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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詹家小学 赵春媚

我一直在小学高段教语文，这个学期

学校忽然让我教一年级，面对这些叽叽喳

喳的学生，真是有些措手不及。尤其是那

几个顽皮的男生，真的像牛犊一样，精力

充沛，闹腾得很。怎么办？于是，我在学

生们身上使了些招数。

一、加顶“官帽子”
学生的“官瘾”有多大？没想到，还真

大。我给每个小组成员一顶“官帽子”：除了

让成绩最好的成员担任学习组长，还有背书

组长、检查组长、纪律组长、卫生组长……任

命以后，所有学生的眼睛都亮了。

我每天点评小组工作，还发动生生互

评；每周评出最能干的各类小组长和优秀

小组；每月一次奖励，并与小组争章挂钩。

那几个顽皮学生虽然担任的都只是

纪律组长、卫生组长，可每天工作起来毫

不含糊。为小组争章，他们也意识到自己

的重要性。几次表扬下来，他们都能学着

克制自己，上课也认真多了。

陶行知曾说：“儿童都有希望获得被

认可的天性。”每次小结评比时，看着学

生们紧张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我在心里

偷着乐。

当一个学生听到大家的肯定时，脸变

红了，坐得也更端正了。

学生是活泼泼的生命体，是一个个多

彩的世界。作为班主任就应该树立起“每

一个学生都能发展”的观点，对每一个学

生抱有信心，给予他们尊重、信任和厚望，

满足他们渴望表现的正当心理需求，为他

们提供更多参与班级管理的机会，让他们

认识自我价值，肯定自我能力，富有集体

责任感。

二、没事多聊天
一年级的学生易受外界影响，上课注

意力容易分散，并且对学习会产生紧张不

安的情绪。

我班有一个女生，每次上课总是很紧

张，皱着眉头，担心我会叫到她，担心回答

问题会出错。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是人与人

心灵上最微妙的相互接触。”这种接触能

影响学生的情绪，转变他们的学习态度。

因此，教师需要接近学生，根据不同

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谈话，了解学生

的心理。

为消除这个女生的焦虑感，我每天没

事就找她聊天。

她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只会一问一

答，到后来的主动找我聊天，变得越来越

放松。

我从她的课堂表现、作业情况，以及

和同学的交往等各方面，细细搜寻她的各

种优点，然后一一告诉她。

渐渐地，她上课认真起来了。我发现

她的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我，语文成绩也

在慢慢进步。看得出，她希望我能关注

她，能赞美她，就像一株干渴的植物急需

水分一样。

每一次我总有几句话能让她兴奋很

久，她渐渐活泼起来，上课也会勇敢地举

起手。

如今，尽管她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仍然

没有达到班里的平均水平，字迹也稍显笨

拙，但一笔一画都很有力度，看得出来是

很认真写的。

我想，这些接受能力比别人慢的学

生，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耐心、更

多的等待。没事就找他们聊聊天吧，在温

暖的聊天里，你会发现他们的可爱，你会

发现他们一点一滴的进步。

三、讲个小故事
你用讲道理的方式对付一年级的学

生，有时候根本行不通，他们往往是“一只

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每天的午睡就是如此，仿佛是一场战

役。从开始的闹闹哄哄，到被我强压后的

窃窃私语，每次批评了这个，那个又昂起

头来，让我头疼不已。

一次在整理班级图书角时，我灵光一

闪，顿时有了主意。

午睡铃响，我拿着一本故事书走进教

室：“想听故事吗？”

“想。”那一双双眼睛立刻闪亮。

“嘘，那就闭上眼睛，趴在桌上，静静

地听。”

教室马上安静下来了。

在我娓娓的讲述中，学生们如痴如

醉。一个故事讲完，他们意犹未尽。

“还想听吗？看你们午睡的表现哦。”

我布下陷阱。

“好啊。赵老师明天再讲。”果然，小

家伙们全上钩了。

从此，午睡秩序大为改观。

故事往往包含人物和冲突，能够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的认知

发展。哪怕是最顽皮好动的学生，一听到

故事就会马上静下来。利用这一心理特

征，我们可以经常耍点小把戏，将德育元

素融入故事中，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

效果。

四、来点小感动
学生最渴望的就是能得到教师的鼓

励，教师如果能带着赏识的心去看学生，

发自内心地鼓励表扬学生，在他们的闪光

点上大做文章，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

值，他们必然会向着心中的目标前进。

因为初次接触写字，学生们的字不够

漂亮。于是每天中午，我都要布置学生练

十分钟左右的字，由各位学习组长负责管

理，然后根据各小组作业情况评分，并与

优秀小组评选挂钩。

有一次，我悄悄站在后门观察，教室

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学生轻轻的交谈声。

就连班里那个最淘气的男生，也在认认真

真地写着，这让我非常欣喜。我悄悄走到

他的身边，弯下腰，在他耳边轻轻说：“你

知道吗？你现在这个样子最帅。”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个平常天不怕

地不怕的男生脸红了。看着这群可爱的

学生，突然，感动就这样油然而生。我在

黑板右边用拼音写下了一行字：认真学习

最美。学生们轻轻拼读着，似有所悟……

黑板的右侧还有用拼音写的两句话：

一句是“整洁的教室最美”，那是值日的学

生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时，我写下的；

另一句是“团结协作最美”，那是校运动会

接力赛夺冠时，我写下的。

当我被学生们感动的时候，我就会对

他们说出我的感动，让他们明白，他们做

得有多棒，哪怕只是一瞬间。看得出，学

生们也在被自己感动，他们真实地感受到

自己在进步、在不断成长。

□温州市洞头区教师发展中心
董芳蕾

儿子读三年级时，有一次

上网课，我在一旁似乎听到教

师在点我儿子的名。后来，儿

子说，语文课堂作业本上有一

道题：金黄的落叶像（）一样

（）。全班除了三个学生写了

“落叶像小鸟”，其他学生写的

都是“落叶像蝴蝶”。

我看了一下儿子的作业

本，写的是：金黄的落叶像（小

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

原来我儿子是三个学生之一。

教师希望这三个学生能

够将答案改成“落叶像蝴

蝶”，并很认真地写了评语：

“落叶是比较薄的，蝴蝶的翅

膀也比较薄，它们有共同的

特点。把落叶比作小鸟感觉

很怪，请订正。”

我下意识地说：“那你赶

紧改吧。”

但是儿子不想改，他从书

柜里翻出一本曹文轩的《青

鸟》，指着最后一句“树叶像绿

色的小鸟向远方飞去”，反问

道：“为什么作家可以写‘树叶

像小鸟’，我就不行呢？”

我一时哑口无言，觉得就

是一道题而已，并不是什么大

事，就随他了。

但是教师觉得是大事。

第二天，儿子回家号啕大哭，原

来其他两个学生都改了，就他

没有改，被教师严厉地批评了。

我想化解补救一下，赶紧

上百度查，查到一些句子“落

叶像小鸟”“落叶像小船”“落

叶像雪花一样簌簌地往下

落”，截图发给教师。

可教师说：“百度不能尽

信。落叶是黄色的，雪花是白色

的，它们之间怎么可能像呢？”

朋友劝我作罢，就按“标

准答案”来。一时间，我生出

一种“四顾心茫然”的感受，目

前能给这件事做判定的只有

教师。作为家长，我是该让孩

子服从呢，还是坚持做自己？

抑或换一种迂回策略，让孩子

暂时接受“标准答案”？

次年秋天，我在小区里远

远看见两只小鸟在草丛里打

闹。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看错

了，“小鸟”是两片弯曲、灰黄

的梧桐叶，它们在秋风里翻

滚，很像有生命的小鸟。这让

我想起上次的“笔墨官司”，不

禁唏嘘。

时隔多年，这件事在我心里

不断复盘，我想说说我的观点：

我认为开放式题目不应

该只有一种答案。教师要鼓

励学生运用阅读所得，有记

忆、会迁移、能运用。我是教

美术学科的，我总是告诉学

生：哪些是最普通的创意，哪

些创意又是别人想不到的，艺

术创作不希望看到千篇一律

的点子。语文和美术一样，学

科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表达能力，因此，不能强

制全班都去追求唯一答案。

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不

必完全相似，只要有一个特征

相似就行，比如“落叶像雪

花”，并不一定取其颜色相似，

而是指“簌簌往下落”的姿态

相似。我的语文老师还告诉

过我，本体和喻体差别越大，

句子就越能与众不同，给人一

种新奇之感。

试想，如果落叶只能像蝴

蝶，将来学生如何写出“我是

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

在你的波心”“那河畔的金

柳，是夕阳中的新娘”这样的

诗句？

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在

教研领域。我们的教研组研

究学生、研究课堂、研究教学

方法，但很少研究教师，忽视

了教师教学理念的深层次分

析，仅仅是检查教案、检查作

业本，而且检查的关注点往往

停留在字数够不够、有没有批

改等浅层方面。

我们的教师往往教学态

度是好的，能够做到及时批改

和说明，但教学理解有偏差。

这就需要在日常教研中通过

同伴讨论促发思考，让每位教

师都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要碍

于面子，害怕暴露问题，勇于

挑战权威。这才是教研组活

动应该坚持走的路。

张祖平（楼主）
教育写作是教师成长的重

要途径，有些教师对“写什么”

“怎么写”感到很困惑。

有些教师想“蹭热点”，

写写项目式学习、大单元教

学之类的时尚选题；有些教

师却只想写写自己的教学或

管理特长。

那么，热点应该怎么蹭，

特长应该怎么写，请大家各抒

己见。

龙泉许东宝
动笔写作总是一件好事，

尽管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诸

如错别字、病句以及条理不通

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

应该积极解决，而不是退缩。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取得

进步。

“蹭热点”本身并不是坏

事，但并非长久之计。我们更

应该注重日常的知识积累与

能力提升，这样才能拥有真才

实学。

教育写作虽然充满挑战，

但是我们应将其视为一种自我

提升的途径，通过不断学习来

弥补不足。

冰雪先生
教育写作的窍门是热点与特长的巧妙结

合。“蹭热点”并不意味着盲目跟风，而是应将

热点话题与自身的教育实践有机结合，进行深

入思考并给出独特的见解。教师应该充分挖

掘和利用自己的特长，在写作中展现个人的独

特魅力。将热点话题与个人特长有机结合起

来，这样的文章既体现教师对热点话题的敏锐

洞察力，又展现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创新能力和

技术应用水平。

教师还需要注重写作技巧和表达方式，学

会用生动的语言、清晰的逻辑和有力的论据来

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同时注重文章的结构

和布局，使其既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能够

突出重点和亮点。

rufeng
写文章很难，但不去写，就永远也写不出

来。因为不会写，所以要多写。先写写自己的

感悟、思考、案例等，积累成素材库。出现热点

的时候，看看自己的库里有没有可以与之匹

配、挂钩的素材，这样写起来才会有血有肉。

积累多了，梳理梳理，也能成文的。

徐如松
要说教育写作，其实没有什么诀窍。

教师首先要关注自己的教育工作，发现

自己的工作每天都是新的，而不是“重复昨天

的故事”。

其次要选取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记

录下来。起初就算是流水账也无妨，日积月累

就能积累出一笔人生财富。

最后要养成每年将作品装订成册（做成电

子书也可以）的习惯。对特别有感受的故事，

可以重新改写，投稿发表。

yhglll
在我看来，教育写作的第一窍门就是勤思

肯写。遇事能思不难，难的是思后能提笔落

字，熟读唐诗三百首尚能成诗人，况每日笔耕

不辍乎？

多反思，力争一篇能比一篇好；少迎合，坚

持我手写我心。

赵占云
教育写作其实就是卖油翁说的那句“无

他，但手熟尔”。但是如何做到手熟？需要从

教学中的一点一滴做起。作为一名体育教

师，我刚开始接触教育写作和通讯报道时，感

觉举步维艰，脑子里一个字都蹦不出来；后

来，我就采用“写课”的方式对自己的课堂、与

学生的交流进行流水账式的记录，每天坚持

写一点，哪怕是几个字，有时候写在纸上，有

时候写在手机里，等到一定时候收集起来，写

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样就能一篇又一篇地

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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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探讨——

一年级的学生怎么带？

落叶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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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城北小学 钱鑫星

五年级开学初，我们班组织假日小队，去嵊州市崇仁镇温泉湖
参加户外活动。当活动照片传来，我感到很诧异——很多小队是清
一色的女生。

我和家长聊天时了解到，五年级的学生已慢慢步入青春期，男
女生之间在活动合作中，易出现羞怯、紧张、焦虑、恐惧、自卑等心
理。哪怕在同一个班级共同学习了4年，有些学生之间也没有多少
接触，更谈不上了解。

因此，一些以女生为主体的小队就会拒绝男生加入。
如何消除男女生之间的隔阂，促进学生正常交往呢？我从影视

剧中得到启发，制定了“守护天使”活动方案。
活动开始，我抱着一个饼干盒走进教室，立即引起学生强烈的

好奇心。当我宣布活动规则后，更是激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我让每个学生从饼干盒里抽取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守护对象的

名字。抽签之后，每个学生都将是一名“守护天使”，接下来的一个
月时间，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默默地关注自己的守护对象，帮助他
（她），发现他（她）身上的优点，并记录自己为他（她）做的事。在这
个月的最后一周，会有一场“谜底揭晓会”，每个学生都会知道谁是
自己的“守护天使”。

重要的是，每个学生都有可能成为异性的“守护天使”。抽签
结果：守护同性的有29人，守护异性的有19人，其中有两人互抽
到对方。

在活动过程中，特别是在抽到异性的情况下，有的学生为避免
暴露天使身份，往往会帮助多人以迷惑大家。这大大增加了异性学
生相处的机会。

男生偏向于理性思维，女生则擅长语言表达。男女生相互学习，相
互影响，能取长补短、差异互补，提高智力活动水平和学习效率。

如在班级《半截蜡烛》课本剧活动中，学生们自动分配角色，主
动拉拢异性加入自己的小组，课余、周末相约一起排练，最终取得了
完美的演出效果。

在“守护天使”活动期间，我多次发现，那些学困生身边多了耐
心指导的学生；而当女生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时，不再只找同性，也
会向男生求助。

最后的揭晓环节，我让每个学生以书信的方式和守护对象说说
心里话。

一些因为长时间学业不良而在班级中失去话语权的学生，他们
的优点被“守护天使”挖掘。尤其是来自异性同学的肯定，比教师的
劝慰更有激励作用。

有学生这样写道：“以前我们不太交流，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只
是一个学习中等的同学。这次我才发现，原来你是那么热心。你经
常在学习上主动帮助他人，你的幽默让所有的人忍俊不禁，你还会
慷慨地借给同学需要的物品……你的这些优点，我以前怎么都没有
看到呢？听说这次数学期中考试你得了满分，衷心地恭喜你取得那
么好的成绩。”

而学困生也会对“守护天使”表达感激之情：“谢谢你，小张，在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你一直在帮助我，在我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而困
扰的时候，在我因为勇敢地回答课堂提问却说错后，你都会鼓励
我。那时候你说，我们是同一个小组的，要一起努力赚分。现在我
才知道，你就是我的天使。因为你，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许多家庭是六对一的抚养模式，
容易造成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让其认为接受关爱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自己却缺乏关爱他人的能力。

这次活动给每个学生提供了亲身
体验的机会，尽管有一两个学生做得
并不是很好，但守护活动还在继续，我
相信这些学生最终会有所改变。

守护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