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旅游团省了 6元钱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四（3）班 钱嘉玥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和旅游
团的人去上海野生动物园游玩，一路
上我特别兴奋。

到了动物园，我看见售票处门口
张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着：成人票每
人 10元，儿童票每人 6元，团体票 10人以上每人 7元。
这时候，妈妈问：“娇娇，我考考你，这次我们一共来了 4
个成人、38个儿童，如果叫你去买票，你觉得应该怎么买
才能最省钱？”

我想了想，如果每个成人和儿童分别买成人票和儿童
票，那票价的计算方式就是（10×4）+（38×6）=268元。我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可是妈妈提醒我再想想，难道
这是最省钱的买票方法吗？被妈妈一问我也不确定了，我
又仔细阅读了 3种票价，突然发现成人票是最贵的，我能
不能不买成人票，改买团体票，我又发现儿童票最便宜，所

以儿童票买得越多越好，通过认真仔细
思考，又想出了一个好的买票方法：如
果把 4位成人和 6位儿童组成一个团
体，剩下的儿童都单独买票，票价算式应
该是（6+4）7+（38-6）6=262元。这样的

话，我们就可以比前面那种办法节省6元。然后，我又把我
新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夸我是个爱动脑筋的小朋友，通
过自己的努力算出了最划算的买票方法。后来，旅游团真的
按照我第二种方法买了票，我为旅游团省了6元钱，叔叔阿
姨们都说我这个小学生真了不起，我特别有成就感，心里美
滋滋的。这真是一次愉快而有意义的旅行啊！

原来数学就在我们的身边，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真
是无处不在啊！只要我们爱思考、勤动脑，就会解决更多生
活中的问题，体验更多数学知识带给我们的乐趣。今后，我
一定要好好学习数学。 指导老师 戴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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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低年级学生的计算兴趣
! 市实验小学 管平蕾

数与计算是日常生活
中应用最广泛的数学知识，
也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的
一项重要任务。计算教学贯
穿整个小学阶段，其中低年
级计算教学又是重中之重，是培养学生良好计算习惯
和掌握方法、发展思维、形成能力的重要阶段。因此，在
低年级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克服计算教学的弊端，激发
低年级学生的计算兴趣。

巧用多媒体，可以唤醒孩子计算兴趣。皮亚杰的认
知心理学指出，低年级学生处于认知的“具体运算”阶
段。在这一阶段，低年级学生的思维由具体形象思维向
抽象思维过渡，对枯燥的计算缺乏兴趣，多媒体技术可
以弥补这种遗憾。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渲染气
氛，创造出一个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课堂，有效地唤
醒、激发、培养低年级学生在计算中的兴趣。

创设有效情境，可以激发孩子计算兴趣。情境教
学，是教师针对学习内容有目的地创设针对性强、具体
形象且富有趣味性的教学环境。低年级学生处于具体
形象思维阶段，还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运算，上课不能
够长久地集中注意力，容易被外来因素干扰。因此，在
计算教学中，需要随时调动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
就需要教师创设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富有趣味性

的情境，引起学生的有意注
意。譬如，童话情境针对一
二年级的学生创设，适合该
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低年
级学生充满童真，能展开无

限的想象，在他们的认知意识中，可爱的小动物、动画
片中的卡通形象、美丽的鲜花与小草、新鲜的水果与蔬
菜……才是他们熟悉的、认可的、倍感亲切的“学习伙
伴”。所以“儿童化”的童话环境，拟人化的情境设计，甚
至是虚拟的故事角色，都可以很好地架起数学知识与
儿童世界的桥梁，有助于激发低年级学生的计算兴趣。

渲染竞赛氛围，可以增强孩子计算兴趣。低年级学
生总是非常要强，不论做什么，都想争个第一。教师可
对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巧加利用，增强学生对计算教
学的兴趣。比如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算 24
点”比赛，在四人小组内进行选拔，然后班级内进行决
赛，获胜者颁发奖状和小奖品。由于是比赛还有奖品，
低年级学生的兴致都很高，全力对待。

开展游戏练习，可以巩固孩子计算兴趣。计算练习
的形式要富有童趣，这样相对枯燥的计算会变得生动、
有趣，学生才会变被动为主动，产生跃跃欲试的情绪，
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计算练习中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那个她
! 市汪曾祺学校九!"#$班 梁言

她生长在台湾，却
是个异乡人。

我看着那个她的
身影，背着书包，从时
光深处慢慢走近，脚步
倔强有力。

那一年她开始上学，最爱的便是
读书。上课下课都在读。性格孤僻的那
个她，从来不愿用寻常的方式，融入这
个世界。

因为天生聪敏，中学的那个她，在
考试几次失利后，狂补数学，竟连考几
次满分。老师怀疑她，便进行突击考
查。于是措手不及、只会看书的那个
她，便直接吃了零蛋。

老师对她恶毒无比的侮辱，使她
从此患上自闭。就如导火索一般，引爆
了她所有的偏激与孤僻，封锁了她充
满才情的心灵，触发了她一生流浪多
苦的魔盒。“我最爱和死人作伴，他们
都是最温柔的人。”这样的话从一个少
女口中说出，让人无比心酸。

这一封锁，便是七年。
后来，她遇到了心灵的、艺术的知

音。她终于敞开了心扉，文字灵气逼
人。她开始上进，开始青春，那个她，气
质非凡。

再后来，她的心灵又受到重创。为
了逃避，她背起单薄的行囊，毅然决绝
地去往远方，迷雾未散的远方。

从此，流浪便是她的宿命。
马德里，她那向往艺术的心，在那

里得到了自由的疗伤。渐渐地，敏感孤
僻的她，变得笑靥如花，美丽无比，就
像马德里的蝴蝶，在灿烂阳光下翩翩

起舞。她开始去多个国
家流浪，可那个她，却
屡遭重创，那个选择逃
避的她，已是无路逃
遁。心里，一片荒芜。

后来，她遇到了荷
西。

再后来，她流浪到了撒哈拉。
仿佛命中注定，她痴醉于那沙漠，

就如前世的劫，她的心，最终归结于荷
西和沙漠。

那个她，执着坚定，一去不回。那
是她的沙漠。

在那里，她尝遍人心、尘世的冷
暖，视沙漠为自己的城池。

她用灵动的文字，书写了她漂泊
美丽的情怀。那片大漠在她的笔下，神
秘而奇妙。

又是一年，当荷西在她另一个情
人———大海的怀中停止了呼吸，那个
她同时失去了她的大漠时，她看着荷
西钉入棺木，心，早已是血肉模糊。

“和我一起的那个老奶奶告诉我，
她看着我的头发，一夜间一点点地都
白了。”

流浪一生的那个她，万念俱灰。她
那飘零孤傲的心，再也承受不起更多
的重伤。在台湾的一个夜里，她被发现
在同她一样孤零零的绳索上，结束了
生命。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
远方……”

我看着那个她的身影渐渐模糊，
由近渐远。

你好，三毛。你好，异乡人。

小议作文教学如何创新
! 市外国语学校 周和妹

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意
义重大。结合教学实践，作文创新教学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立意创新
立意是指一篇文章的主题，作者所要表

达的好恶、观点等。人云亦云，一没有价值，二
没有新意。训练学生立意创新，要让学生养成
独立思考、有创造性地思考、善于从多角度思
考的习惯。要不为习以为常的看法所左右，不
迷信权威，善于质疑。比如，常言道“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崇尚愉快教育、
探究学习科学、提高学习效率的今天，应当倡
导学生这样立论：书山有路巧为径，学海无涯
乐作舟。又如对“严是爱，松是害”这句流行语
的反思，从有助于孩子智力的发育、身心的成
长，提倡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激励教育的角
度看，立论“不严不松又慈爱”更会受到青睐
和欢迎。对孟子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
辨证分析，在我们安乐祥和的社会主义国度，
尤其是对生活条件逐渐奔小康的家庭来说，
提倡“生于安乐”，论述如何“生于安乐”应更
有现实意义。通过对常见俗语的合理反思能
培养学生立意创新能力。对俗语“有风方起
浪，无潮水自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胳膊拧不过大腿”“谦虚是美德”“知难而退”
等等，都可以创新思维，逆向立论：无风也起
浪、人在屋檐下就是不低头、胳膊就要拧大
腿、要勇于展示自我、要迎难而上等等。

二、材料创新
学生作文材料经常让人似曾相识，总是

下雨妈妈送伞、老师给我补课、帮助孤寡老奶
奶等等。这是不注意取材的创新，思维局限在
部分材料的框架中。生活日新月异、丰富多
彩，只要用心观察、留意，“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上所见所闻均
可入作文。事物的多样性决定了材料
的千变万化。家务劳动、校园活动、走
亲访友、兴趣爱好都是写作的好材
料。笔者引导学生先学干一件不同寻

常的家务活，然后写《记一次家务劳动》，材料
果然新颖、鲜活多了。

三、布局创新
学生习作有先摹仿后创新的过程。学生

学习文章基本布局模式，熟练运用后，就不必
拘泥摹仿，可以引导创新破格了。根据材料、
主题的需要，安排恰切的结构形式能使文章
增色。恰当运用倒叙能引人入胜，增强读者阅
读的兴趣。杂文常常突破议论文三段论结构，
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如《事事关心》根据介绍
东林党人“事事关心”对联知识的需要，作者
安排6个小节介绍对联的出处、含义，引出论
点。小说根据主题、篇幅的需要，也可以打破
传统的三要素，淡情节或轻人物，合并高潮、
结局或错位发展与高潮，起到出人意料的效
果。作文的布局有法而无定法，学生学习成熟
后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发展。

四、语言创新
生动、新鲜的语言使文章出色、升格。学

生习作往往不善于变化词句，千人一面，千篇
一律。其实，生活是多姿多彩、瞬息万变的，只
要训练学生注意观察、积累，将鲜活的生活本
身展示出来，语言自然会活泼，富于变化。如
一篇习作这样写“母亲教育我读书”：“你要好
好学知识，我和你爸爸不能跟你一辈子，能照
顾你一时，不能照顾你一生。今后，自己的路
要自己闯。”这段话就较实在，真实地摄取了
生活中普通人教育子女的语言。另外，通过引
导学生广泛地阅读，不断丰富学生的词汇库，
加强学生组织语言的能力，也
有助于语言的创新。经过学习、
吸收、消化后，创造出新的符合
语法规范的个体，是语言创新
的又一境界。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的幼儿自主式进餐活动
! 市界首镇幼儿园 郭爱云

在幼儿园里，自主
进餐对幼儿良好的饮
食习惯的养成、身心健
康成长发展起着重要
的作用。我们把游戏化
的精神，有效地渗透到自主进餐的过程中。

一、制定进餐规则
1．自主建立规则
首先教师与幼儿就“自主进餐该遵守什么

样的规则”展开讨论，如“餐前做什么”“食物残
渣放哪儿”“手脏了怎么办”等。讨论后形成共
识：餐前先洗手，有序地排队取餐具，进餐中的
食物残渣集中放在残渣盘中，餐后倒入垃圾篓
内，将所有碗筷勺整齐地放在盘内，便于食堂工
作人员清洗。

2．自觉遵守规则
为了让幼儿更好地遵守规则，每天可轮流

让幼儿当“小小值日生”，在进餐中负责提醒其
他幼儿按规则办事。如：不敲碗、不吃的菜不能
夹到别人碗里、不大声讲话、不到处走动、吃饭
要细嚼慢咽等等。教师注意引导“小小值日生”
要用其他幼儿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对吵
闹的孩子可以说：“请安静，不要打扰其他小朋
友用餐”；对喜欢走动的孩子说：“请坐下来吃
饭，不要碰到别人”等。在进餐过程中，教师加强
巡视，及时提醒并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对表现
好的孩子给予充分的表扬，使孩子们逐渐养成
文明进餐的好习惯。

二、营造进餐环境
1．播放舒缓音乐，营造温馨氛围
用不同的乐曲来区分餐前准备阶段、进餐

阶段和餐后整理阶段，用音乐来暗示幼儿现在
该做些什么了。选择的音乐是幼儿喜欢的轻音
乐，这样既能让幼儿感到快乐，又吸引他们的全

部注意。如：舒缓优美的钢琴曲、小提琴曲，感官
上给他们以宁静、闲适，允许他们在不影响同伴
的基础上可以小声交谈，声音不超过音乐。老师
和孩子之间、孩子和同伴之间边吃边聊，悄声细
语，音乐绕梁。

2．餐前食谱播报，营造心理氛围
《指南》中指出：帮助幼儿了解食物的营养

价值，可以引导他们不偏食、不挑食。小班孩子
能力相对较弱，可以在进餐前先让他们闻一闻
饭菜的香味，根据闻到的香味猜一猜———今天
我们吃什么？这样，激发幼儿想吃的欲望。中班
孩子自主性不够，对于饮食的营养价值认识不
清，教师就要事先了解当天的菜谱，利用网络搜
索菜肴营养价值的图文，在餐前给孩子看。色彩
艳丽的图片加上生动的描述，不仅让幼儿了解
每种菜对自己的身体发育的好处，还营造了孩
子想吃、乐吃、爱吃的心理氛围。大班孩子已有
了一定的独立性，为了锻炼幼儿的表达能力，每
天由值日生提前一天在家中和家长一起收集当
天食谱的相关营养知识，在用餐前充当“小小播
报员”，向全体同伴播报当日餐点的食谱及其营
养价值，利用“小小播报员”的加入，有效地促进
孩子们的食欲。

3．在特定区域中进餐，幼儿自得其乐
在班上可以布置“巴啦啦小魔仙餐厅”“佩

奇的家”“朵拉餐馆”等角色区域，幼儿可以自主
选择去这些区域中进餐。让幼儿在游戏的情境
里自主点餐，体验了幼儿与环境的互动，感受了

“我是小主人”的主人翁意识。

卖桂花糕的老人
! 市汪曾祺学校九（"%）班 柏静雯

又走过老家门前坑洼不平的青砖
路，卖桂花糕的驼背老人依旧坐在他
的小车旁，车上刚出锅的桂花糕在冒
着热气，温暖而恬静。

妈妈说这个老人和我们是老街坊。
“真的不容易啊———”
她每每看见他脊背突起、推车吃力的样子，总要这

么叹息一声。我了解到，老人的独子智力障碍，媳妇也
残疾，老伴死了好几年了，全家几口都靠这个小摊糊
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上天不公，他的苦难实在是太
多了。以后每每路过，我就会买上一两块桂花糕，不为
吃，只觉得心里舒服些。

老人的小车边绑着一个硬纸板，简陋的几个字当
招牌：宫廷桂花糕。桂花糕绵软香甜，小车旁围了不少
孩子：“爷爷，爷爷，多放点糖啊！”他笑
着一一答应，仿佛年轻了不少。没人时

他便安静地坐在梧桐斑驳的树影中，
哼几句没人听懂的家乡小调。有时高
兴起来，还会眯起眼，身体轻轻摇晃，
手有节奏地敲打着近旁的梧桐树。

这样一个老人，好像并没有过多
被生活所迫的无奈。当我关心地询问起近况，他笑着摇
摇头，轻呷一口茶，松树枝干般的手轻轻摩挲着他的紫
砂壶。这茶壶一定用了很多年了，有很厚的茶垢。

“谁过得容易啊，都不容易。”他的声音轻轻的。他
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深处有一闪而过
的光：“我现在只想安稳过好每一天。能用自己的力量
为孩子们遮风挡雨，能做一天就做一天。”

说完这句，他给我两块热热的桂花糕，推起小车，
慢慢前行在夕阳里…… 指导老师 马仁奎

读书让我着迷
! 市实验小学六&'$班 王梓锐

从妈妈给我买的《格林童话》
开始，我便与书结缘。随着年龄增
长，获奖作文、世界名著、小说散文
等都是我的涉猎对象。妈妈见我如
此着迷，怕我忘记学习，便约法三
章，吃饭、睡觉、上卫生间不允许看
书。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妈
妈“斗智斗勇”，耍尽花招去看书。

有一次从图书馆借了本超厚的
《动物世界》，一个星期就要还回去，
该怎么办呢？我的目光无意中看到
床头的手电筒，顿时有了主张。

“从今天起，我不需要开门睡
觉了，我现在是大孩子了！”我故意
扯开嗓门让妈妈听得清清楚楚。妈
妈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就被
更加欣喜的目光所代替了。

妈妈怎会知道我“醉翁之意不在
酒”！不管怎样，为了这书，豁出去了！

夜深人静，我紧张而又兴奋地
在黑暗中摸索到手电筒，然后悄悄
拿出书，躲在被窝中，蜷缩着慢慢看
起来。这效率挺高，我如期将书还了
回去。美中不足的是，我如夜中偷吃
粮食的老鼠，稍稍有一点动静，便条
件反射般迅速关灯、合书，假装熟睡。
没动静了，再把书打开、电筒打开。

现在回想起这段“文化苦旅”，
我哑然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