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字 方爱建

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教育
园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2020年2月20日 星期四
庚子年正月廿七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有效的教学
活动是学生学与教师教的统一，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
者与合作者。”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
式，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有所改变，尤
其是教师对自身在教学中的角色定位发
生了质的变化。

一、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伙
伴

教师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递者，而
且要作为学习情境中的重要部分与学生
共生共存，平等地与学生进行对话沟通，
意见交换，经验分享。教师在做教者的
同时，还要做学生，做一名教学过程中的
学习者，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与学
生共同学习，建立起和谐、民主、平等的
师生关系。让学生在平等、尊重、信任、
理解和宽容的氛围中受到激励和鼓舞，
得到指导和建议。

二、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新课程改变了过去过于注重知识传

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
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
的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
的过程。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双
基”也随着课程的推进发生了变化，归
纳、猜想、创新的思维方式，广阔的数学
视野、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也成了“新
双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教师
唤醒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设计促进学生学习的环境，引导学生
参与学习过程。教师要清醒地意识到，
引导学生学习是自己的职责，教师的引
导对学生的发展极为重要，学生应当有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
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教师
作为引导者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必须在知识面、理论水平、认识水
平、洞察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具备较高的
修养。

三、教师要成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
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师作为知识的化身而进行单向的
知识灌输，长期以来，对学生的主体地位
重视不够。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仅仅把
学生作为教育的客体，忽视了学生主体
性的培养和发挥。教师从自己的教学经
验出发，把书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
生只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完全处于被
动的位置。在新课程的实施中，教师再
也不能固守原有的教师中心的做法，必
须站在学生中间，组织学生发现、寻找、
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组织学生营造和
保持教学中和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氛
围。

四、教师要成为教学过程的评价者
在实施新课程的条件下，衡量一节

课教学任务完成情况最重要的标准是能
否促进学生的积极发展，而不是简单的
看既定的知识内容是否讲完。能充分发
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品德、提高学生的能力、完善学生
人格的课，即使没有完成既定的教学任
务，也应该大力提倡。教师要把促进学
生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要适时恰当地对
学生的情况进行评价，鼓励学生大胆探
索、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
对问题本身的结果给出对或错的判断，
从而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需
从数学课堂单一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
逐步向数学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
合作者和评判者的角色转换，教与学应
向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
□ 市实验小学 毛学群

1.“揍死你!”
如今仍有相当多的父母

用打骂的手段来管教孩子。
打骂孩子的时候，气愤至极
的父母还会脱口而出：“揍
死你!”

“揍死你”这一类空洞的话，只会降低父母的
威信，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因为当他们说这句
话时，表明他们再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有时我们发现孩子使我们越来越气，直到非
惩罚他们不可。他们所有的行为确实促使我们想
揍他们。其实，这种挑衅的行为就是他们的目
的。如果我们真的揍了他们，就中了他们的计策
——达到了他们的报复目的。孩子会在心里说，
你虽然把我打疼了，但是你生气了，我感到满足。

打骂孩子的父母是最无能的父母。如果你不
喜欢打骂孩子，只是一时气愤难以忍耐，那么打骂
将宣告你的失败。如果你就是喜欢打骂孩子，那
么你就是一名需要治疗的病人。

2.“你真笨!”
其实，“笨”是人为规定的概念，是同别人比出

来的结果。别人都会走路了，而你还不会走，那是
你笨手笨脚；别人都会说话了，而你还不会说，那
是你笨嘴拙舌。为什么别的同学考试全对，而你
总是做错题？因为你“笨”!

懂事的孩子最怕别人说他笨。他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总是出错，学东西这么费劲。也许，多年之
后他能证明自己不笨，可当时心里就像压了一块
大石头。“你真笨!”这三个字从自己父母口中说出
来，孩子心里会有多么难受!

为人父母者，不知是否有人对你说过这三个字?
不知你是否在心里对自己说过这三个字?想想这三
个字的分量吧!你怎么忍心对自己的孩子说？

3.“他打了你，你怎么不去打他？”
如今社会进入了竞争时代，有些孩子的父母

也“与时俱进”，不再讲究“温良恭俭让”了。孩子
在外面被别的小朋友“欺负”了，“他打了你，你怎
么不去打他？”一些父母常常这样“鼓动”孩子。

因为他们认为，人太老实了容易受人欺负，就
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反正不能吃亏!

照这样的逻辑引申下去可就不妙了：别人打
你，你就打别人；别人不讲理，你也不讲理；别人偷

你自行车，你就偷别人自行车；别人腐败，
你就腐败……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什么样的未
来?你就准备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
活?你就准备让孩子变成一个“占便宜没
够、吃亏难受”的人?

4.“爸爸妈妈求求你了！”
最怕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奖励不管用，惩罚不

能使。孩子识破了大人的一切动机，软硬不吃。
父母恐怕就只好说：“爸爸妈妈求你了!”

这句话不能说!因为说了这句话就意味着家长
缴械投降。孩子内心会更加蔑视你，纪律约束的
基础就土崩瓦解了!其实，从本性上讲孩子自己是
要做好孩子的。孩子的好行为产生于他们自己的
意愿。孩子只有在自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原则
的遵守者。纪律约束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及合作
的基础上。如果他们知道大人是尊重他们的，他
们就会接受大人的教导。

5.“你滚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父母教育失败，孩子离家出走的事件屡有发

生。许多情况下，孩子是被家长的话逼出家门的。
冲突爆发时，家长与子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

相让。有些父母利用孩子依赖性强的特点，说出
这句最后通牒式的话来，其实只是想逼迫孩子就
范。

“你滚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孩子没法应对。他当然不想离家出走，可一

旦就此低头，便会显出自己的软弱，难道就这样屈
辱地留在家里？那还有什么自尊可言？不少任性
要强的孩子，就这样被“逼迫”而离家出走。

在任何情况下，父母都不应该用这句话来要
挟子女，迫其改过。孩子有错，应该明确指出，即
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也应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
的慈爱和深情的关切，从而产生自强、自信、向上
的力量。否则，即使孩子一时屈服了，也是暂时
的，于事无补!

6.“我没本事……”
“我没本事……”是一些混得不好的父母的口

头禅。他们在和孩子交谈时把自卑感表露无遗。
这样做是不妥当的。被自卑感“感染”的孩

子，会认为“爸爸妈妈没本事，我又能怎样”！
教育专家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的自卑

感是由家长诱发的。父母如果能坚定自信，乐观
向上，那么，孩子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

孩子的眼光常常会追逐社会现象，比如看到
社会上有些人有特权，而自己的父母没有；有些人
神通广大，而自己的父母却安守本分，便会对父母
提出许多疑问。这时候，父母千万不要用“我没本
事”来开始你们之间的谈话，而应该用辩证的观点
去贬恶扬善，指引孩子踏上坚实的成才之路。

父母最不该对孩子说的话
□ 市外国语学校 胡建新

香！真香！刚到外婆家，外婆便端来一
碗粥给我暖身。粥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一
口下去，舒服到心里。“外婆，这粥真香！”“若
是从前那大灶台熬的，还要更香哩。”外婆笑
着说。

刹那间，我脑海中大灶台的记忆便复活
了。

“囡囡，外面凉，快回家来，外婆给你熬粥
吃。”记忆中的大灶台总是与外婆不可分割。

踏入灶屋，扑面而来的暖气立刻驱逐去
身上的寒凉。外婆就站在灶台边，细细地揉
搓着水中的米粒儿，轻轻褪去它们的灰衣。
我静静地坐在灶台边，看着外婆将清水倒入
大锅，一个个米粒儿纵身跳入锅中，沉入水
底。灶膛里的火苗烧得旺旺的，树枝杂草在
灶膛中发出“滋滋”“噼啪”的声响，躁动着我
的心。

“咕嘟”，待第一个气泡冒出水面，锅里便
开始热闹起来。一个个米粒儿你挤着我，我
挤着你，争相浮上水面，泡起了热水澡，一个
不小心，又被鼓得涨涨的小泡泡顶出水面，来

了场短途旅行。空气中，飘着米粒的香。
那米粥，确实香甜。一口下去，人的心变

得酥酥软软的，满口都是米香。那米香还掺杂
着灶台特有的柴火味，萦绕在我的心间，久久
不散。

要说大灶台最热闹的时候，还是要数过年
了。

夜晚，红灯笼将红红火火的光洒入灶
房。一家子三代人就挤在大灶台前，将灶房
挤得满满当当。瞧，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
屁孩，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聚在灶膛前，看火
苗噼噼啪啪作响，兴奋得上蹿下跳。而我们
的爸爸妈妈，就坐在那儿，看着我们，搓着手，
唠着家常，再时不时起身，帮做菜的外婆打个
下手。这时的外婆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灶
台前，她拿着一把铁勺，随手撒上些许细盐，
倒上些许酱油调料，将鸡鸭鹅变成一道道令
我们口舌生津的菜肴。油的“滋滋”声，铁锅
铁勺碰撞的“乒乓”声，大人们的交谈声，小孩
子们的欢呼声，在灶屋里头交织、奔腾、升华，
谱写出一首其乐融融的交响曲。

而现在，那样的时光再也不会有了。外
婆家的大灶台早已因为房屋的整修而不见了
踪影，那一家人在灶台前团聚的光景，也停留
在了多年前的那个大年夜，只能在回忆里找
寻。 指导老师 孙朝霞

外婆家的大灶台
□ 市汪曾祺学校九(18)班 谢佳乐

去年，在工作了四十多
年后，外公终于退休了。我
们都为他感到高兴，他自己
却有些闷闷不乐。工作了大
半辈子，突然之间无所事事，
这让他很不适应。妈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近
年来好多老人都参加了老年大学，用课程、活
动为自己找乐子，不如给外公外婆也报个班，
充实充实生活，消磨消磨时间吧。一开始，外
公不愿意去，甚至还有些抵触，但看到外婆从
学校学来的古筝技艺，他有些心动了。就这
样，他成为了老年大学摄影班一员。没想到，
刚上了一节课，外公就爱上了摄影，还不惜血
本，买了一台高档相机。

从那以后，外公再也不闲着了，每天安排
得满满当当。电视里的摄影频道成了他的最
爱；晚饭后坐在电脑前查阅摄影技巧也成了每
天的功课。专业书籍上全是蓝笔、红笔批注的
痕迹；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学到的技术
和学习心得。我有些不理解他的行为，只不过
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事情，怎么做起来这么拼？

这么大的年纪，每天熬夜到
十一二点可不是谁都能坚
持下去的，这么做到底图什
么？

一次周末回外公家，刚进
家门，外公既兴奋又神秘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
西。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江苏省老年摄影协会会
员证。“外公，你什么时候加入这个省级组织了？”
我有些诧异。外婆忍不住在一旁说道：“你外公
拍摄的作品被省协会选入了！”“哇！没想到外公
还真学出了名堂！”我惊叹道，“外公，快说说你的
获奖感言。”外公端起小酒杯，咪了一小口，“感言
嘛，还是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生命
不息，就要学无止境！”说完，又满足地咪了一大
口……

外公虽然读书不多，学历不高，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工人，但他的话直击我的内心，震
撼我的心灵。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追求，感受到
了力量。是啊，只有不断努力，不断进取，人生
才会更加精彩！

谢谢你，我的外公！ 指导老师 刘卿

我的外公
□ 市汪曾祺学校八（18）班 徐迅然

这些天，我每天在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蔓
延惊心，为一个个逝去的生命痛心，但同时又
被一个一个的楷模感动着。

“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2003年
非典型性肺炎SARS肆虐神州大地时，有这
样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云霄。当2020
年新冠肺炎来势汹汹时，我们再一次看到这
位战士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再次挂帅出
征。他就是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肆虐
的病毒使得人心惶惶，当人们在新闻中看到
这个熟悉的身影时，那根紧绷的神经才稍微
有点放松，“钟南山说动才动”刷爆了朋友圈。

钟南山奔赴深圳、广州、武汉、北京等地
调研疫情、研究防控方案，参加各级各类会
议，媒体直播连线等，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他
不顾自己84岁的高龄，竭尽全力发出一次又

一次的呼吁。我印象深刻的是网上流传的
一张照片。由于春运期间高铁票紧张，临时
上车的他被安顿在餐车一角。只见他眯着
眼，满面愁容，他知道自己此时面对的是什
么，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他也想歇一歇，但
他知道不可以，祖国需要他，人民需要他，抗
击疫情的一线需要他。面对疫情，他是智慧
而刚毅的；面对同事和病人，他却是博爱和
仁厚的。2月1日晚上，为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送行时，镜头前
的钟南山微笑着拍拍医疗人员，笑容中饱含
亲切与不舍，但更多的是来自同行间的鼓舞
与加油。

钟南山院士早在非典的时候就挽救了无
数中国人的性命，他有句名言：“医院是战场，
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其实像钟
南山这样的医护人员何其之多，他们用生命
铸成抵御疾病的钢铁长城，在病魔前不计报
酬，无论生死，他们称得上“中国的脊梁”。

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在生活中直面挑战，
勇于担当。

我心中的楷模
□ 市南海中学八（15）班 徐房婧

2020 年 的 春 节 变 了
样！年前一个星期，我走在
大街上还是车水马龙呢，可
眼看就要春节了，大街上的
人反而越来越少了。

年三十这天，爸妈突然告诉我：“不要出
去玩，也不要吵着跟爷爷出去放风筝了！”我
期待已久的很多事都被他们禁止了，而且难
得出去一趟，还要戴上口罩。我很不喜欢那
玩意儿，因为带上它，我只能露出我的一对
小眼睛，而且感觉呼吸不太顺畅。

就这样过了两三天，我终于忍不住了，
有些懊恼地问爸爸：“春节还要戴着口罩干
嘛？这样难道很酷吗？”只见爸爸严肃地说
道：“傻孩子，这哪是因为酷呀！你可知
道，现在外面有很多人生病了呀！这种病
来自于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而这种病
毒会通过飞沫传染，尤其是人群密集的地
方，人们很容易被传染。这就是为什么现

在我们每次出门都要戴上
口罩的原因。”说完这些，
爸爸打开手机让我看了很
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报
道。我才知道：湖北武汉

是这次疫情出现最早、最严重的地方！我
想：现在出门戴着口罩算什么，勤洗手算什
么，不接触、不食用野生动物又算什么？此
刻武汉的大小朋友们，他们当中已有很多
人生病了，他们正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的
痛苦。为此，那些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医
护人员正在防疫一线奋战着，他们为了全
国人民的健康，努力着，付出着。此刻我能
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不给病毒以可乘之
机！

希望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早
点结束，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等到春暖
花开，我们又能坐在教室里，书声琅琅……

指导老师 闵少华

新年疫情
□ 市第一实验小学四（3）班 陈梓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