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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晋弘

下周学校组织期中考试，为让学生

们好好备考、好好休息，这一周我没有布

置任何书面作业，只是让他们看一看发

下去的复习资料。

放学前，一个最近一次考试历史成

绩只有30多分的女生找我聊天，说不知

道怎么把学习成绩提上去。

我问她：“你考试的时候卷子能写

完吗？”

“能是能，但很赶，很怕写不完卷

子。”她回答。

“其实，卷子从来都不是非要写完不

可的。以你现阶段的能力，不如适当放

弃材料题，先做好选择题——与其在

100分里拿50分，不如在80分里拿60

分。而且，你现在只是七年级，中考是两

年之后的事。你能坚持住已经很厉害

了，给自己一点时间，现在做不到不代表

以后做不到。”

女生听我这么一说，脸上的表情舒

缓了许多。

很多教师、家长总喜欢拿所谓的“态

度问题”说事，要求学生即便不会，至少

也要把材料和笔记抄上去，否则答题栏

空着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

我认为，所谓的“学习态度”只是表

面。有些事情学生不去做，究其根本，

是因为无法从中得到正向的反馈，或者

得到的正向反馈太少，投入精力变得不

划算。

如今的游戏不仅有每日任务挑战，

在玩家等级较低的时候，做完每日任务

会有大量的奖励。然而，随着等级提升，

解锁更多新玩法，每日任务里的内容也

变得越来越多，还有每周任务、赛季任

务、战斗任务、生活任务、限时任务等。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完全没必要再像以

前那样花时间完成全部的任务，因为不

划算。

于是，玩家就会放弃一些每日任务，

而只选择一些自己认为性价比高的来完

成。我想，所谓的“学习态度问题”也遵

循这个逻辑。

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对新鲜事物都

是非常感兴趣的，至今依然记得开学第

一课他们那激动的样子。我也相信学生

一开始都尝试过投入精力去完成学习任

务，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大人快得

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渐渐有所

“放弃”。

比如，学生会减少学一些学科的时

间，而把时间留给自己更感兴趣的内容，

如读小说、画画、聊天等。这或许是因为

学科本身的难度太大，或许是学生对某

些学科不感兴趣，或许是学生发现自己

在某方面能力有限，又或许是教师非常

吝于给学生正向反馈……

久而久之，所谓的“学习态度问题”

就凸显出来了。

大人们不允许学生把精力放在课本

学习之外的事情上，不允许学生在规定

的学习时间里“乱来”，认为这样会“浪费

大好年华”。但认为学生有态度问题，本

质上就是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想法，不

允许学生自主安排时间。

因此，在学校的围墙之内，有些事情

是“非××不可”的。并不是只有中国才

这样，这是人类的通病，源自社会的、集

体无意识的规训。很多人身处其中却浑

然不知，以为那是自己主动的选择。

美国心理学家沙法丽·萨巴瑞曾写

过一本《女性的觉醒》，虽说是写女性成

长相关的内容，但其中的道理我觉得对

所有人都适用。

书中有一个自助餐厅的比喻：你

进入一家自助餐厅消费，挑选自己爱

吃的食物大快朵颐，这一切看起来都

是自己选择的结果。然而你恰恰忽略

了，餐厅能提供什么样的食物是由厨

师决定的。

那什么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呢？我

们不妨沿着这个自助餐厅的比喻继续去

想：我是不是非要在这家自助餐厅吃饭

不可呢？我可不可以不吃自助餐而吃别

的餐呢？甚至，我可不可以干脆就不吃

这顿饭呢？

其实选择不止一个。当你不受外在

因素影响、听从自己本心时做的决定，才

是你自己的决定。否则，那其实并不是

“你”在做决定，而是你这个“角色”在做

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一些选择，并

不是我们自己想这么做，而是出于“这么

做才是安全的”的思维模式。

有的人明明非常疲惫了，但他仍要

坚持完成任务——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完

成，而是他害怕完不成任务会“不安全”；

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考公、考编、考研的那

块料，但他硬要去考——不是因为他天

生喜欢考试，而是他害怕不考会让自己

“不安全”；有的人并不想谈恋爱结婚，但

他仍会希望身边的长辈给他介绍对象——

不是因为他改变了想法，而是他害怕不

尽快走上婚姻这条路“不安全”……这样

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从常识出发，一个人的精力不是无

限的。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整整一

天，学生有那么多课要上，有那么多作业

要做，开小差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存在什么“故意走神”，更不是什么“态

度问题”。

想想我们大人在开会时没过几分钟

就忍不住看一下手机，怎么好意思要求

一个学生从早到晚每节课都认真听，而

且坐姿端正呢？

所以，我从不要求学生上我的课

非全神贯注不可。他们可以被隔壁班

传来的声音所吸引，可以被某个同学

的衣着或发言所启发，可以因白墙上

的裂缝引发遐想，也可以被窗外的阳

光所温暖……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从生命独特性的角度来看，每个人

的兴趣点也不一样。

总会有学生更喜欢语文而不喜欢数

学，也总会有学生更喜欢数学而不喜欢

历史。他们感兴趣的，自然就愿意花时

间认真学，甚至自己额外找练习题去做；

他们不感兴趣的，自然会想办法浑水摸

鱼，在保证自己不受罚的情况下，把时间

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从生命成长的规律来看，每个人的

能力都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即便拥

有天赋，也需要通过练习来取得进步。

因此，我不会强迫学生必须完成所有的

作业和试卷。我相信，现在做不到不等

于以后也做不到，更不等同于学习态度

有问题。

这些规律经常被忽视：刚刚接触英

语的学生被要求掌握难度极大的英语技

巧，刚刚步入初中的学生被具有中考难

度的试卷震得信心全无，一群活泼的学

生被莫名其妙地禁止活泼……

很多家长特别害怕孩子不愿意去上

学，很多教师也特别反感学生不好好学

习。可这种“不上学不行，不卷不行”的

观念，真的是学生想要的吗？或者说，学

生所承受的，难道不是我们大人心中的

焦虑与恐惧吗？

如果不

希望学生继

承我们这辈

子所受过的

规训和害怕，

我们所能做

的就是真实

地活出自己，

活成一个大

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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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声响起，学生们都在认真地

写着作业，我也坐在讲台前静静地

翻书。不经意间一抬头，我发现瑞

腾正悄悄地在抽屉里捣鼓着什么

东西。这显然打破了教室里的和

谐氛围，我不假思索地叫了一声：

“瑞腾。”

她身子一震，吓得手上的东西

都掉到地上。原本沉浸在作业中的

学生们也齐刷刷地看向她。看到这

一幕，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处理方

式欠妥。在如此安静的环境里，应

当采取更为温和的方法，比如轻轻

地走到她的身旁，低声提醒她。

这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为什么不能开小差，谁又能保证在

整整40分钟的一堂课中始终保持

高度的专注呢？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即使

是成年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不

过20分钟左右，更何况小孩子。在

课堂上偶尔开个小差，不也是情理

之中的事吗？

真正关键的是，作为教师，我们

应当如何对待开小差的学生，如何

帮学生把注意力拉回来。

“刚才是不是开小差了？”我安

抚道。

她羞怯地点点头。

“没关系，写累了，开小差是正常

的。每个人都会开小差，老师也会。”

她投来惊讶的目光，仿佛在问：

“什么？老师也会开小差？”

“当然会了。不过，我有一个超

能力，能把跑走的思绪抓回来。”

“怎么抓回来？”很多学生问。

“首先，要觉察到自己开小差

了。这种觉察力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种能力。只有当你发现自己已

经走神，才能把思绪拉回到学习上

来。就算你自己意识不到，不要担

心，老师会提醒你，帮你觉察到，我

们一起努力把思绪抓回来。以后

我们还可以一起练习冥想，更好地

提升觉察力。”

学生开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点点干扰就可以让思维游走。教

师生气是没有用的，应该想办法让

开小差的学生有觉察力。心理学上

有一句名言：“觉察即改变，看见即

疗愈。”因此，千万不要小看觉察力，

在觉察的那一刻，学生的状态一定

能得到调整。

学生就是学生，要把学生当学

生，接纳他们的缺点，不然愤怒就会

出来驱赶我们的育人智慧。

针对做得不好的学生，最好的

办法是——夸，使劲夸，由此及彼、

由浅入深地夸。被夸时候，学生会

出现自我认同感：我很厉害，我能做

好。教师不断地夸，学生的自我认

同感就越来越强，认真、耐心的态度

也就会不断地被加强。

dzh6024205
公开课的“豪华”不应该

体现在团队规模的大小、设

备的多少或是准备时间的长

短上，而应该体现在对课程

标准的精确把握、教学方法

的恰当运用以及学生学习成

果的有效提升上。

公开课最重要的是确

认授课者的资格。如果一

节课需要准备数天乃至一

个月，这就表明该教师其实

对课不熟悉，不具备上公开

课的资格。

一节40分钟的课，知识

点也就这么几个，真正需要

借助器材解决的难点更少。

很多器材可用可不用，它们

只是学生学习的辅助工具，

而非必要工具。

zmh3652
参加县级以上公开课的

机会并不多。既然机会难

得，对此就应该像做年夜饭

那样对待。到了年关，哪怕

家境不佳，也会买最好的食

材，亮出看家本领，奢侈一

把。同样，对于公开课，教师

也应该精心准备，尽可能地展现出自己最优秀的

一面，无论是教学技巧还是课堂管理，十八般武艺

都应该拿出来秀秀。当然，无论公开课多么“豪

华”，都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赵占云
“豪华”公开课确实利弊并存。一方面，多样

化的器材和教具无疑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为

课堂增添许多色彩和新鲜感；另一方面，这些新鲜

多样的器材容易造成学生的过度关注，尤其是对

于低段学生而言，更容易因此分心。因此，公开课

的设计应更加注重其可推广性和可操作性。

观课教师应以学习的心态、观有所得的目标

来观摩一节课，并将获得的课堂精华为自己所用，

在自己的课堂中实践。这样的公开课才能真正体

现出它的价值。

龙泉许东宝
“豪华”的课程固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一个团队能够如此付出，确实值得肯定。但课

还是课，平时的常态课或原生态课通常不会达到

“豪华”的程度。以体育课为例，身体练习和体育

技能是不可缺少的。

在我参加的一次由八省市共同举办的国家培

训项目中，一位省级体育教研员多次提到浙江省

的体育教学结构非常清晰，这让我感到非常自

豪。而其他省市学员的模式练习内容过多，如同

大杂烩一般，我建议他们调整为一个单一练习、一

个组合练习和一个活动的形式。

在最终的汇报课上，我的这种安排获得了高

度评价。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课程，最重要的是要抓住

关键点，确保学生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同时还要

促进学生的思考（思维训练）、实践（动手能力）和

情感培养（德育融入）。即使只有一根粉笔、一本

书和一块黑板，只要能让学生得到锻炼并感到快

乐，同样可以成为一堂优秀的课。

“豪华”的公开课虽然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模

式，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其实际应用范围相当

有限，也很难复制或借鉴，尤其是使用大量教具的

做法对于乡村学校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只能说这

样的课“中看不中用”吧。

葛永锋
如今的公开课有过度包装的倾向，除教研组

教师需要群策群力、集体贡献外，往往还要调动学

校 各 路 人 马 ，有 人 设 计 、有 人 拍 摄 、有 人 做

PPT……成为学校硬件软件实力的综合展现。这

样就很容易走偏，使得教师把表演放在第一位，把

教书育人甩在身后。在豪华的包装之下，教和学

被消解并被掏空内在价值。

除过度包装以外，另一个倾向是过度试教。

一节课磨上几天、几周，一遍遍推倒重来，耗费师

生的大量精力。磨语言表达，磨课堂进度，磨起承

转合，磨时间配比……把一堂课磨得像鹅卵石那

样光滑，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在预设和掌控之中，致

使课堂节奏加快、容量加大，学生思考的时间被压

缩，真实的学习很难发生。这样的课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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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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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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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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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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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 吕玉华

在语文学习中，文学名著阅读占据着极

其重要的位置。语文教科书推荐了诸如《红

岩》《儒林外史》《水浒传》等一系列经典作

品，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深入阅读。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学生不容易静下

心来，面对这些厚重的名著感到动力不足，

难以主动而持久地投入到阅读中。

针对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在教学过

程中尝试了新的办法。

具体做法是在语文课堂上预留大约5

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轮流走上讲台，分享自

己从名著中读到的故事以及阅读感悟。

在这个环节中，上台的学生要在黑板上

写下演讲的标题，以概括要讲的故事主要内

容，让全班同学一目了然。

然后，他要面向全班学生生动地讲述选

定的故事，并清晰地指出故事的主人公、主

要情节以及故事背后的启示和反思。

故事讲完之后，有一个互动环节。讲故

事的学生可以向其他学生提问，检验他们是

否认真听了故事。同时，其他学生也有机会

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见解，例如讨论故事的意

义或是探索名著语言的独特魅力等。师生

之间还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和纠正，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

通过这样的安排，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分

享自己从名著中学到的知识，也能收获来自

同龄人的不同视角和解读。

为了避免自己所讲的故事与他人重复

或没有吸引力，学生们会尽量注意，选择新

颖的角度或鲜为人知的情节。

一轮活动下来，一本名著的重要故事都

让学生讲了个遍，加深了对整本书内容的理

解和认识。

每天在课堂上讲故事，原先感觉头疼

的大部头名著都被学生轻松快乐地攻下，

而且他们的阅读兴趣和语言表达能力也显

著提高了。

这种方法强调人人参与，增强了互动性

和参与感，还提高了名著阅读的质量。由

于学生需要将名著中的故事提炼出来讲给

别人听，因此会比之前读得更加仔细和专

注，从中得来的阅读印象也更加深刻，记得

更牢。

有些事情不是非做不可的

谁说学生不能开小差

讲名著故事

11月11日，嵊州市剡溪小学开展“寻味嵊州，乐享‘食’光”劳动周系列活动。各年段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准
备材料、实际操作和记录分享，掌握嵊州传统美食的制作技能。图为六年级学生在校园里用柴火灶烧制嵊州炒
年糕。 （本报通讯员 章锦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