主动进入探索数学知识的学习状态，并乐在其中。
二、发展思维，鼓励学生自主探索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的学习需要思考。好的教师绝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需要激励学生学
习、思考、发现问题，引发学生的思维冲突，激活其自主探索的能力，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
中得到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教学。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特级教师俞正强的这节《分数的初步认识》，让人领略到什么是
数学的大智慧。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分数的概念确实很难，而俞老师对学生的认知结构
把握得非常好，循序渐进，注重唤醒学生的经验，再通过具体的分饼、拼饼操作，激发学生
的思维，将枯燥的概念教学变得生动起来，引导学生们独立思考，自主探究，通过讨论再讨
论，从生活化的语言“两个饼”“一个饼”“半个饼”“小半个”，慢慢转化为分数表示的
数学语言，逐步自发总结出半个饼就是1/2，小半个饼就是1/3。特别欣赏这样的课堂，深入
浅出、张弛有度、别出心裁、朴实本真，既展现了名师的风范，更多的是让观课者佩服学生
们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精彩之极、意犹未尽。
三、巧设习题，引诱学生乐意练习
教师留心收集、捕捉和筛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课程资源，充分利用课堂中学生正确的
答案、精彩的见解、独特的解题思路，乃至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资源，巧设陷阱，为了
寻求、发现计算中的规律，数字里的奥秘，学生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地做了许多道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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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单调”的题目。这样的练习学生还会感到乏味吗？这样的练习学生又怎会厌烦？“引人
入胜”可谓教学大智慧。
江苏省南京市的特级教师、数学王子张齐华在《百分数的意义》这节课中，带给我们一个全
新的、会说话的百分数。在学生会读、会写百分数以及了解了百分数的意义之后，张老师出
示了这样的几个源自生活的题目：一件衣服的含棉量是98%；鸽子肉的蛋白质含量大约占84%
；地球上陆地面积大约占29%……学生们对于描述百分数的意义都驾轻就熟，有学生说：“
我认为这件衣服的含棉量是98%，不是纯棉的，不过含棉量已经很高了，穿着应该比较舒
服。”也有学生说：“鸽子肉难怪那么贵，咬上一口，满满都是蛋白质。”还有学生说：“
地球上陆地面积大约占29%。”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在学生们精彩的回答、精准的语言表
达中，百分数“活”了。
通过“千课万人”的活动现场，让我们刷新了对“新常态课”的认识，逐步提升个人对新常
态课堂本质特征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从多元的发展呈现中提升个人的专业发展智慧，为有效
培养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做好教学工作。

教师园地
理性看待学生不交作业
□全椒县十字小学  余德为
学生做作业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业具有诊断功能
和调节功能，作业的功能一方面在于检验教师的教，帮助教师找出教学的问题和不足，决定
哪些内容要重教，哪些内容要采取补救措施。另一方面在于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交作
业是学生的本分，批改作业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教学工作中，教师或多或少会遇到学生不交
作业的情况，对此，教师不可一味地把责任推卸到学生身上，要客观理性地分析原因，找出
解决的办法。
一、主观原因
一是学生对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为作业可交可不交。对此，教师要帮助学生在思想上
认识到做作业对于自己学习的重要意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良好习惯。
二是部分学生学习基础差，学习上存在障碍，作业错误多，经常受到教师的批评，在学习上
经常遭遇挫折，对学习失去信心。对于这部分学生，教师要树立全面的学习观、学生观和人
才观。要用发展性评价的理念为指导，不但关注学生的学业成就，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
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要，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让作业评价成为学生
发展的手段。要承认和尊重学生的学习差异，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经历和体验，及时了
解学生遇到的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进步。
三是学生存在投机心理和蒙混过关思想。这部分学生既没有学习障碍，也非学困生，有完成
作业的能力，却时常不交作业。教师要相信学生，但也不能一味地偏信，出现不正常情况，
教师要找学生访谈，必要时要立即和家长取得联系，只有家校密切沟通，形成教育合力，才
能杜绝类似现象的发生。
二、客观原因
学生不交作业，除了主观原因，还有客观原因。
一是作业难度大，超出部分学生的能力范围，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无法完成。解决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教师要布置弹性作业和分层作业，题目易、中、难三者兼顾。给学生自主选择的
权利。难度大的作为选择题，有能力的做，实在不会的，允许不做。
二是作业量过大，学生负担重。每个教师都应当深入学习新的课程理念，切实把减轻学生负
担落实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去，要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精选作业内容，提高练习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教师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不搞题海战术。此外，教师还要加强横向联系，特别
是期末复习阶段，不同时布置过多作业，让学生有时间去完成作业。
三是作业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每天的作业都是一副老面孔，缺少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和挑战
性，学生对此没有兴趣。学生见到这样的作业就心生厌倦，用他们的话说：“想吐。”
因此，教师要设计多样化的作业，满足学生的需要。既有动笔作业，也有动手实践性作业、
调查研究性作业。既有独立完成的作业，也有合作性作业。作业内容上在不失数学味的前提
下，增加趣味性以及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教师要精心设计作业，把作业当成送给学生的
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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