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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唠叨的妈妈
!

市实验小学四（
!

）班 吴承泽

我的妈妈爱干净，爱劳动，但更爱唠

叨。妈妈的唠叨声似乎无所不在。

每天早晨，妈妈会像小闹钟一样准

时把我从甜美的梦中叫醒：“都六点半

了，还不起床，动作快一点儿，不然上学

要迟到的。”没办法，我只好不情愿地离开了暖和的被窝。

吃早饭时，妈妈又开始唠叨了：“多吃点，注意营养搭配，

这样才能增强体质，增加记忆力。”快上学时，妈妈又对我

重复那千百遍的话：“上课时要认真听讲，注意力要集中，

多举手发言。”我总是不耐烦地回

答道：“知道了。”晚上，当我做作

业时，妈妈又在提醒我：“认真写，

不要粗心，做好‘三个一’姿势。”

检查作业时，她还要发表一番“演

讲”。

有时把我惹急了，我便用双

手捂住耳朵，很不耐烦地对妈妈说：“我

已经不想再听那些唠叨的话了，你就不

能少说点吗？”“只要你按我的要求去做，

我就不唠叨了。”妈妈笑着说。就这样，日

复一日，妈妈的唠叨不知何时能停！

这不，这次考试前夕，妈妈又唠叨我：“考试时别紧

张，要认真读题，仔细检查，字迹要工整……”“知道了。”

我依然不耐烦地说。

考场上，我一看试卷题目很简单就飞快地答起来，不

一会儿就答完了，刚想交卷，耳旁响起了妈妈的唠叨声，

于是我就认真检查起来，当检查到第四题时，发现加法当

减法计算了，我急忙改正过来，是妈妈的唠叨让我克服了

马虎的坏毛病，最终取得了好成绩。

妈妈的唠叨给了我无限的爱、无限的温暖，我爱我的

妈妈，我爱她那喋喋不休的唠叨！

指导老师 王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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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王永红
GYMBABY运动宝贝国际早教机构高邮中心
0514-8561626385610800

关键词：口和手是儿童最初认识世界的工具

也是唯一途径（自然科学智能）

表现：不停的用嘴去探索，去寻找抓起什么东

西都往嘴里放，通过口孩子的手一刻也不停抓、

捏、摸、揪、捅、按、拧、插、撕所有和手有关的事情

都是他们最爱做的事情。

出现年龄：0-2岁

处理方法：准备一些可以让孩子咬的玩具，将

玩具洗干净的让孩子玩。生活环境是孩子发展手

的最好场所，同时也可以给孩子提供能动手活动

的材料，例如废报纸，用完的化妆品瓶，螺丝和螺

母……让孩子自主的发展手的智能。

注意：不要怕麻烦，不要怕乱，让孩子充分的

自由，克服我们原有的观点最重要。

口和手的敏感期

老师，请您慢一点
!

市赞化学校 马仁奎

2014年底，学校邀请江苏大学的老师

来校，对全体教师进行如何制作微课培训，

讲座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近结束，老师

问：“大家听懂了吗？”“懂了。”下面异口同

声。“大家会做吗？”有人说“会”，也有人说

“不会”，七嘴八舌，嘈杂声一片，听课的效

益差异显现出来了。

很遗憾，我也是不会的人之一。回过头

来想：我认真听了，也按照老师的提示、要

求进行实际操作，可到自己独立操作的时

候，怎么就做不起来了呢？由此想到，在平

时的教学工作中，遇到学生答不对、答不全

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学生课上

肯定没有认真听讲，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

认真去做，才会导致问题的产生，从来没有

想过学生听不懂、听不会，老师有什么责

任。学生在课上听了、听懂了，就表示他一

定懂了会了吗，他的学习任务算完成了吗？

与教材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及教学

建议，都是从教师的“教”而不是从学生的

“学”这个角度来编写的，这个编写是建立

在城乡一体化、学生无差别的基础上的，忽

略了城乡差别，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教

师为了完成目标、完成备课组统一的教学

任务，达到“教案、学案、作业”的三统一，于

是过分强调速度，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

异，在提高课堂效率的幌子下，全然不顾学

生能否听懂会做，能否消化吸收。课上不

够、课后习题凑也就不奇怪了。学生对学习

兴趣降低，教师难辞其咎。

要真正实现“以生为本”“学生是课堂

的主人”，我觉得老师真要慢一点，把发现

的乐趣、探究的过程交由学生完成，让他们

在发现中感受乐趣，在探究中享受酣畅。记

得去年在黄岛听余映潮老师上的一节公开

课。讲了一个知识点后，余老师说：“这个知

识点很重要，请同学们记下来。”待学生抬

头示意记好后，余老师又接着说：“下

面请大家把刚才记在笔记本上的，记

到脑子里去。”下面开始有了读书的声

音。听课的老师都为他捏一把汗，余老

师啊，你这样能达成教学目标吗？几分

钟后，余老师抽查了几个学生的掌握情况，

或表扬、或提示，然后才接着往下讲。扪心

自问，在分秒必争的公开课上，像余老师一

样能有几人做到呢？

余老师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教

材的钻研之深、教学艺术之高，个人觉得更

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把人

的因素放在首位，把学生的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是“慢”，“慢

工出细货”说的也是慢，“欲速则不达”说的

也是慢，叶圣陶曾经说过，“教育是农业而

不是工业”，强调的也是慢。教师应该从学

生的实际出发、从学生的需要出发，遵循教

育规律，这样才能实现教学目标，从而实现

人的发展。

课堂高效，不仅体现在教案、课件的有

效，教师准备的充分，更在于学生的高效。

当堂训练就是检验学生课堂是否高效的有

效手段之一，非常有价值。教师课上讲什么

就应该让学生练什么，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以达到复习、巩固之目的。通过训练，学

生可以检测自己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有针

对性地补缺、提高；教师在巡视过程中，可

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惑、指导，共性问题集

中答疑，将会大大提高课堂效率。教师的

慢，是为了学生的快；课上的慢，是为了课

下的快；今天的慢，是为了明天的快。

苏霍姆林斯基说：“学习困难的学生，

读书越多，他的思考就越清晰，

他的智慧力量就越活跃。”对

学困生真正意义上的帮扶，教

师要指导他们多读书、多练习，

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

在实践中提高，以实现由易到

难、由慢到快、由低级到高级的

蜕变。

老师，请您慢一点。

评价，让课堂激情飞扬
!

市实验小学 王秀芳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进取

意识、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教师课堂上的评价

不应拘泥于一种形式，而要因人而异、因课而

异，创造性地对学生进行评价。

一、注重课堂评价的”新”

人都喜欢获得新鲜的刺激。单一、重复的评价

会让学生感到厌烦、乏味。他们渴望变化、追求新

鲜，教师的课堂评价应满足学生的这一需求，不断

创新，提高有效性。教师只有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

上加强积累，评价才能不时更换、常用常新，才能在

课堂上信手拈来、机智善变，时时给学生以新颖的、

迥然不同的评价，让学生听而不厌。同时，使用时还

可以结合不同的体态语，如：爱抚地摸一摸学生的

头、亲切地握一握学生的手、深情地拥抱一下发言

的学生……这些体态语结合教师真诚的赞语，更能

传递一种情绪，交流一种感情。

二、注重课堂评价的”真”

教育需要赏识。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就要加

以肯定，这有利于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激发上进心，

但是，同样一个“好”字可以说得平平淡淡，让人有

勉强之嫌，也可以说得满怀激情，让人感觉到是由

衷的赞赏。教师真诚的语言、鼓励的言辞、友善的微

笑，会让学生品尝到被人尊重的喜悦，感受到期待

的幸福。只有发自肺腑的表扬才能触动孩子的内

心，唤起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评价呼唤自然

真诚！2008年4月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上

了一节课。在课堂上，于老师请一位男同学读课文，

这个男孩音质悦耳，吐词清晰，抑扬顿挫中把课文

读得正确、流畅而又声情并茂，让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于教师听完他的朗读后马上走上前去，微笑着

和这位男同学握了握手，无比诚挚地说：“你读得太

好了，播音员也不过如此。我和同学们还想再听你

朗读一遍。”话音未落，听课的老师和同学们顿时报

以热烈的掌声。于老师自然真诚的评价语言使学生

激情高涨。

三、注重课堂评价的“实”

评价有激励功能，通过评价可以激励和调动学

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在充满对智

慧的挑战和好奇心的刺激过程中不断地体验成功，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部分老师在课堂上连学生

的错误也不敢否定，生怕一否定就会扼杀学生的灵

性与智慧，就是不尊重学生的独特性体验。其实这

种认识是不对的，当学生的见解不够完整时，教师

就应该不厌其烦地进行点击，当学生的认识偏颇

时，就应该委婉妥善地加以引导。

四、注重课堂评价的“趣”

课堂上，每每学生质疑、朗读、发言时必定要进

行评价，如果老师能深度解读文本，置身于文本的

情境之中，就能积极主动地寻求评价内容与情感、

态度的融合，用风趣的语言把评价有机地渗透于学

习内容，拭去刻意评价的痕迹，增加评价的趣味性。

实践证明：幽默能使教学过程达到师生和谐、充满

情趣的美好境界。诙谐幽默的评价语让学生在和谐

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教学信息，不但使课堂评价语高

雅起来，而且能提高教学效率。

教师充满魅力的课堂评价，是蜜，可以牢牢粘

住学生；是磁，可以紧紧吸引学生。在课堂上，它让

我们看到学生灿烂的笑脸，听到学生爽朗的笑声。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在课堂教学中巧妙运用评价

来引领学生快乐地、充满激情地进入瑰丽的知识殿

堂。

夕阳的余温
!

市车逻中心初中九（
"

）班 张所怡

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边，像

一把火正熊熊地燃烧着，也燃烧着

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份感情。我站

在夕阳的余辉下，缓缓地闭上了眼

睛……

十年前，夕阳的余辉通过窗户

斜射进了一间白色的病房，病房里

墙是白的，床单是白的，就连家具也

是白的，这些白令人忍不住害怕。一

位老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老人的

脸很瘦，瘦得像枯木一样，他的皮肤

黝黑，黑中却又泛着病态的白。老人

的鼻子正努力地汲取着夕阳的余

温，像一团干海绵不停着吸收着水。

夕阳渐渐地向西移去，老人一开始

还能接触得到余辉，可后来越来越

远，老人的手微微地撑在床上，想

要坐起来继续享受夕阳的余温，可

奈何身体四肢完全使不上劲，重重

地倒在了床上，老人望着渐渐远去

的夕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病房的门打开了，我走了进来，看

到那位老人，高兴地大叫道：“爷爷！”

说着，我便连蹦带跳地扑到了爷爷的

怀里。也许爷爷承受不了我的重量，便

忍不住轻咳了两声，但还是笑着对我

说：“宝贝，回来了，今天学了什么？”我

猛地跳了出来，骄傲地说：“今天我学

了很多呢！让我一个一个地告诉你。”

爷爷紧紧地搂着我，生怕我趁他不注

意就跑了出来，我轻轻地靠着爷爷的

胸口，聆听着爷爷的心跳，与爷爷一起

观赏着夕阳。奇怪的是一向多话、吵闹

的我今天格外地安静，更奇怪的是，我

看见今天的夕阳在即将消散的那一刹

那又突然亮了起来，

格外地亮，但转眼间

又消失了，迎来了无

尽的黑幕。我抬头对

爷爷说：“爷爷，夕阳

没了。”可我却看见

爷爷闭上了眼睛，在

夕阳的余温中睡着

了……

夕阳消失了，

但余温犹在。爷爷虽

已故去，但他的音容

笑貌却永远刻在我

的心上。

指导老师 高平丽

寒假里的一件事
!

市周巷实验小学五（
"

）班 胡 钦

我吃过杨梅、苹果、樱桃……

还从没有吃过榴莲。今年寒假，终

于有机会尝到它的滋味了。

有一天，爸爸去扬州开会。他

开完会，从扬州的一个超市里买回

来一个样子和“刺猬”差不多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好奇地问。爸爸说：“这是一种

水果，叫榴莲，营养价值很高，被人们称作‘水果之王’。”

我左看看，右看看，不知从哪里下嘴。爸爸问：“你干嘛

呢？”“找果肉吃。”“哈哈，果肉藏在里面呢！”“哦，榴莲妈

妈的小宝宝在它的肚子里哩。”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迫

不及待地让爸爸快把榴莲拨开。榴莲外部都是坚硬的壳，

看上去很难打开。可没想到，爸爸只轻轻一按，榴莲就裂

开了，露出了里面白嫩嫩的果肉。原来榴莲妈妈是在用

自己坚硬的铠甲保护着自己的小宝宝呀！

我刚想伸手去拿榴莲吃，突然

闻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这味道臭

臭的。我赶紧捂住鼻子，跑得远远

的。还大声叫道：“爸爸，这个榴莲

臭了，您买的时候怎么也不好好挑

一下呢？”爸爸听了，就笑着对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吃榴

莲，售货员告诉我它就这味，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

香。来，我们一起挑战它！”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屏住呼吸，

先尝了一小口。它既不像樱桃那样甜，也不像苹果那样

脆。接着，我又吃了一大口，慢慢地、细细地品味，这回只

感觉香甜的味道已经流到嗓子眼里了，于是我放心大胆

地吃了起来……

这次吃榴莲的经历真令我难忘！我不仅品尝到了榴

莲的美味，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有许多东西，还等

着我们去尝试！ 指导老师 陈松春

大年初一放烟花
!

市临泽镇临泽实验小学五（
#

）班 金文慧

今年的大年初一，是个温暖的春节，因为冬姑娘提前

走了。我逛大街，看庙会，串门子拜年……最盼望的是晚

上放烟花。

太阳刚刚落山，夜幕还没有完全拉上，许多人就把焰

火摆上了村庄大道。焰火个个穿着漂亮的外套，看得人眼

花缭乱。有的四四方方，像块巨大的年糕；有的瘦瘦高高，

像张站立的杌凳；有的圆圆乎乎，像个胖和尚……

左右四邻渐渐聚上了大道。瞧，穿得西装笔挺的李爷

爷，戴了两只金戒的张叔叔，开着宝马回来过年的陈老板

……大伙说说笑笑，互相恭贺。

“快点放烟花吧！”我催促道。爸爸捧起一盘“一万

响”，左滚右滚，摊在地上，像条超级红蜈蚣。用打火机点

燃一支香烟，爸爸把烟头凑近小鞭的头部。顿时，噼哩啪

啦……红蜈蚣扫开了机关枪，炸得我捂住了耳朵。

李爷爷指甲轻轻一划，撕开外层彩纸，一根火线冒出

来。香烟一碰火线，哧哧———李爷爷急忙退到一边。

嗵———拳头大的一个火球窜上夜空，啪———火球转眼间

裂开，抽出无数七彩的线条，向四面八方延伸……砰！不

知谁发射了一枚小火箭，拖着长长的亮尾巴，陡然蹦出十

几颗星星，闪亮耀眼。咚咚咚———几颗“炮弹”上天，炸出

一朵朵大菊花……

看着看着，我眼馋了，拿起一根彩色的“仙女棒”，请

爷爷帮我点燃。顿时，火花像泉水一样喷涌出来。我高兴

得挥舞棒子，哪知道，一粒火星趁机钻进我的衣襟，把马

甲烫了个小洞。妈妈笑道：“你沾了彩运啦！”

正月初一放烟花，我永远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