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众生相
! 市城北实验小学五（!）班 朱越萌

“叮铃铃，叮铃铃……”上课
铃响了。可走廊上迟迟没有出现
陈老师的身影。

我们都在猜测老师为什么
还没来，有人说：“老师应该在改
作业呢，入神了，就忘了时间。”有人说：“老师说
不定是上厕所去了。”班上渐渐开始吵闹起来，尽
管值日班长在讲台上大声地喊着，但无济于事。
她索性不管了，也加入到讲话的队伍中来了。

人称“迷你郭德纲”的吴定州，和“女版于
谦”石佳琪一唱一和呢，你听：

“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吴定州眉飞色舞地说。

石佳琪问：“啥棒槌？还三百六十个，不行，
太多了，换个！”

吴定州用一口“标准”的东
北话说：“状元，不是棒槌！你这
孩子，啥耳朵呀？”

我们再也忍不住了，捧腹
大笑起来！

这边还没结束呢，吴苏怡那边又闹腾了起
来。有一种不知名的虫子在她桌上肆意地飞着，
她吓得“花容失色”。可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吴
定州又来火上浇油：“呦呦呦，小妹妹，这小虫子
还怕呀！”气得吴苏怡火冒三丈，鼻子里都要冒
烟了！此时，她勇气大增，一出手竟把那虫子拍
死了，还往吴定州脸上丢。

就在这时，陈老师来了。只见他气定神闲地
走上讲台，用粉笔写了几个字，我们差点儿没晕
过去———课堂众生相！ 指导老师 陈增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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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难不难？
! 姜善海

（一）中考在即，熟人带来读初
三的男孩，要我指导如何作文，意
在中考提分。 我问男孩，“作文
难不难？”答说：“有点难，难得高
分，有时难有话说。”小时常听老师
说：“不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平时多“烧
香”，就是注重平时积累。平时积累，肯定是件很辛
苦、要耐心的事。

作文也要入门，入门了，不光不觉难，反会觉
得是件快乐的事。

（二）中小学生的口头和笔头这两个表达能
力，关乎人的发展，很是重要。前者就是说话，后者
就是作文。二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
文写得好者，语文也会学得不错。这便为学好数理
学科腾出了时间，具备了较强的理解能力。

学生、家长、老师，都应当十分注重对这两个
能力的培养。

多说话、多提问，听故事、讲故事，学好语文、
背诵课文，重视学好文科、多看课外读物，多读中
外名著、积极参加演讲会，留心体验生活、注意观
察身边的人和事，多作笔记（好记性不及烂笔头）、
多写日记、自己多作阅改，多看看同龄人的作文，
在比较中可得进步与提高等等，都关乎两个表达
能力的培养。

记住：好作文是自己写出来的，也是自己改出
来的。

作文的提高，非一日一时之功，速成之法是没
有的。

（三）命题、自命题作文，审题很重要。审题，就
是审问、审查文题：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文
体？审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运筹、谋划、打腹稿
的过程。

要写积极的、向上的、有意义的、有经验教训
的，传播正能量的，能给人以启发和激励的；要写
熟悉的、了解的、有话可说的；要写有趣的、好玩
的、有用的等等。

审題，要多揣摩，多斟酌。郑板桥善画竹，说：
“二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削尽冗繁留
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四)作文的基本要求：立意不能走题，行文不
能离题；言通句顺，言能达意，错字、别字、病句要
少、要无。文采尚在其次。

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叙事状
物写人，要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
缺少细节，便缺少了生气。没有细
节描写的文章，是记的流水账，是
一棵没有鲜活绿叶的枯枝孤干。注

重细节的人，谋事多成少败。不注重细节的人，必
是粗线条、马大哈一个。

作文要短小精悍，语言要朴实简洁，叙事说理
状物写人，就是讲究要用最少的字，最简洁、生动、
活泼、形象的鲜活语言，要去老套，要新颖，要创
新。

有位老师出一题：“紧紧蒙只鼓，密密钉上钉，
晴天和雨天，打出同样音。”问学生：“能精炼些
吗？”一学生答：“紧紧蒙，密密钉，晴和雨，同样
音”。又问：“能再精炼些吗？”一学生答：“紧蒙密
钉，晴雨同音。”老师说：“很好！”

要尽量删去可有可无之字，言能达意就行。
（五）文乃情之声、心之音，要用“心”作文。
作文要有感情，要有真情实感，要说真话、诉

真情，不要无感而发，不要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能写好作文者，情感细腻，语言丰富，兴趣广

泛，涉猎面宽，生活不会枯燥。
切记：情商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注意：不要让金钱物欲将我们的情感百花之

园蚀为荒地！
（六）作文老师要上好作前指导课和阅后讲评

课。要订出计划，要认真准备，写出教案。讲评课最
好能印发学生佳作，会有多方面的良好作用。

尽量作些、多作些当面阅改，亦称面批。
阅改，要写出眉批和总批即总评。作文簿的格

式设计，留出了眉批位置。总评所指无外有二：作
文能力和作文技巧。批语要因人而异、要有不同学
生的个性特征；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不可隔靴
搔痒；忌套话，空话，大话。要写字工整，万万不可
写出如一些医生写出的、让病人难以辨认的那种
处方字来。

（七）教育的功能有二：成人、做人和成才、做
事。

成人、做人，要先于成才、做事，也更重于成
才、做事！

写好作文，虽系成才、做事范畴，但对成人、做
人却有着极大的益处。

探“计算错误成因”，寻“有效对策”
! 市实验小学 吴红兰

计算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
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运算能力
是学生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
而统计学生作业则发现计算错
误占半数，错误类型多样，其中
漏题、抄错数字、看错符号等比比皆是。学
生自我反思，太粗心。这些计算上的错误，
难道真是“粗心”造成的吗？

一、追根溯源，寻找计算错误成因
首先学生方面，基本口算没有过关，算

理算法模糊不清，导致学生在计算过程中
错误率大增。学生的心理素质不够稳定，注
意力的稳定性和分配能力都不是很强，因
此在计算时往往不能高度集中精神，容易
分心，结果就是看错符号、数字，忘记退位、
进位了……

其次教师方面，过于注重情景化的创
设，淡化了计算教学。在教学中我们主张结
合生活实际切入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在学
生刚理解了算理后，就让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回归到生活中，这样就过于重视解决实
际问题，而忽视了基本计算的步骤，影响了
学生算法的探究、建构和巩固。

最后教学过于注重算法多样化，淡化
计算的最优化。探索算法时教师习惯让学
生尝试更多的算法以实现计算教学的多样
化，这样虽然能够打开学生的思维，但是过
于注重计算的多样化，让学生按照自己的
想法计算，花费时间较多，教学目标也没有
完全达到。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会影响教学
的效果，影响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

二、对症下药，寻找计算教学的有效对策
1、激发学生计算兴趣，有效提高计算

能力
计算教学同样需要培养学生浓厚的兴

趣，让学生乐学、想做，并教会学生用口算、
笔算和计算工具进行计算，熟练地掌握一
定的计算方法，达到算得又对又快的目的，
使学生在获得技能的同时享受成功的乐
趣。在练习巩固的时候选择游戏的形式来
代替枯燥乏味的计算，让学生从游戏中学
习，激发他们对数学计算的兴趣。

2、把握好情境教学的度，有效提高计
算能力

任何教学方式都是为教学服务。生活
化教学在数学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
境入手，从生活中的计算入手，理解数学计
算本质。如在“混合运算”教学中，利用一些
生活化的实例来让学生理解运算的顺序。
“公交车上原来有 32人，到站后 15人下
车，又有 12人上车，现在车上还有多少
人？”让学生思考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从
而使学生明确运算顺序也应该按照事情发
展的先后顺序来确定。即只有同一级运算，
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计算。学生在计算过
程中把自己日常经历变成新知识获得的途
径，从而领悟到生活中的数学，从而提高数
学计算能力。

3、把握好计算优化时机，有效提高学
生计算能力

对于同一个计算问题，有时会有很多
的计算方法，合理地把握算法的多样化与
优化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寻求计
算方法多样化的时候，学生选择的计算方
法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时候反而会
浪费过多的思考时间，达不到教学目的。所
以教师在计算多样化的时候必须要总结出
最优化的计算结果。计算多样化与计算最
优化结合起来，既开发了学生的思维，又让
学生找到了最有效的计算方法。

4、理解算理，有效提高学生计算能力
学生只有在理解了算理，掌握了算法

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计算。学生理解了算
理，就为掌握算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学
生计算方法中的每一步都成为有意义的操
作。因此在计算教学中，应尽量引导学生多
动手动脑，通过自己的观察、操作，主动地
去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会使学生对算理的
理解更加深刻，对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有
很大的帮助。

计算教学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教学过
程，要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也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以上各点虽不全面，但相信只要教
师智慧地从学生、教师等层面透过“错误表
象”找到真正的症结，寻找有效对策，学生
的计算能力定能稳健发展。让数学课堂充满生活味

———浅谈《认识人民币》的教学
! 市实验小学 吕磊

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
数学从生活中来并应用于生活。在我们的生

活中，经常用到人民币。课始通过提问，让学生说
说在哪里用到人民币，唤起学生对人民币生活经
验的回忆，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与生活密切相
关，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二、在动手实践中，体会数学的乐趣
人民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生活化的数

学知识需要学生动手试一试，体会数学的乐趣。
1、认一认
教师为每个小组准备若干人民币，让学生在

四人小组里说一说，你已经认识哪些人民币？学生
在现实生活中都接触过人民币，对人民币或多或
少都有一些认识，通过找出认识的人民币，向其他
同学介绍，让学生在交流中互补，在讨论中学习。
学生在亲自动手操作和小组交流中，养成善于交
流和观察的好习惯。教师要适时引导学生仔细观
察人民币上的数学和元、角、分单位，这样学生对
人民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体会到学习数学的
乐趣。

2、分一分
数学学习是一个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过

程。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学生喜欢
在活动中学习数学。学生认识了人民币之后，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将人民币分分类。学生一般按元、
角、分分类，或分成纸币和硬币。分类的过程让学
生进一步认识人民币，增强数学学习的趣味性。

3、换一换
教师要善于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突破学习难

点。教学人民币单位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同桌的合
作交流，采取换钱的游戏形式，进一步体
会 1元等于 10角，1角等于 10分。学
生在换钱的活动中，不仅学到了知识，还
体会了知识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不同的
换钱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
力，能够从多角度去分析、思考问题，有
利于学生数学素养的养成。

4、用一用
在数学学习中，教师要精心设计一

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游戏，让学生在游
戏活动中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发展学生
的智力。当学生认识人民币后，教师可以
创设一个购物场景，出示货架，书签 1
角、铅笔 2角 、尺 3角、橡皮 5角、小刀
8角。学生四人小组，一人充当售货员，
其他为顾客。学生在购物活动中既巩固
了基础知识，又将所学的知识与生活实
际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体会到今天所
学的知识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是有用的数学，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
意识。

三、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认识了人

民币，还会用人民币来购买文具。课后可
以陪爸爸妈妈去购物，试着自己去付钱。
从课内延伸到课外，让学生体验学习的
价值，体会数学的作用，培养对数学的情
感。此外还提醒学生养成爱护人民币和
节俭的好习惯。

我的太爷爷
! 市汪曾祺学校八（"#）班 师诗

我在老家门前的田埂上走
过，仿佛看见了您的背影，久久
伫立在那儿。

小时候，我不善于表达，也
没有什么玩伴。您看见我一个人
闷闷地坐在那儿，总会拉起我的手出去散步，或
去河边，或去田野，或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
还不时地给我讲些小故事，直到我重展笑颜。

在我的心中，您就像一轮太阳，散发着光
芒，温暖着我。

有时您会带着我一起摘瓜果，累了就并排坐在
田埂上，也不管脏不脏。您总会在这时骄傲地看着
绵延不绝的田野，对我说：“看！这可都是太爷爷和
你爷爷奶奶辛苦劳作的回报啊！”我望着田野里一
株株还显青涩的水稻，似懂非懂。您看到我天真的
样子，爽朗地大笑。一阵风吹来，掀起一波波稻浪，
将您的笑声送到远方。笑毕，您又意味深长地说：

“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喽！”
夏天的夜晚，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在您的院

子里乘凉，这是夏天难得的一份
惬意。天还没黑，我们就搬了凳
子到院子里。我捧着半个大西
瓜，急吼吼地挖了一大块就往嘴
里塞，好像有谁会跟我抢似的，

您就在一旁摇着大蒲扇，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
子。偶尔我也会让您尝一口，您却总是挑瓜皮边
上的吃，还故作美味地嚼着。凉风习习，您给我
讲《水浒》和《三国》，故事的内容早已模糊，但我
仍记得那天讲完故事您对我说的话：“乖乖啊，
太爷爷读书少，也就知道这么点了，你将来一定
要认真读书啊，找个好工作，赚了钱，太爷爷也
不图别的，给我带点蜜枣来就够了。”

这句话您可能是随口一说，却牢牢刻在了
我的心里。

可是，您还没能吃到我买的蜜枣，就撇下了
我。我相信，您是成了天上的太阳，默默散发着
光芒，温暖着我，指引我前行的方向。

指导老师 韩顶兄

野花
! 市外国语学校 聂敏

我走在路边，看见草丛里有几处
星星点点的淡紫色。它并不显眼。我
凑近一看，是三两朵淡紫色的野花簇
集在一起，很小，小到被人们忽视。

我想，它这么微小，不起眼，一
定是脆弱且不堪一击的。可能一阵雨就可以将
它击倒；一阵风也许就能吹弯了它的茎；又或许
被小猫小狗踩几下就失去了生机活力。与那些

有名的、生命力顽强的花儿相比，它
显得平凡极了。在路边的草丛里、公
园的草坪上，随处可见它的身影。

一场雨后，我又去看了那几朵
野花。我本以为它早已被风雨摧残，

被人们践踏，但当我看到那几朵花时，仍然是安
然无恙，经过雨水的冲刷洗礼后，反而显得更加
清新亮丽了。 指导老师 王静

我喜欢我的“黑玫瑰”
! 市第一实验小学三（"）班 王思蒙

“坐着反比站着高，春夏秋冬穿皮袄，朋
友来了蹦蹦跳，生人进门就狂叫。”这个谜语
的谜底你一定知道了吧，不错，是狗狗。我喜
欢狗狗。

我家养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狗狗，它浑身
乌黑，没有一根杂色的毛，长有一对黑宝石般
的眼睛。它很爱干净，经常用舌头舔舔身子，
所以，毛色一直闪亮发光，见到它的人，都很

喜欢。我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黑玫瑰”。
每当我放学回来，它都会到门口迎接我，在我
脚边蹭来蹭去；我吃饭的时候，它总喜欢在我
身边转来转去，眼睛盯着我看，盛点饭放点菜
给它之后，它便摇头摆尾地吃起来。有时我睡
觉也把它抱在怀里。

有一天，放学回来，不见“黑玫瑰”，我立
即紧张起来，不离地追问奶奶，黑玫瑰哪儿去
了？“看把你紧张的，我打扫卫生，把它关在厨
房呢。”我打开厨房门，“黑玫瑰”蹿出来扑到
我怀里，我们像阔别重逢的朋友，拥抱在一
起。

我喜欢我的“黑玫瑰”。指导老师 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