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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教育
春风轻抚冰雪融
□蚌埠高新教育集团第三实验小学  邱丽娜
毕业典礼的篝火晚会已近尾声，迎着朦胧的灯光，抬眼望见的是一双明亮的眼睛，微微颤动
的小手中捧着一个精致的饰品——几颗晶莹的小佛珠串成的手机挂件，“老师，送给您。”
居然是我们班的周同学，我激动地和他拥抱在一起，目光穿过他的肩膀，看到的是他妈妈含
满泪水的双眸……
我们班的周同学是年级“红人”， 作业不写，成绩落后，学校活动一概不参加。三年级下
学期，我有幸接手这个班级，刚接班就从其他教师那里了解到周同学的情况，当时初为人母
的我已比以往多了几份包容和耐心，相信就算是冰雪也总会被春风吹融，对于这个学生，他
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暂时优异的成绩，更需要来自外界的关心和爱护，我要试着用温柔和耐
心感化他，帮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
可能是换了新教师，周同学虽然对人冷冰冰的，但刚开始的作业还能基本完成，可是坚持不
到一周，就出现了拖拉作业的情况。于是在一个周五，我将他留了下来，要求他补齐作业再
走，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他的家长。终于在华灯初上之时从班级的前门闪过一个人影——
是孩子的妈妈，略显蓬松的头发，一张白净但没有血色的脸庞，眉宇中含着忧愁和不满，而
言语中却又显得很卑微。这是第一次和她面对面详谈，在交谈中逐渐对她和她的家庭有了更
多的了解。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和娘家人住在一起遭冷眼；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好，和自己不
愿多交流；工作中也不顺心，以致一直赋闲在家。只有信奉佛祖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些许
安慰，也是在信奉佛祖的过程中让她认识到人生在世一切早已注定，孩子的学习也不能强
求，他学成什么样，命运都不会改变。与其这样不如让孩子在童年阶段过得快乐些。虽然我
极力相劝，但无果，于是我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周同学的身上。
通过观察，我发现周同学自卑，在班级朋友不多，也不愿与人交流。同时，我也发现他每天
最开心的时候是午餐时间，吃得又快又多。于是我就利用午餐时间和他聊天并了解到，因为
妈妈信佛，独自在家带他时不吃荤菜，只有爸爸每月回来的那几天才能吃点肉，同样身为母
亲的我，听着格外心疼。于是每天的午餐盘里，他总会比别人多一些肉，我的细心也被敏感
的他发现了，他逐渐拉近了和我的距离，偶尔也愿意写写我布置的作业，需要抓差补缺时，
他也能主动配合，不再趁机溜走了。只要他稍有进步，我就会在班级表扬他，帮助他增添自
信，他也开始与周边的同学在嬉戏玩耍了 。
六年级了，学生即将毕业，在最后一次家长会中，我播放了我接班以来学生们在活动和学习
中的照片，尤其是一些后进生在活动中快乐欢笑的照片。会后，周同学的妈妈一直站在角落
等其他家长都走完才缓缓来到我身边，还未开口，泪水已滑落，“谢谢，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没有想到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能过得这么快乐，能笑得这么开心，真谢谢你！”我的心头一
颤，一句朴实的谢谢，让我知道我的心血没有白费。也许，三年半的语文教学只让他在毕业
考试中取得80多分，这不能算是优异。但是周同学从原先的愁眉苦脸到现在的笑颜如花，从
原先的抵触教师到现在的主动交流，从原先的怯懦自卑到现在的阳光自信，我觉得我是成功
的，我对学生的真诚关爱使他得到了快乐和自信，使他拥有了奔向梦想的动力。
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的梦才是中国梦。作为一名班主任，在平日的教育
教学工作中，除了要保证学生的学业成绩，更要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和良好品质。成才先成
人让每个学生都要有积极向上的梦想，并有着为梦想不懈努力的健康心态，才能实现中国
梦。周同学的家庭，我无力改变，但是我用春风般的师爱去感化他的心灵，因为只有用真诚
的爱心，才能敲开学生那扇禁闭的心扉之门，融化冰雪。

教师园地
德育是一种唤醒
□东至县实验小学  许松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有才无德，有德无才，都是教育的缺失。德育是素质教育的有
机组成部分，它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推进社会的进步，具有
重要意义。不久前，我有幸参加池州市校长德育教育提高班，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为期
4天的学习，现将上海之行的收获与思考汇集成文，与教育同行共同探讨。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
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解析“学校”这个名称，说明学校不仅是“学”知识、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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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更是校正学生政治法制、道德心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地方。教师除了培养学
生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要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学校；热爱
社会、热爱国家，具有健全的人格，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健
康快乐地度过一生。
由于德育工作的抽象性和学科成绩的压力，学校在实施德育工作中重说教轻活动的现象普遍
存在。在一些学校，德育工作要么成为班会课上的说教，要么简单落实在学科德育教学上，
其效果可想而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提倡把教育寄予在乐
趣里，寄予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让学生悟得道理的一种教育方式。陶行知先生曾说，“行
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学生通过活动悟出来的道理，将受益终生。德育活动的内容广
泛，譬如开展“学雷锋活动”“清白行动”“爱心捐赠”“主题班会”“理想教育”主题活
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既能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又能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团结协
作、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最低的标准是看教师和学生喜不喜欢这所学校。我们常说的学校“三
个发展”：即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在三个发展当中，学生发展应是第一位的，
一切德育工作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教师预设的德育活动，如果不是学生感兴趣的或需求
的，其效果一定不好。因此，德育活动要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立足点和落脚点：要了解学生的
兴趣和需求；结合国家政治、社会热点、公共事件等，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
生在乐中学，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
一位作家曾说，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
起来成为社会。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才是公民社会最
重要的黏合剂。校园文化在学校尤其是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校园文化不但可以陶冶
师生的思想道德情操，而且使学校品位得到提升，追求卓越，自成特色。学生身临其境于环
境优美怡人、文化气息浓郁的校园，长期耳濡目染，就会将道德“内化为对心灵的净化，外
显为行动”，德育工作也就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课堂教学
高效朗读教学的思考与探索
□霍邱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朱  姝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朗读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训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道出了
“劳于读书，易于作文”的真理。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已成为很多小学语文教师的共识。
如何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现谈谈个人看法。
一、把好文本的“脉”
   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情感基调，如果我们教师能把握好课文的情感基调，这样也就基本
把握了感情朗读的“金钥匙”。如苏教版五年级上册课文《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作
者以敏锐的目光捕捉了大自然的奇趣妙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大自然的绚丽多姿，教师让
学生朗读的时候应该带着轻松、喜爱的心情去读，语调应轻快、活泼，读出与大自然的亲密
无间；而本册中《在大海中永生》一文，讴歌了伟人的不朽功绩，表达了人民对伟人的深深
怀念之情，教师要让学生朗读的时候饱含深情，语速缓慢、语调低沉。文章是作者情感意志
的表达，语文教师要善于“披文入情”，把暗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披露出来，只有做到文本
细读，才能更好地把握情感，在进行朗读指导的时候，才能做到运筹帷幄。
二、静思默想酝酿情感
孔夫子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学生读书若是像小和尚念经那样——口到心不到，即使
读上千遍，“其义”也不能“自见”。因此，“朗读”要与“静思默想”结合，才能显现其
独特的美丽。在阅读中，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读，慢慢地读，静静地读，边读边思考，遇到重
难点可以反复读、细细品，还可以停下来思考一番，待明白后，再读下去。学生只有静下心
来，沉浸于文本之中，才能调动起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从不同角度对文本进行不同
解读，产生独特的体验。
以苏教版四年级上册课文《泉城》为例，我在让学生感知了全文后，组织学生深入感受作者
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感受。我对学生说：“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很特别，请同学们用笔划出
最能体现作者想象丰富的句子，认真地读一读，体会这样写的好处。”学生拿起笔边读边
划。接着，我说：“找好的同学，可以读读找好的句子，想想你体会到了什么，等一下把自
己的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学生再次默读句子进行深入思考并整理自己的语言。学生在读
中把一颗颗稚气、晶莹、澄明的心灵放飞于语言的天空里，从而产生或喜或悲，或怒或乐，
或爱或恨，或敬或憎的情感体验，为进一步感情朗读奠定情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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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榜样示范作用
优秀学生的范读是学生提高朗读能力的最好榜样。如我所带班级的很多学生都在朗诵比赛中
得过奖，我就为这些学生搭建一个展示的舞台，如利用晨读时间，每天专门安排十五分钟，
由这些“朗读高手”轮流展示课文的朗读，有时也请这些学生带领全班朗读。在优秀学生的
带领下，全班有感情朗读的氛围更浓了，其他学生的朗读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当然“朗读高
手”涉及的面可以广一些，除了这几个学生，班里其余优秀的学生都可以参与。此外，我还
利用班会课开展美文诵读、经典诵读、讲故事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这样一来，既是对优
秀学生的鼓励，更能对其他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当自己朗读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比平
时更认真了，更专注了，读得也更好了。
叶圣陶先生说：“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一种享受，而不看作一种负担。一遍比一遍读
来入调，一遍比一遍体会亲切，并不希望早一点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抱着这种享
受的态度是最容易得益的途径。”这便是语文课朗读所应追求的境界。若想要追求这一境
界，我们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在指导学生朗读上下功夫，寻找有效的方法，让
我们的小学语文课堂书声琅琅。

师生之间
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数学
□全椒县前进小学  朱伟俊
现代教育学家斯宾塞指出，“教育要使人愉快，要让一切教育带有乐趣。”现代教学论认
为，课堂上除知识对流的主线外，还有一条情感对流的主线。其实情感这条主线在小学教学
中尤其重要，因为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可以消除紧张的情绪，抑制学习中的疲劳，保
持旺盛的精力和浓厚的兴趣，从而有效地提升他们的感知、记忆、抽象、思维和实践能力。
那么如何突破传统，让课堂生动起来，让学生学快乐的数学呢？
数学学习过程应该以学生的整体心理活动为基础，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相统一的过程。尽管
我们的教师都知道“以学生为主体”，但真正到了课堂上，不少教师还是“以教为本位，以
讲为主体”。教师滔滔不绝，学生昏昏欲睡。久而久之，引起了很多学生的苦恼、恐惧等消
极感受，阻止学生全力以赴地去学习。这样对学生的发展不利，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也不
利。
教师要让课堂生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在优化教学方法、讲究教学艺术上大做文章，只有教
师少讲，课堂才能兴味盎然。在数学教学中，为什么同一类型的题目，学生反反复复地产生
错误，搞得教师窝火，学生丧气。很大原因就出现在我们教师身上，没有充分让学生参与教
学，没有让学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亲历亲为，能力没有得到锤炼和提高。因此，在教学
中，教师不要整堂讲，学生听，作业满天飞，要充分解放学生的空间和时间，要引导学生多
思善问，使学生在循循善诱下主动、快乐地参与学习。
如在教学“千米”的知识时，我们可以让学生走出教室去，看一看，让学生估一估一千米大
致有多远；走一走，让学生感受一千米的实际距离。在教学“长方形的面积”的计算时，让
学生带着测量工具，到操场上、花坛边去量一量，感受“面积”的大小、“长”和“宽”与
“面积”的关系。这些活动都是学生非常喜爱的，这不仅使教学充满了活力，而且使数学与
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同时还培养了学生“亲数学”的思想。
因此数学教师的任务不仅要使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过程，尤其
应重视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情感投入，学生对数学“丰富的感觉”，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
给学生以“有趣”和“成功”的体验，让数学变得有情趣，让学生能快乐地接受，真正做到
“发展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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