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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案 惊 奇

□温州浙南产业集聚区沙城中学 夏 珺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项秀平

3年前，笔者有幸获得赴芬兰考察学

习的机会，在Viikin School听了一节

数学课。

数学课竟然是在寒风凛冽的操场上

上的，10名三年级学生早已在等候，开心

地讨论着什么。

实习教师用芬兰语告知学生学习的

内容和要求，学生们习惯地点着头，用猜

拳的形式随机分成3组。

这一过程耗时大约8分钟，作为观

摩者的我们也不自觉地沉浸其中，虽然

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能感受到他们的

愉悦。

在我们的询问下，得到了这样的回

复：这种形式的数学课一周一次，学生们

十分喜欢。

因在相对密闭的空间上课，会让大

脑出现缺氧或者混沌的状态，容易身心

疲惫。而自由开放的空间，不仅可以让

学生呼吸新鲜的空气，还会使学生们的

思维更加活跃，学习的自主性更强。

开放的空间包括学习走廊、图书馆、

科技馆、运动场等，这和体育课一样，不

会有人在上课时睡着。

我们要考虑的是学习内容是否能吸

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质疑开放的

学习空间带来的干扰等负面影响。

学生们很自觉地在一条白线旁等

待，实习教师将3个塑料盒放在离学生

20米左右的地方，每个盒子里装着30张

左右的小纸条。

听到教师一声哨响，学生们扔出一

个海绵材质的大骰子，得到一个数字，

并以一种独具创意的方式（我们至今没

有理解游戏规则）跑向盒子：有的倒着

跑，有的学兔子跳，有的单脚拐，有的手

脚着地，有的双手放在背后蛙跳，等等。

学生跑到盒子那里，取出其中的一

张纸条，再跑回来。

纸条上是数学问题，我们看到其中

的一道题目是这样的：x-30=50。

学生将题目抄到小本子上，有了答

案后，再由下一名学生接力。

大概是题目的难度不一样，有些很

快被算出，有些却要卡住他们很久，但是

学生们乐此不疲，直到完成全部计算。

我们深有感触：原来单元检测可以

不用打印试题，也可以这样轻松快乐。

人人参与：没有一名学生掉队
在观课中我们还发现，每名学生都

轮流参与到来回跑动中，都能享受到公

平的学习机会。

最有意思的是扔骰子环节和跑步动

作，其设计大有文章，让我们看到学生们之

间合作的默契、彼此之间的尊重和信任。

反观我们的课堂，教具是现成的，教

程是精心设计的，低年级学生更是被动参

与的。教师会千辛万苦地准备一些可爱

的数字图片，让学生们认识一下。在这过

程中，学生没有自主性，更不是创造者。

如果我们借鉴芬兰学校这节数学课

的设计理念，让学生自主创意和商议，比

如让学生主动制作教具，创新学法，他们

一定会乐在其中，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也才有可能成为学习的主体。

结合运动：让学习品质更专注
起先听芬兰教育专家说，在当地，数

学课可以和体育课结合起来，我们感到

不可思议，直到眼见为实，不得不服。

传统数学课堂的特点，是让学生静

下来，将大脑的运行集中于数学思维，符

合心理学关于注意力分配的原则。但这

样的课堂，很容易出现学生的思维不够

活跃，气氛沉闷无趣。

运动有助于大脑机能的发育，促进

身体各个器官的发展，提高学生身体的

协调性。在跑步中计算，既培养了运动

技能，又训练了注意力品质，边跑边学，

让大脑火力全开，其实是保证了课堂学

习的效率，学生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

态，不会出现精神萎靡的现象。

以这样一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开展数学学习，显然是一项多赢的活动

设计。

少即是多：让学习更有创新力
我们离开4人小组，来到一个3人小

组，发现他们虽然已经完成，但依然在做

计算训练，仍在扔骰子和跑动。

一名学生站在放盒子的位置，现场

编了一道计算题，另一名学生跑过去听

题，然后跑回来和同学一起计算，得出答

案后，再换人轮流……

此时，检测方式已经不知不觉地发

生变化，计算从笔算变成了心算，检测题

目从教师预设变成了学生现场原创。学

有余力的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研究，获

得了更高层次的拓展和提高。

学生在原创题目的过程中，会不会

出一些无法预知的问题，造成题目太难

甚至没有答案？

其实是我们教师多虑了，学生会充

分考虑数与数之间的关系，自主探索并

发现其中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和困

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就在此过程中得

到拓展。

设想一下，假如教师根据课堂的时

间，设计比一般的容量更多的题目，等到

学生算好最后一道题，正好下课铃声响

起，我们也许能给教师对学情的准确定

位打个高分。

殊不知，满即是少，少却是多。

学习自主：权力移交学生手中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要对自己

的学习能力、知识掌握有所把控，也要学

会观察、反思他人的学习行为，给出反馈

意见，培养评价的能力。

教师恰到好处地准备学习内容，不仅

给学生发挥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创设了

空间，也提升了学生的自评、互评能力。

学生往往还被邀请参与教学环节的

设计，如对学习环境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评估学习成果，甚至开发校级课程。

随时随地让学生体验到自主创造的

魅力，就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更好

地认识自我，实现自己与他人的可持续

发展，成为终身学习者。

等候同伴：学习合作更被尊重
学习小组随机组成，学生的学习水

平差异在这里却不是问题。

当小组拿到一张纸条后，不是看谁最

快算出答案，而是要等候最后一名算出答

案的学生，因为必须等到小组的几个人都

算出答案后，才能去拿下一张纸条。

因此，在等待的过程中，小组同伴不

是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指导，相互帮助。

在一旁听课的教师故意给计算能力

稍弱的学生一定的提示，但学生没有马

上接受教师给出的结果，而是靠着自己

的一番理解，才作出判断。这让我们啧

啧赞叹。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学生之间平

等和合作，不为争夺第一，充满了信任和

关爱。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今后会

为他人着想，会彼此尊重，耐心等待，愉

快合作。

这让我们想到了常见的抢答，这种提

问方式在教室里屡见不鲜。但举手回答

教师抛出的问题，是好学生的权力和福

利，能力不占优势的学生往往选择放弃。

这种十分努力抢答的习惯不是学生

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教师的重复训练下

逐渐形成的。

当学生快速而准确地说出答案的时

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夸赞学生思维敏捷、

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以此作为评价标

准。久而久之，学生们被教师贴上了不同

的标签，所谓的“优秀学生”就有可能更加

目中无人，不尊重同伴，不愿与人合作，更

不会等待不如自己的同学一起进步。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将此次

学习活动作为今后教育行动的新起点，

扪心自问，反刍梳理，增强教育信念，研

究教育方法，启动每名学生的学习因子，

在学科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在社会中

尊重、合作、关心、等待的现代文明人的

素养。

□松阳县水南小学 李 祎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这桶彩色

木签就是我们的新朋友啦。”

学生们都满脸期待地望着这桶

木签。

“每支签上，都写着班级中一个人

的名字。以后，老师让谁回答问题，或

让谁做事，就全靠它来决定啦。”

瞬间，教室爆发出一阵欢呼。

后来的课堂中，无论是请学生发

言，还是上台板书，我都会抽出一支木

签，读出上面的名字。

学生们则一脸兴奋，想知道下一

个抽到的是谁，都会格外仔细地聆听，

格外注意观察这名学生的上课表现，

课堂学习积极性大幅度提高。

偶尔，我还会通过它，随机给学

生们发放福利，有时是一块巧克力，

有时是吃饭免排队卡，有时是免做朗

读作业……

彩色木签制度增加了课堂的不确

定性，有点像教师经常使用的悬念设

置法，不断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促使

绝大多数学生加强了注意力，做到了

专时专用。

上《芙蓉楼送辛渐》一课时，我用

木签随机挑选几名学生朗诵整首诗，

又抽签选“评委”来评价，并总结朗诵

古诗的秘诀；上《猫》一课时，在学生充

分朗读之后，我抽签让几名学生读出

描写猫动作的句子，体会猫的可爱和

淘气；上《巨人的花园》一课时，我又抽

签从学生中选出“巨人”和“小孩”，随

即请他们上台表演，将课堂朗读推向

高潮……

这就是彩色木签的秘密，欢迎您

也来试一试哦。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朱一花

最近不知道从哪里刮起了一阵

风，尤其是在2班和3班的学生中，

这股风刮得尤为猛烈。

我正在3班上课，突然发现一

名学生差点把头“关”进抽屉，走过

去一看，呀，原来她手上缠着一条细

绳，在倒腾着，连上课时间也不能控

制自己。

可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绑

绳吗？

学生们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不

知朱老师会怎样处理上课时的开小

差事件。根据以往的经验，朱老师偶

尔会提醒一下，但更多的时候是把影

响学习的小玩意儿直接丢进垃圾桶。

我让学生把细绳交到我手上，红

绿杂糅，色彩明丽，就像小姑娘心中

五彩的梦。

众目睽睽之下，我盯着细绳看了

几秒钟，说道：“玩绳子嘛，朱老师可

是高手。你们想玩，下课朱老师可以

陪你们玩一把。但是，如果上课不认

真听讲，朱老师可不陪他玩。”

学生们一听这话，既惊讶又兴

奋。一下课，就有学生将绳固定在手

指上，跑来找我，我故作沉思，但要不

了几秒钟，便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学生

设计的形状。

学生连声叹服“朱老师厉害”，我

心里暗笑：可别小瞧了我，小时候我

可是学校的绑绳冠军。

没想到，2班玩绳之风比3班更

盛，一下课学生们便玩得不亦乐乎，不

是我来挑战你，就是你来挑战我。

实际上，学生们没能悟出其中的

规律：绳子毕竟只有一条，手指也只有

十根，只要不让绳子脱离你的四根手

指，就能在你的手中永远地循环下去。

“你们知道吗？朱老师可是打

遍天下无敌手呢，不服来战。”我把

双袖往上一拢，做出一副等待挑战

的架势。

我的面前唰啦啦排出一条长队，

排队的学生每人手执绑绳，其他学生

成为兴奋的观众。

可是，每次要不了十秒钟，我就

喊“下一个”，不一会儿，那条长长的

队伍就消失了。学生们都回到自己

的座位上，继续倒腾那条细绳，嘴里

唠唠叨叨，恨不能立刻发明出一种方

法把朱老师打败。

学生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

还将此事写入了日记。

我不由得感激起自己的童年时

光，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更

没有培训班，课余时间全都拿来开发

游戏：跳皮筋、抓石子、跳宫格、扔沙

包……朱老师在他们这个年纪，曾经

样样是高手呢。

在学生面前不妨露一手，并非需

要多么强大的本事，只要是学生感兴

趣的，或正在探索的，都可以与他们

来一场“巅峰对决”。在自己收获学

生钦佩之情的同时，学生也获得了某

种自信，他们会自豪地说：“这是我的

老师。”

过了几天，这股风潮慢慢变小

了，后来就没看到有人玩绑绳了。我

估计，学生会觉得既然无法战胜朱老

师，那就干脆歇着算了。

池沙洲（楼主）
请大家关注一个问题：你认为，

小学阶段学生的学习，速度、精确

性、快乐哪一个更重要？你在实践

中是怎么操作的？

想飞的鱼
当然是快乐，快乐加持后的学

习效率就高，速度自然不会慢。因

此，我得努力把每一天的上班，当作

是一场约会，一场与童心、童趣的约

会。因为我快乐，就可以和学生们

一起用他们喜欢的方式玩。玩着玩

着，就玩出语文来了。

美丽人生
首先想到的是快乐，但教育还

是有强迫性的，如果学生不能在精

确性或速度上取得快乐，只能从别

的地方寻找快乐。

实践中，不会给这几样东西

排序。

学科教师考虑更多的是教学进

度，进度太慢，课堂上师生肯定不会

有幸福感。

一学期就那么几天，还是要按

计划完成国家课程。所以班级授课

是照顾大部分学生，小部分后进生

只能靠个别辅导。

进度保证后，再看付出时间与

学生掌握程度的配比，即教学效

率。这两样立身根本若能得到保

证，才有可能考虑师生的幸福感。

如果能在保持进度与效率的同

时，兼顾课堂感受，师生都能享受到

学习的快乐和成长的魅力。

洪 岳
三选一，必然是快乐，但快乐找

不到可见的评价标尺。其实追求速

度还是可以理解的，无法理解的是

现在有些教师病态地关注精度，尤

其是在语文阅读题中，这种情况不

胜枚举。

Carddie
我认为成就感或者说快乐比较

重要，小学阶段学生如果能够感觉

到学习知识并不是痛苦的，进入到

中学学习的时候才能发力。

所以在语文习作教学中，无论

学生写得怎样，我都是鼓励，有时候

还会降低要求，让学生从表扬中感

受写作的成就。

花架子
速度更重要。其他小朋友作业完成了，都出

去玩了，你还在写，会快乐吗？考试时间到了，你

还没写完……速度来自上课专心听讲，懂了、会

了，速度就有了。

夜 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的学习当然是快

乐更重要。心情好了，学习效率就会提高。

因此，能让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学习，唤起学

生强烈的求知欲，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首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创设学

生感到亲切的情境，让学生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

身边的问题。这样不但能激趣，还能增强学习的

自信心。

其次，在教学中设计如开火车、找朋友等形式

多样的游戏活动，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知识。

学生在学习中不仅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获

得学习的快乐。

顺
三选一，肯定是快乐最重要。

但快乐是有分层的，即不同学生的“快乐点”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一直在教高段语文，接班时，学生学习

能力上的差距已然存在，像速度、精准性更是分化

强烈。

如果此时再统一要求，快乐只能存在于极少

的优秀生身上。

因此，设定分层目标、布置分层作业是我一直

在实践的方法。一切都不设上限，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表现或意愿来挑战；同时，我会不定期回顾

总结、评价奖励，调动学生的上进心，让学生感受

到努力换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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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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