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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城北小学 葛红蕾

“蕾老师，给。”小文递给我一个红色的盒子，仔细一瞧，

是“小蜜蜂”扩音器，我这几天正犹豫着是否要买呢。小文转

身与小周手拉手走回教室，我心头顿时感到一阵温暖，事情

还得从两周前说起……

学校庆“六一”动漫秀活动准备期，班里女生对活动很感

兴趣，准备剧本、设计服装、练习走秀，忙得热火朝天，下课时

间还在走廊上排练。由于周围声音太嘈杂，小倩向我借走了

“小蜜蜂”。

当时我正埋头批作业，就随手把“小蜜蜂”递给她了，却

忘记告诉她按钮不太好使。

果不其然，到了中午，小禾低着头讪讪地说：“蕾老师，

‘小蜜蜂’按钮坏了，按下去弹不上来……”

小倩在一旁轻声地问：“蕾老师，这‘小蜜蜂’是不是和电

脑一样？”

小倩是觉得“小蜜蜂”和手提电脑一样贵，还是一样重

要？我没听明白，但这两样都是我上课时的必用工具。

为了不增加学生们的负疚感，我打断小倩的话说：“没事

的，你们去吧。”说罢，便把“小蜜蜂”放在一边继续批作业，心

里想：唉，又得扯着嗓子上课了……

上课时，为了让学生们保持安静，我告诉他们自己这学

期用“小蜜蜂”的原因：蕾老师得了甲状腺结节，医生建议尽

量不要大声说话。我还打趣：“一旦结节增大，就得动手术，

在喉咙上抹一刀，这可无疑是种自杀行为。”

学生们显然被我唬住了，上课的时候安静很多。可由于

复习阶段的特殊性，我一天得上好几节课，为了让学生们听

得更清楚，又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喉咙有些哑。

我想再去买一个“小蜜蜂”，但考虑到，一是很快就要放

暑假了，二是不知买哪一种牌子好，三是听人说质量再好也

还是要坏，所以一直没再买。

今早起床时还无意识地想到扯着嗓子喊也不是办法，没

想到细心又暖心的小文就给我这样一个惊喜，出现了本文开

头那一幕……

我对正在教室里发试卷的班主任许老师说：“许老师，我

今天真高兴。”

“什么好事，说来听听。”

“刚才小文给了我一个扩音器，不愧是五年级的学生，长

大了，真懂事。”

我俩会意地一笑……

暖心的“小蜜蜂”

□本报记者 张纯纯

“亲爱的刘姥姥：你好呀。这三年时

间真短啊……您让我们对数学从陌生到

爱上……拒绝毕业。”像这样的手写信，

浙江省数学特级教师刘善娜陆续收到不

少，这是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601班

的学生毕业前夕写给她的。

学生送给刘善娜一个外号——“刘

姥姥”，虽然听起来有点土，但学生觉得

很可爱，刘善娜自己也并不介意，因为她

和学生都喜欢《红楼梦》里的刘姥姥。

刘姥姥进的大观园是别人家的，而

刘善娜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数学作业大

观园”。

作业量减少了，作业个性反增
课前1列口算、课上1页《课堂作业

本》、课后1页《每课一练》……几年前，

周而复始的作业模式让刘善娜在每天批

改作业、分析作业、订正作业中感到“忙

且累”，也让她的学生慢慢厌恶数学。

“就这样混下去吗？”

刘善娜心中的答案很清晰——改

变势在必行。“减少批量作业”是她的第

一招。

2015年寒假，501班的学生收到一

份“寒假数学作业超市选购单”：

“一号商品：完成《寒假作业本》中和

老师一起选定的20道好题。”

“二号商品：写400字以上的数学日

志1篇。”

“三号商品：制作一张错题卡。”

“四号商品：创作数学绘本。”

……

不仅寒假数学作业变得多样有趣，

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购，这个

新开张的“作业超市”一下子人气爆棚。

但这并不是501班学生第一次享

受“作业自由”。每当学期开始，刘善娜

总是会组织学生谈话，在《浙江省中小

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中筛选，选出大

家公认最有价值的练习册；期末复习阶

段，面对大量的复习资料，刘善娜除了

自己做“下水题”以外，也会让班里学有

余力的学生帮忙筛选好题。

“尽管我的本意是想减少批量作业，

但我要让学生感到，这是他们自己选择

和努力的结果；要让他们意识到，放弃其

他教辅材料，前提是做作业的时候要更

认真。”刘善娜在选购单的最后写道：“希

望你们愉快地为自己的选择而努力。”

“布置个性化作业”是刘善娜的第

二招。

要是问刘善娜身边围绕着的学生什

么时候最多，那一定是她在黑板上抄写

“每日一题”的时候。“每日一题”有一定

难度，原本是给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设

计的，做与不做，学生自己决定，不做的

决不批评，做对的则可以“榜上留名”。

“我没有想到学生会如此在乎‘每日

一题’。他们争着抢着抄题，有些学生从

上午做到傍晚，真是做了错，错了又做。”

刘善娜说。

与“每日一题”相类似的还有“计算

接力本”和“难题接力本”，方法是：在四

人小组内，由其中一位组员针对特定组

员精心出一道计算题和一道难题，答题

完毕，出题者还要负责批改或点评。刘

善娜要做的是，查看组员之间的合作是

否有效，题目是否掐准了当前的学习重

难点等，并根据这些情况给接力本评出

星级。

刘善娜相信：“这些个性化的作业能

够刺激学生‘好了还要好’的心理，

那些做了三四次甚至更多次才成功

的学生，快乐不会比那些一次就做

对的学生少，更不会比没参与解题

的学生少。”

作业只是一道题，完成方式千千万
刘善娜曾连续3年坚持在博

客上写教学反思日志，每天形成的

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智慧都

被真实地一一记录下来。

“学生家长、同事，还有我的

师父都要看这些日志，每节课就

相当于变成了半公开课。有时候

为了第二天有东西可以写，总会

想尽办法让课堂更加精彩一

些。”刘善娜喜欢这种“自动引入

的半监督”状态，她决定让学生

也一起试一试这个办法。

刘善娜每天在博客上写日

志，既记录教学上的“问题案例”，也描述

日常学习生活的美好，写完就让学生在

下面跟帖，让学生也写一写自己的数学

日志，内容包括：我怎么理解今天课堂上

的数学知识，我要学什么（预习），我有什

么发现、困惑、收获等。创新想法、深入

思考、自由争论都在小小的留言区迸发

出来，学生对探究数学问题的兴趣越来

越浓。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方面，当数学日志主题过窄时，学

生开始互相模仿，日志千篇一律，一旦放

宽撰写范围，学生又变得无从下手；另一

方面，通过网络撰写数学日志过于考验

学生的自制力，有的学生以做数学作业

为由，玩起了网络游戏。

这些问题迫使刘善娜决定，再次“进

化”自己的作业模式。她在数学日志和

常规作业中取了一个折中方式——探究

性数学作业。“数学作业让学生自己做

主，让每一份作业都感觉不一样。”刘善

娜说。

黑板上，刘善娜的数学作业往往只

是一道很简短的题。

“用 20+X=100 描述一件生活中

的事。”

“我们已经认识毫米、厘米、分米、米

这 4个长度单位，它们之间有什么关

系？想一想生活中的物品都适合选用哪

个长度单位？”

……

学生可以用任何形式去解答分析。

有的学生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但语

言表达能力很强，拍讲解题目的视频时，

在镜头里既自信又大方，平时做不好的

数学题也能讲得清晰有理。

有的学生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作业

中既有精美的手绘图画，也有逻辑清晰

的故事情节，还有严密的解题过程，一本

小小的原创数学绘本就这样诞生了。

……

“能力强的学生能够生动幽默地将

数学知识进行‘创作式’表达，很有儿童

的个性魅力；而学习相对困难的学生，则

会将课堂所学进行‘复制式’回顾和呈

现，重在知识概念的巩固和言语表达。”

刘善娜觉得，“这样的数学作业是一方探

究的舞台，能让数学作业在学生的眼中

变得有意思。”

唯空白处可挥毫，数学是画出来的
每当收到学生的探究性作业，刘善

娜恍然有一种自己是美术教师的错觉。

小小的作业纸上总是五彩斑斓，边边角

角都被学生见缝插

针地画上可爱的卡

通人物、热门的网络

表情包等。

虽然小学生喜欢

用画画来表达想

法，但在刘善

娜 眼 里 ：

“学生擅

长 画 的

只 是 基

于 生 活

经 验 的

图 形 ，一

旦遇到‘数

学画’，他们就

要败下阵来。”在 2016

年奉化区数学学科毕业卷抽样分析中，

大数据显示：小学第二学段学生的画图

能力、读图能力都不够理想。

明明学生喜欢画画，为什么却看不

懂也画不好“数学画”？

“解决长方体的表面积、体积问题

时，学生有时需要画草图，但在这之前，

却没有教师教过他们长方体的‘三视图’

该怎么画，切割和拼接如何来表示，标注

数据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师们都是

在习题分析时，突然开始‘画’起来，学生

自然是云里雾里。”

这些教学内容上的空白，使刘善娜

把自己变成了一位“画师”，在空白处“挥

毫泼墨”，进行具备实操性、系统性的教

学设计和作业设计。

利用单元复习课或练习课的时

间，刘善娜尝试在主题式教学的背景

下对学生进行“数与画”的系统训练：

“画数据”解读隐含的有用信息，“画推

理”提供清晰的思维路径，“画对比”助

力学生辨析差异，“画验证”培养可视的

逆向思维……“我想要的‘画数学’，并

不只是简单的图式教学，而是要一节课

一节课地去培养学生的画图能力，要让

学生心里明白，‘数学画’不仅仅是老师

讲解的手段，更是学生自己学习的方

法。”刘善娜说。

在刘善娜的QQ上，有一个“小学

探究作业探究群”，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1000多位数学教师，他们会在群里分

享自己在作业探究上有意思的实践。这

些教师就如同无数个“刘姥姥”一般，来

到刘善娜的数学作业“大观园”中，看到

些什么，带走些什么。于是，更多的“大

观园”出现了。

“刘姥姥”和她的数学“大观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浙江宏达南浔学校
宋国萍

六年级男孩迅哥儿，体型匀称，皮肤白皙，美目顾盼，能

言善辩，在班里人缘极佳。

坊间传闻：小孩近视不能配眼镜，眼镜越戴越近视。科

学实验却表明：正确佩戴眼镜能有效防止近视度数加深。如

果学生已经近视却不矫正，反而会加大眼轴焦距，加深近视

度数，甚至造成斜视。

迅哥儿有近视，经我提醒，他母亲极为重视，带他去验

光，度数并不高，左右眼均75度。眼镜配好了，迅哥儿却常

常不戴，或找借口说落在家里了。我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

他却不以为然。

起初，我以为他单纯是因为戴眼镜不舒服，后来发现迅

哥儿极在意自己的形象，是啊，是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了。

我想到了“乐学币”，它是班级日常奖励积分，学生们平

时很在意。“迅哥儿，你又没戴眼镜啊。快点戴上。下次被我

发现，罚5个乐学币。”

第一次被罚的时候，迅哥儿极为心疼，乐学币不好挣啊，

接下去两天他都戴着眼镜。可是，很快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而被罚时，他神色漠然。我才发现，用乐学币抵扣惩罚是多

么简单粗暴，执行过多，会让学生只关注惩罚本身，而忘记了

惩罚的意义。

可怎么才能让迅哥儿主动佩戴眼镜呢？某日，当我打开

化妆包，看到一支魁可17号色，突发奇想——

“迅哥儿，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口红呗。”

“喏，这口红一直闲置不用，挺可惜的，宋老师想让它派

点用场。这不？提醒你戴眼镜大半年了，宋老师想啊，要不

就用口红给你画个眼镜吧，省得你眼镜戴上摘下太麻烦。”

迅哥儿变出一张苦瓜脸。一个女孩叫起来：“老师，您太

奢侈了吧，用口红画眼镜——”

一个男孩热情地递上一支马克笔：“老师，这个好用。”

我坏坏地一笑，慢慢打开口红盖子，旋出一小截：“没关

系，还是口红安全，颜色好，不扎眼。”

“老师，我戴——我不会忘记的。”迅哥儿忙不迭地躲，求

饶很快，笑容很迷人。

我见好就收：“嗯，这样吧。再给你一节课时间，如果坚

持佩戴眼镜，我就再等一天，以观后效。”

就这样，在一支口红的“威胁”下，迅哥儿整节课都没有

摘下眼镜，一整天都没有，第二天也没有……

大多数时候，对学生的教育确实应该是苦口婆心，循循

善诱，春风化雨，期待润物无声；可要知道，一些“凌厉”甚至

“粗暴”的方法，看似毫无道理，学生们却专“吃”这一套。

学科教学中我们常常强调“教无定法”，其实，育人不也
如此吗？

怕口红的男生

——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刘善娜的作业之道

（上接第1版）
每天上学，曾博文都要经过一条斑马线，

到小区对面的车站等公交车。可每次过马路

时他都感到心慌：“好多回，公交车停下来让

我了，可旁边突然冒出一辆车，嗖的一下子冲

过来，挺吓人的。”类似的经历，曾博文的同桌

钱阳也有。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念头：是不

是可以做一个课题——关于杭州部分道路斑

马线让行中安全隐患的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考察测算，结合网上搜索的数

据，曾博文们提出了在斑马线前设置公交车

预警线的观点：公交车退后3.75米，就可以

相应减少盲区。

“曾博文等同学的研究结果，不仅受到

中央电视台关注，还引起了杭州市政府的重

视。”申屠永庆介绍，近年来，浙大附中开设

了一门综合必修课——课题化社会实践，每

位学生都要在一学年结束时，提交一份可以

合作完成但必须是原创的调查报告。

“这要求教师能跳出教材，穿越各种学

科边界开发丰富的资源拓展性课程。”马继

生介绍，该校教师跨界开发了10多门相关

选修课，在学校5公里范围内的中国茶叶博

物馆、浙江图书馆、西泠印社、杭州植物园等

成立了13个浙大附中课程基地。“最可贵的

是，我们的指导老师通过网络开展云端课

程，并为学生们提供随时、随地、随需的课题

研究云辅导服务。”

近7年来，该校有7个项目获得浙江省

青少年创新实践活动一等奖。其中，《杭州

市部分道路绿化中交通安全隐患的研究》获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而当年自己班里一个学生都没教到的

班主任吴思萍，如今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她教

育出来的这个班里的学生曹喆——浙江大

学大一学生，前不久发起了“第一届非正式

校园捡垃圾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新时

代的合格公民。”吴思萍坦言，新高考政策下

育人模式的探索，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