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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追求
!

市汉留镇汉留小学 姜巧英

今年暑假有幸

参加了扬州市中小

学骨干教师高级研

修网络培训班学习，

聆听了许多专家、教

授的报告，与老师们一起研究了教育

的困惑等。感触很多，收益匪浅。

1、关爱学生，爱生如子。肖川、徐

敏、吴安春、郭振有教授都反复强调

师爱的智慧。“你把孩子当天使，你就

生活在天堂；你把孩子当魔鬼，你就

生活在地狱。”我们教师要以极大的

耐心、爱心、慧心才能让学生亲其师，

信其道。而在现实的教学岗位上，因

为利益的驱使，职业的倦怠，很多的

教师往往言行不一。“要给人以阳光，

你心中必须拥有太阳。”只要我们的

老师心中拥有太阳，洞悉学生的心

理，对学生的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持之以恒，和风细雨，定然润物无

声。多年的教育实践，使我深深地明

白了一点：只要我们爱一切学生，爱

学生的一切，阳光不必说，春风不必

言，桃李自芬芳。

2、改变教法，重视思维。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人没有思想，

中国出口的都是硬件”这句话虽然不

完全正确，但也批评了我国教育的弊

端。一根考试指挥棒驱使教师，学校

疏离了做人、成人的教育，漠视了学

生个性、兴趣、特长

和潜能。使得现在的

部分学生有知识，少

教养；有技术，少良

知；会考试，少实际

能力；患上人类文明缺乏症，出现精

神道德危机。所以我们站在教学第一

线的教师应从民族未来考虑，重视学

生思维的启迪，培养学生健全的人

格。只有我们自身进步了，才会让世

人的嘲笑变成赞许。所以我们要改变

以往仅仅为了考好试的一些功利的

做法，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重视学

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3、不断学习，提升自我。正如肖

川教授所说，每天阅读一定内容，打

好精神底子，这样，我们的精神才不

会空虚，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教育需

求。高山钟情于跋涉者，成绩青睐于

勤奋者。只要我们不断地向专家学

习，在实际教学中学会反思，持之以

恒地提升自己，我们一定会满足孩子

一杯水的需求。

蚕说，用一生的情思织一枚浑圆

的茧吧！树说，为荒凉的岁月增添一

片绿荫吧！“让会飞的孩子飞得更高，

让不会飞的孩子学会奔跑”，这就是

我永远的追求和最大的快乐，也是我

参加了扬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高级

研修网络培训班学习最大的收获。

排座位的学问
!

市城北实验小学 冯永华

每学期初的排座位是班主任必不可

少的一项工作，学生的座位排得是否科

学、合理，将直接决定班级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决定教育教学效果的好坏，对于打

造良好的班风，促进优秀班集体的形成起

着重大的作用。如何排好座位，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编排座位时，首先应考虑每个学生能看清黑板上的

内容为宜，不能简单地按高矮个来排。有的学生视力不好，

可适当考虑靠前，坐在边上的同学，为了避免长久的斜视，

班主任可定期让组与组之间轮换。

排座位时，班主任心中应该有平等的观念，不能嫌弃

厌恶表现较差的学生，错误地将他们安排在后面的角落，

或者独坐在讲台旁，给这些学生的身心造成进一步的伤

害。

二、保证教育教学效果

为了更好地进行教育教学，安排座位时要充分考虑学

生之间的互补性。

1．学习上的互补。班主任在排座时，可以全面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对于学习困难的，学习偏科的，要安排能够

帮助他们的同学。比如语文成绩弱的，可以找语文成绩突

出的做同桌。班上有个男生书写较差，我

请全国书法大赛获奖的同学做他的同桌，

必要时手把手教他写，经过一段时间，该

男生的字也有了进步。

2．性格习惯上的互补。可以让性格

不同的学生坐一起，让他们从性格上相互感染，互相促进，

在每天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吸收同学性格中的优点，有利

于自身个性的完善和发展。外向的和内向的结合，好动的

与爱静的在一起，适应能力强的和情感脆弱的坐一起，通

过学生的团结合作、结对帮扶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三、优化班级管理

正常的班级中都有能力较强的班干，也有令人头疼的

“调皮蛋”，在排座位时，教师要合理分插，这样便于管理。

有的班级小组合作，学生团团坐，这里要安排监督员、记录

员等，也要由不同的学生担任，管好小组内的特殊学生。教

室内的不同位置，不同小组，班干部要均匀散布，管控全

班，针对班干部反映的问题，班主任及时采取措施，对症下

药，及时解决问题，提高整个班级素质。对于“特殊学生”要

相对分开，不给自觉性差的学生有“可乘之机”。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教育无

小事，要想排好座位，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心血，

师恩难忘
!

市周山镇中心小学 陈令骧

星期三下午是作文课，指导孩子

们写“童年趣事”。为了打开孩子们记

忆的闸门，我讲了小时候两件趣事，都

是发生在幼儿园的事情。由此，我又想

起了我的启蒙老师———凌波老师。

我是6岁上幼儿园的，那时不分

大、中、小班，上学也没有家长接送，都

是自己跑。当然那会没有现在这么多

车子，交通要安全得多。记得开学没

有多久，一次上课，老师在上面讲，我

在下面摸自己的口袋。正好，有几粒瓜

子在兜里，想都不想，就放到嘴

里。凌老师还没有看见，旁边的

小朋友一见，连忙把手举得老

高老高。（不少孩子都想通过检

举他人，得到老师的表扬。）我

愣愣地看着，照样咂巴着那几

粒瓜子，那时还不会嗑瓜子，咂

巴半天，也没碰到瓜子仁。小朋

友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老师

叫了他的名（是谁，早已忘了）：

“有什么事吗？”小朋友很激动

地站起来（应该是）：“凌老师，

陈令骧他上课吃葵花。”此言一

出，教室里的小朋友都笑了起

来。我傻傻地看着大家，猜想着

吃瓜子大概不是件什么好事，

却不知道将嘴中的东西吐出

来。凌老师也笑了，没有批评，

没有呵斥，只轻轻地说：“陈令

骧，以后上课不要吃东西，记得

了吗？”我停止了咂巴，乖乖地

点了点头，心中记着了以后上

课不吃东西的道理。

还有一次，是在暑假。我们

这帮孩子都在幼儿园，由凌老师带着，

领着，那会叫做看水，记得只交了5角

钱。凌老师还让我们吃了一回棒冰。那

会孩子的零食特少，一般是1分钱一

勺的瓜子，2分钱一块的方糖，吃5分

钱一支的水果棒冰，对我们来说已经

是一种超级享受了。依稀记得，吃棒冰

时是在午睡后，小朋友们欢呼雀跃，笑

个不停，说个不停。这当儿，季高峰小

朋友还趴在桌上呼呼大睡。我们一起

叫，也叫不醒他，去推他，他哼哼两声，

口水直流，头一歪又睡了。卖棒冰的拿

着叫卖用的木块“啪啪”地敲着棒冰

箱，也无济于事。凌老师来了，她拿着

还没有撕掉包装纸的棒冰放在季高峰

脖子上，这招真灵，季高峰被冰醒了。

“季高峰，快来吃棒冰。”凌老师笑盈盈

地招呼着。季高峰嘴一咧，没顾着擦去

口水，接过棒冰，就往嘴里塞了。现在

季高峰早已为人父了，不知道他还记

不记得这件往事。

一晃，往事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不

见凌老师也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很自

豪，也很庆幸，一入学就遇到一位和蔼

的启蒙老师。记得她从来没有训斥过

我，总是和颜悦色，即便在我犯了些小

错时。我从教也十六年了。回首这么多

年来，我很少跟学生发脾气，这或许是

受了凌老师教育的影响吧。我想做一

个像凌老师一样让孩子喜欢的老师，

很多年过去了，还被学生念着好的老

师！

我爱夏天的雨
!

市实验小学五（
!!

）班 陈金茗

我爱雨，最喜欢的就是夏天的

雨。

在骄阳似火的天气中，炎热的

太阳令人头晕眼花，心烦意乱。这

时候如果下了一场雨，就会突然变

得凉快。夏天的雨，一点也没有礼

貌，说下就下，说停就停，有时会把

你淋得全身是水，特别爽快。有时，

你都准备好了雨伞，却又不下了。

夏天的雷是十分可怕的，像是老天

热得要发怒了，“噼里啪啦”，听到

雷声后没多久，一场暴雨就降临

了。夏天的雨有力、有激情，像在唱

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夏

天的雨又是多么的豪爽，落到人身

上是多么的清凉，夏天的雨赶走了

太阳，让世界充满凉爽。

一场暴雨过后，树木枝舒叶展，

像是在做健身操；屋顶干干净净，像

是洗过澡一样；池塘里青蛙的叫声

一阵一阵地传来，像是在开音乐会

……如果没有狂暴的夏雨，又怎能

有着清新的世界、茁壮的生命呢？

我多么爱夏天的雨呀！

指导老师 孙健

欢乐水魔方
!

市实验小学三（
!"

）班 戚烨清

南京的水魔方真是一个欢乐

的水上世界。

暑假里，我和爸妈一起去南京

水魔方游玩。阳光下,沙滩上，游客

真多啊。我迫不及待地冲进水中，

水上漂流、小型滑道、互动水枪、

管道瀑布、滑板冲浪、皮筏冲刺

……大家尽情地戏水。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

音乐和欢呼声，才知道最激动人心

的“疯狂海啸”开始了。一个大浪猛

扑过来，把我打了一个跟头，爸爸

的眼镜也被打到水里去了，欢笑、

紧张、刺激，让人开心极了！

因为我的身高还没有达到 1

米4，所以有些项目还不能参加。

爸妈他们玩“八爪鱼”的时候，我只

能站在岸上看着他们玩，心里痒痒

的。

直到没力气的时候，我们才依

依不舍地走了，好想再来一次啊！

浅谈提高美术课堂中学生学习参与度的有效策略
!

市第一小学 卞龙余

一、立足教材，形成意识，增强学生参与美术课堂教学的

广度

教材是课程资源的核心部分，是教学活动的媒介和载体。

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广度，一要看学生参与的人数是否是大

多数，是否涉及到学生的各个层面；二要看学生是否参与到课

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时间上是否有保证。因此，在美术课堂教学

中，教师应立足教材，尽可能地让学生主体参与，成为学习的主

人。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感知和

想象大胆地、自由自在地通过绘画的形式、艺术的语言表现出

来。让学生形成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识，在愉快的气氛中度

过每堂课，全面提高各方面的素质。

如苏少版小学美术第六册第13课《我是一只小小鸟》的

教学片段：

师：“让我们学着鸟语，变成一只鸟儿一起体验鸟的奇妙

世界吧！”

学生们来了劲：“叽叽！”“咕咕！”边叫边做出鸟的不同姿

态。

师不由得也兴奋了：“多么清脆悦耳的鸟叫声，这是什么

鸟呀？”

生1：“是布谷鸟！”

师又走到另外一个学生那儿：“你又是一只什么鸟儿，正

在对我们说什么呀？”

生2：“我在说，你喜欢我吗？”

生3：“我在唱，我们学校真漂亮！”

生4：“小鸟在说，妈妈你真辛苦，我自己来捉虫吧！”

生5：“我在说，不要来打我们，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呀！”

……

片段中，学生与教师的对话流淌着真情。教师提出的话题

引起了学生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叙述他们的见解。这样的互动

方式，使课堂形象生动，有参与度，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的思路开阔了，一幅幅感情真挚、想象力强的创作构思随

之孕育出来，很好地达到了教学效果。

二、创设情境，激发激情，提高学生参与美术课堂教学的

深度

课堂是学生主体参与功能发挥的最佳场所。创设课堂的

最优环境，是强化学生主体参与的关键。在教学中让学生主体

参与，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想方设法把学生引进教材，自我捕捉

知识，学会学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要看学生在参与教

学中所解决的问题是否是深层次的问题，是否能提出有意义

的问题或能发表个人见解。

如苏少版小学美术第八册第10课《我造的车》一课，这堂

课的重点是学会做汽车，通过尝试，点拨，学生清晰地了解了怎

么做小汽车，解决了重点。在尝试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学生是用

卡纸做小汽车车轮的，很多转不好，属于车轮制作技术不到位，

所以我创设了一个情境：

师：我们都尝试做了小汽车，那现在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小

汽车。动一动，你的小汽车会转吗？（学生推小汽车，有些会转，

有些不会。）

生1：老师，我们用卡纸做的车轮，转不起来。

师：哦！是吗？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车轮不会转或很难转

的原因，怎么改进？大家可小组讨论探讨：为

什么有的车轮能转动，有的车轮不能转动？

为什么有的车比较稳固？有的车不够稳固？

生2：我们认为是车轮的卡纸太薄了，

应换硬一点的纸做。

生3：我们认为车轮与支架插牢了，应把大头针拔出来点。

生4：我们认为是卡纸做的车轮上面的洞太小了，要做大

点，才好转动。

生5：可以用铁丝穿过去，还可以用吸管、筷子。

……

师：大家很会研究，现在马上把小汽车的车轮改造一下，

试一试自己的想法对不对。

于是我给他们找来了铁丝、吸管。学生做完后发现还是用

铁丝穿过去的轮子转得又快又结实。在制作过程中，他们体验

了劳动的辛苦，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了。

片段中，学生在老师的点拨下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学生

参与的面不但广，而且还有一定的深度。从发现不会转到讨论

研究再到检验效果，会转了，学生兴趣高昂，乐学，爱学，教师只

在旁边起引导的作用，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真正参与者。

三、结合实际，沟通情感，唤起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

自觉程度

参与的自觉程度，主要是观察分析学习者参与的目的性，

是对材料或问题本身感兴趣，还是对通过学习可得到的奖罚

感兴趣，是积极主动地参与，还是消极应付，以及在碰到困难、

障碍时，参与的积极性保持程度等等。参与的人越多，参与的深

度越深，参与者的自觉性越高，课堂教学的效果越好。我们的学

生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与他们

进行情感交流，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唤起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

学的自觉程度，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一）缩短师生距离

实践表明，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之间的空间距离，很大程

度上影响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强度及时间。因此，教师可采用

主动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的方式接近后面的学生，缩短与他们

之间的空间距离，从而缩短师生的心理距离，为全体学生积极

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创造条件。

（二）给予学生安全感

绝大部分学生对教师有一种畏惧心理，为了使学生积极

动手参与教学活动，在课堂教学中必须使学生从心理上感到

是安全的，做出的作品不论好坏，都不会影响老师和同学对自

己的看法，特别是做得不好时不会受到批评与嘲笑。针对这点，

多鼓励所有学生积极动手参与各种活动，给学生改正错误的

机会，使用一些使人轻松愉快的幽默，给学生安全感，那么，即

使没把握，学生也会争先恐后地参与，其创造性也会大大增强。

（三）让学生获得成就感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一定努力完成一项任务，都会产生成

就感。既对自己的付出抱以肯定，又能激励自己继续前进。但

是教师如果把学习任务的难度定得过低，学生不费多大劲就

能够达到，那么，完成了任务学生也感到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难

度过高，学生可能会不愿去完成它或对此失去信心。因此，为了

让学生获得成就感，教师应把难度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如何

控制这个度，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材施教，随机调节难

度。当难度小时，教师可设置一些障碍；当难度过大时，教师要

适当处理，分步进行。同时，当学生失败时，教师应给予帮助和

鼓励；当学生成功时，教师要给予表扬肯定，使每个学生都能体

验到成功的乐趣，从而愿意动手动脑、参与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