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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感怀
让德育走进学生心灵
□芜湖市镜湖小学  方  捷
在2018级202班教学已经一个多月了。近视加有点“脸盲症”的我，终于开始分得清班级个
头、发型都差不多的几个女孩儿；终于可以完全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同时，从教多年的经
验也使我轻松、自然地摸清了学生们的性格、脾气以及各种行为、学习情况。
对渐行渐远的，已经毕业的602西瓜班学生的留念之情没有变淡，对202新2班学生的感情更
在与日俱增。喜欢他们在每节课下课时，就着上课话题找我聊天；喜欢他们和我私下说话的
时候摸摸我的手或胳膊，喜欢他们得到我赞许的目光和表扬时那骄傲的神情。课堂教学中，
越来越有秩序，我们之间越来越有默契；课外作业中，学生们的字迹愈发工整。一切都在发
生着悄悄的、喜人的改变。
国庆大典的隆重与喜庆慢慢成为过往，10月份对小学生们的训导和德育渗透，就让我们从国
庆档的电影《中国机长》说起。第一节语文课，我们没有急于走进课文学习，借着晨会广播
4~6年级各班大队委候选人介绍事迹的机会，我引出话题：这些大队委候选人是我们学校的
榜样。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比如国庆期间上映了一部电影《中国机
长》，很多学生点头表示听说。我简单介绍了机长将一架前挡风玻璃破碎的飞机，在零下四
十度低温、缺氧、仪表盘全坏的逆境下，凭借坚强的意志力，手动操纵飞机直至平安备降成
都。后面我主要引出了这位机长所讲的三句话：“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我在
黑板上写出了“敬畏”二字。我说敬畏是什么？敬畏，不是表面上的害怕，也不是表面上的
“尊重”，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从而产生的自律精神。而现在我们的小学生，尤其是低
年龄段的学生，对待学校教育、对待教师、对待学校规则缺乏一种敬畏之心。
全班鸦雀无声，同学们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有几个人特地把坐姿调整得更加端正。我说：机
长经历飞机差点失事这样的事件，对待旅客、对待生命有了更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们小学生
也要敬畏生命，生命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不要以为生命安全问题离大家很遥远。意外无处
不在，校园安全，更是我们小学生需要注意的。从高台阶上往下跳；下课攀爬在走廊栏杆
上；在操场上飞奔导致被高年级大哥哥撞到……这些意外都可能在不经意间降临。这就需要
我们对待学校的规章、班级的规则、对于教师的谆谆教导怀有敬畏之心。
几个因为课间做危险游戏而被点名的学生，由开始的不服气（还想指认更多同伙被教师制止
了），神色也由不服气想辩解而变得肃穆起来。我看着他们，继续：怀有敬畏之心，我们才
会在每一次升旗仪式时，自觉地行队礼唱国歌，而不是让教师嘶哑着嗓子让这位或那位同学
站好不要讲话；我们在每一个课前准备时，才会按照教师规定的细则准备好学具，收好书包
水杯，静等教师来上课，而不是站着，歪着身子大声喧哗……怀有敬畏之心，才会认真记录
每一次作业，按要求完成每次的学习任务，而不是丢三落四，事事不上心。
这十分钟的训导，由伟大的机长引入到我们校园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不断强化我们每个学
生、每个成人都要具备的“敬畏之心”，相信年纪虽小但情商都很高的学生会有所感触，有
所感悟。
新2班姚同学妈妈在跟我聊天时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他自己画，会随心
所欲，大人引导，画会越来越美。
语文的学习永远离不开它的两大主旨：工具性和人文性。语文既是我们学习其他学科的基
础、工具，也是我们的学生了解社会，提高情商，培养人文情怀的阵地。希望借助我的语文
课堂，渗透德育教育，希望新2班的学生们，能更加懂事，更加优秀！
最后，和家长共勉：怀有敬畏之心，才能让学生更加自律、坚强、果敢；怀有敬畏之心，才
能在成长过程中关注每一个细节。
秉承对校园规章的敬畏之心，家校合作、共同育儿之路将会更和谐、更美好！

高效课堂
小学数学计算错误资源有效利用
□砀山县西关小学  李  艳
我在调查中发现75%的学生对计算练习题兴趣不高，会觉得枯燥乏味，每次做试卷总是把计
算题放在最后做，而且错误率最高。对于教师而言，学生每次出现的计算错误就是一个再生
资源。教师应有效利用这些计算错题，一方面建立错题资源库，积极反思促进自身专业发
展。另一方面让计算错题成为课堂上的闪光点，引领学生学会主动搜集、归纳、整理计算错
题，培养其认真学习的好习惯和自我检查能力，达到自主建构的数学知识和思维方法。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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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针对性研究。
一、培养学习兴趣
培养计算兴趣为计算能力奠定基础，兴趣可以有效推动学生认真学习。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为了让学生们喜欢做计算题，我根据学生爱玩好动的特点设计了各种有趣的游戏，让学生在
游戏中练习计算题。比如在教学生十以内的加减法时，我精心设计了伸指凑数游戏：师生共
同确定一个数，比如10，要求教师伸出的手指数和学生伸出的手指数加起来等于10，当教师
伸出3个手指后，学生需快速伸出相应手指7，同时需齐说算式3+7=10。以此来反复练习10的
加法。在玩中做加法题，学生们很乐意。再比如口算题，我设计了开火车的游戏：课前准备
好算式卡片，每节课前三分钟利用开火车游戏练习口算题，虽然是反复练习，但学生很喜
欢，乐此不疲。这些游戏简单、方便、易行，能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
我还让学生们进行结对子比赛，每周为一个比赛周期，比比谁的错题最少，并奖励错题最少
的学生，这样学生们在做计算题时更加细心认真，唯恐出错。我认为，在计算教学中，教师
应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适时鼓励表扬，创设情境教学，激发学生学习计算的兴趣。
二、整理计算错题
教师应指导学生对平时在练习题、作业中出现的计算错题进行归类整理，形成典型错题资源
库。具体来说，我让每位学生都准备一个错题本，不管是课堂练习题还是课后练习题，一旦
发现错题，全都抄在错题本上，并把错误的计算题改正后在旁边写出错误原因，抄的时候要
归类、整理好。经过一段时间，我明显发现学生计算错误率减少了。当然，对计算错题进行
分类、整理的还有教师。不管是学生的课堂作业本、课堂练习还是家庭作业本，不管是考试
卷还是练习卷，教师只要发现学生的计算错题，就随时用手机拍下来，抽空把这些错题打印
出来，进行分类、归纳、整理。
三、找准原因，对症下药
小学生计算出现了问题，教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粗心”“不认真”“马虎”等，要全面地
进行分析研究。根据我所了解的计算错题原因主要分知识性错误和非知识性错误两类。
知识性错误主要是概念含混，计算法则没记住，知识点没有掌握牢固导致的错误。比如10以
内的加减法不熟、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三位数加减三位数或者更大数的计算错误率肯定高。
同理乘法口诀没记牢，两位数或者三位数乘除法或者更大数的乘除就容易错。针对口算基础
薄弱的学生，我在布置家庭作业时会分层设计，加强基础口算练习，并多和家长沟通，共同
进步。针对算理、法则掌握不牢的学生，我会让他们在纠错中理解算理，记住计算顺序。非
知识性错误，主要是学习不认真、粗心、马虎导致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几乎天天见。比如一
位优秀的学生将100-23写成了100-32；或是将竖式得数73，潦草地写成了13。针对学生的粗
心、马虎、不认真的学习习惯，我让学生在做完一组计算题后，自己当小老师先检查一遍，
并对检查出错题的学生表扬鼓励。我发现学生们都很积极，也变得更细心认真了。
四、有效利用计算错题资源
对教师而言，计算错题是第一手资源，应充分利用资源。教师可与全班学生一起探讨错误原
因。比如在一年级下册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加时，我班学生阮琳涵到黑板上板演5+39=89。
不对！于是这道错题成为全班学生一起研究的对象。我问学生：在列竖式时首先要注意什
么？学生答：相同数位对齐。说完，阮同学立马醒悟：5是个位数不能和十位数3相加，只能
和个位数9相加，错误出在相同数位没有对齐。如此反复，学生会在错题的改正和总结中建
构数学知识和思维方法。

素质与创新
让留守未成年人在关爱中成长
□金寨县明强小学  管昌华
开学初，作为班主任，我按照惯例对全班学生进行信息登记，其中留守未成年人的比例让我
颇为震惊，52名学生中，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的学生有25人，几乎占到了全班人数的
1/2。初中阶段的留守未成年人年龄大都在12~15岁之间，正是成长的关键时期，但是由于父
母不在身边，导致他们家教缺位、亲情缺失、监护缺乏，从而造成留守学生人格不健全、心
理和行为出现偏差、安全得不到保障、学习状态不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对于学生的健康成
长和班级管理都极为不利。作为班主任，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是平等的，对于留守未成年
人，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使他们“离开父母不乏亲情，留守在家不缺关爱。”具体来说，
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的：
一、用爱心温暖心灵
都说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是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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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打工在外，即使有的学生父母一方在家，也是忙于生计，无暇用心关爱他们。 多数学生
由爷爷奶奶照管，隔代教育和家庭的不健全，导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自卑、内向。为了弥补
这种亲情的缺失，让这些留守未成年人享受爱的阳光，扬起自信的风帆，我充当起“临时家
长”的角色，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呵护，用我的爱敲开
他们的心灵之门。
我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用父母的心去疼爱他们，用家长的责任去关注他们，并
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关注：在精神上，多给他们一丝微笑、一句赞扬、一份宽容，成功时给他
们鼓掌，失败时给他们打气，伤心时给他们安慰。在生活上，多给他们一点关爱，天冷时叮
嘱他们加衣，下雨了道一声：“路上小心！”病了及时送他们上医院治疗。我还通过有益的
班级和团队活动，号召更多的同学靠近、关爱他们，营造一种温馨的班级氛围，让这些学生
对教师充满爱意，对班级产生依恋，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和班级氛围对留守未成年人良好的
个性、健全的人格养成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用诚心沟通情感
中学生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人与人的交流对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极为重
要，而留守未成年人在这个阶段往往却是封闭的，也是不自信的，因此关爱留守未成年人，
必须以一颗真诚之心，多和他们进行情感的沟通和交流。
只有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才能了解他们，洞察他们微妙的内心世界，及时疏导出现的心理问
题。除了平时的谈心之外，我尽量在课下多和学生接触，双休日里有时打电话询问作业情
况，有时家访了解生活情况，还利用教语文的有利条件，鼓励他们写日记，把自己的烦恼、
痛苦、日常琐事写下来，这样他们的情感得到了宣泄，我也及时了解了他们的内心，最重要
的是可以在批阅的时候，充当他们的“知心大哥哥”的角色，有的放矢地加上“评语”：有
的同学考试失利了，流露出沮丧情绪，我鼓励他：“失败乃成功之母，老师相信你不会被打
倒的，继续努力！”有的同学脸上长痘痘了，惊恐不安，我安慰道：“恭喜你！长痘痘说明
你离成熟又近了一步，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有的同学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矛盾重重，
我告诉他：“理解是相互的，你想过爷爷奶奶的感受吗？”我觉得这种情感的交流，似涓涓
细流，更易被学生接受，不觉间师生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座信任与关爱的桥梁。
三、用细心关注生活
每一位留守未成年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处于
青少年阶段的学生，他们的心理敏感而脆弱，容易受伤害，所以我平时从来不在班级中提到
“留守未成年人”等之类的词语，在保护他们自尊心的同时，把关爱落实到点点滴滴的细节
之中。对于留守未成年人，班主任要时时刻刻做一个有心人，细心地关注每一个人，留意他
们的点点滴滴，既要让他们感受到教师的细心关爱，又要捕捉他们细微的行为变化和思想波
动，防患于未然。
四、用真心发现闪光点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世界上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学生
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对于留守
学生，我们更应该学会赏识，长其善而放其失。
留守学生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和约束，在行为上往往缺乏自制、自觉性很差，造成性格放
纵，给班级管理和他们自身的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如果只是一味地训斥、批评，不但不能解
决问题，反而会让他们破罐子破摔，变本加厉。换个角度看，其实每一位学生都有闪光的一
面，用赏识的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用开发潜能的育人观念，展示他们与众不同的
才华，往往会事半功倍。
五、用耐心守候成长
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是教师最大的幸福，但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留守学
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班主任一
定要有一颗宽容之心和足够的耐心，静静地守候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总是严慈相
济，严格要求，耐心引导，及时肯定他们的点滴进步。
“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
情也会消融。”留守学生已经缺失了完整的亲情，作为一名班主任，我愿意用我的努力播洒
爱心，为他们缺憾的生活涂上一抹温馨的色彩，让每一段美好的少年回忆，让爱的阳光雨露
滋润他们的心灵，用一片丹心呵护他们健康茁壮成长。

第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