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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描述
班上有一名男生叫张帅(化名)，

家里父母关系紧张，他一直和姥姥住
在一起。家庭的原因造成他学习散
漫，作业要么不做，要么抄袭，学习成
绩差；在班里和其他同学之间没有共
同语言；对老师的批评教育，他是屡
教不改；行为习惯相当差。

我想，所谓的学困生并非天生如
此，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也
是有其原因的。有了这个想法，我就
积极行动起来。首先，我到他的家庭
进一步了解情况。去了之后才知道，
他的母亲是做推销的，工作出色，因
此很忙，根本没时间管教他，父亲常
年不在家。母亲看他学习不上进，又
有要变坏的苗头，恨铁不成钢，但是
又没有好的办法。

二、案例分析
导致他行为偏差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接着，
在与他的反复交谈中我找到了他行
为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心理
尚不够成熟，尽管表面看上去老气横
秋，比班里的学生要大两岁，但脑子
里的有些想法非常简单，有时是想到
哪里就做到哪里，从不计后果，而且
他的自信心不足，所以会导致屡教屡
犯的情况出现。

三、解决方法
要想“浪子回头”，除了要对症下

药，还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心急吃
不了热豆腐。在所有的力量当中，父
母亲情的力量是最大的，也是无穷

的。我工作的第一步，是立即与他父
母亲取得联系，要求他们改变原来非
打即骂的教育方法，不要再加深孩子
逆反心理的程度。同时希望他们能多
抽出时间了解孩子的想法，管制他的
一些不良做法，及时与学校取得联
系。经过与家长的多次交流和沟通，
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其次，在学校里
我联合其他任课教师，不间断地与他
交流，了解他的内心动向，给予他各方
面的关心、鼓励。

为了获得他的信任，我放下“师
道尊严”的架子，心平气和地以朋友
的身份与其交谈。开始几次他的态
度极为冷淡，硬着头颈对我爱理不
理。次数多了，他的态度开始缓和下
来，流出了委屈的泪水。随着交谈次
数的增多，他对老师不再仇视，与老
师的距离开始拉近，愿意和老师说说
心里话，在课堂上的自我控制力也有
所增强。

我时刻关注他的学习、生活和思
想动态。在生活上，担心他再去找原
来的“哥们儿”，我让同路的一位品学
兼优的同学和他一起上学，放学陪他
一起回家。在学习上，让各科课代表
主动去帮助、督促他完成作业；在课堂
上提一些他力所能及的问题让他回
答；在班队活动中，发挥他爱讲笑话的
优势，让他尽情表现，以增强他的自信
心。这样，在让他感受集体温暖的同
时，也开始具备集体荣誉感。

在一次和他的谈话中，他告诉
我，这个学期他打算数学成绩超100

分（满分150分）。以他现在的成绩，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有泼他冷
水，而是抓住这个契机，与他促膝谈
心，提醒他现在应该把握时机，改变
陋习，埋头读书，争取实现理想。接
着我又帮他制订了相应的学习计划，
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其他
任课老师也纷纷给他提供各方面的
帮助。很快，他上课能认真听讲了，
作业也基本能完成了，学习劲头逐步
上升。

四、效果评估
后来他课堂纪律已基本能遵守，

课后作业基本能独立完成，学习成绩
也有所提高。人际交往上也远离了
以前的那些哥们儿，渐渐地融入到班
集体中去。

五、案例反思
记得一本书上这样写道：“注意

力就像阳光一样，我们关注什么，什
么就会生长，我们忽略什么，什么就
会枯萎。”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常常将

“注意力的阳光”持续地照耀在那些
本身就生长得很好的“植物”上面，因
此他们生长得很轻松、快乐；但是对
那些本来就生长处于劣势的“植物”，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将“注意力的阳
光”洒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也健康
地生长起来呢？对于那些学习不好、
行为习惯差的学生，我们一定要付出
更多的诚心、爱心、关心和耐心，和学
生“以心换心”，这样才能成为学生可
敬畏的严师、可信赖的长辈、可倾心
交流的益友。

让阳光照耀每一个孩子
□ 市外国语学校 胡建新

小学语文课堂到底该给学
生留下些什么呢？怎样的课堂
才是有效的呢？笔者觉得在平
时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应做到
以下两点：

首先，引领学生在朗读中
感悟语言的魅力。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一项重
要的基本功，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
解，使其受到情感的熏陶，从而
让学生感悟语言的魅力。于永
正老师在课堂上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慢慢读，好好欣赏，
书中有无限的风光。”他就是这
样带着孩子一路读去，品出一
路风景的。文学作品是用形象
来反映生活的，而形象又是借
助语言塑造出来的。在《“番茄
太阳”》一课的教学中，于老师
把阅读品味和感情交流放在重
点，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品读
和感悟，让他们潜心读书，深入
思考，让学生真正地与文本对
话，与文本交流。

比较语言。比较，是语言品
味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通
过对语言材料的比较，可以培
养学生辨析语言的能力，让学
生领会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的精
妙之处，从而体验到文本所蕴
含的情感。例如，笔者曾听一
位教师在教学《“番茄太阳”》第
3自然段“小女孩一面用手摸，
一面咯咯的笑，妈妈也在旁边
笑”这一句时，问孩子们：“两个
笑字，一样吗？哪一个该读高
一点，哪一个该读低一点？”通
过比较，学生感悟到明明的笑
声是快乐的，应该读高一点，而
妈妈的笑是心疼的笑，该读低
一点。这位教师紧紧扣住两个

“笑”字，指导学生感悟文章的
语言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赏读语言。教师在范读过
程中，要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倾
注到字里行间，也要教会学生将
情感融入朗读，感染学生，诱发
其去想象，使其入境入情。这不
但会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
能唤起其对美的共鸣。还是那
节课，特别是《“番茄太阳”》最后
3个自然段的范读，当那位教师
读到“我的泪哗地一下子流了下
来”时，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流
下了眼泪。他用泣诉的方法，让
在场听课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
产生了共鸣。

其次，在训练中提升读写
能力。

什么是语文？ 叶圣陶先生
的说法是：“以口头为‘语’,书
面为‘文’。”因此，在平时的教
学中要加强阅读与写作的训
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基本技
能。

概括。笔者曾看过孙双金
老师执教《幸福人的衬衣》这一
课的课堂实录，他着力于培养
学生的概括能力。在上课伊
始，孙老师就说：“今天我们都
来写一写名言。”刚开始学生觉
得有困难，但当第一个同学说
出他的理解，经孙老师启发，写
出一句名言后，同学们觉得写
名言也没那么难了。孙老师就
是教给学生抓住关键词语进行
概括的方法，整节课都是围绕
这一目标进行训练的。一节课
下来，每个学生都能够写一句
甚至几句名言，学生的概括能
力得到了提升。

批注。作批注是很多教师
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但往往有
些教师只是流于形式，为训练
而训练，学生根本不知道如何
来作批注，最终只能以教师的
讲解代替学生的感悟。比如我
们在执教三年级语文第四单元
课文时，就应着力引导学生通
过联想的方式来写批注，从题
目处、插图处、情节处、结尾处
来对故事进行猜测和想象，从
而从小培养孩子读书作批注的
能力。

想象。一位教师在执教六
年级课文《给家乡孩子的信》
时，他就着重培养学生的想象
能力。在教学课文第2自然段
时，这位教师说：“如果此时把
镜头对准巴金老人的手，你会
看到什么？”“如果我们把镜头
移动，你还会看到什么？”学生
通过想象巴金爷爷艰难写信的
画面，深切地体会到巴金爷爷
的那一腔真情。让孩子插上想
象的翅膀，走进了人物的内心
世界。在这样的课堂训练中，
学生不仅理解了课文，更深切
地感悟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表达。语文课一定要训练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比如
《给家乡孩子的信》一课，在学
完第2自然段后，教师可以安排
一个续写：《我多么想，多么
想 ……》。其实不管哪个年级、
哪篇课文，教师进行语言训练
的机会太多太多，通过这样的
训练终能提高学生的表达能
力。

语文课该给学生留下些什么
□ 市汪曾祺学校小学部 董仲春

陈小五馄饨，在我们这座小城
里的名气自然不必多说了，那水汽
蒸腾、瓷碗“水上飘”的情景，充满着
人间烟火气。

暑假里，每当我打完乒乓球，饥
肠辘辘之时，就会赶着陈小五子最
后一锅馄饨——这时已是夕阳下
山，小店即将打烊。老街区的夕阳
很是明亮，阳光打在斑驳的墙上，打
在黑亮的柏油马路上，不时地晃着
我的眼睛；老街区的夕阳热辣得也
毫不含糊，大伯大爷们蹭着树荫，赤
着膊，把扇子摇得“哗啦啦”作响，他
们脚边趴着的黄狗伸着长舌头，朝
着馄饨店喘着粗气，食客们挥汗饱
餐的热情却丝毫不见减少。

“老板娘，来一碗馄饨，要5块钱
的！”“晓得了！”锅台前的中年妇人应

了一声，旋即抓了一把馄饨撒在那口
大铁锅中间，接着用一柄漏勺顺势兜
了两圈，那些馄饨便在锅里忽上忽下
地翻滚起来。老板娘顺势将瓷碗一个
个放入热锅中，逐个舀上酱油，撒上葱
花，勺子敲在瓷碗上，叮叮当当响着，
这些碗儿就欢乐地荡漾起来。趁此间
歇，老板娘两手叉腰，抬起头来略微休
息一下，只见她的脸上已聚着不少水
珠，抑或是水汽，抑或是汗滴。

“这一天下来，要下多少碗啊？”
我打量着问她。“应该有三五百碗
吧！”她接着说，“下这个馄饨不能马
虎，这酱油都是熬制出来的，汤也要
做得恰到好处，馄饨下的时间也要
刚刚好……”吃着刚下好的馄饨，顿
时胃口大开。虽是一小碗馄饨，也
需要用心制作；虽仅仅是几步操作，

仍要在细节中见功夫。
再次来到陈小五馄饨店，已是

数月之后了。“老板娘，来碗大份的，
现在是几块钱啊？”“还是五块。”老
板娘似乎回答了无数次这样的问
话，条件反射般地回答。妈妈听了
似乎有点儿奇怪，最近猪肉涨价了，
馄饨怎么没涨价啊？“猪肉是涨价
了，馄饨价格不变。”老板娘笑着说。

坐等馄饨上桌之时，正好对着一
位大婶在包馄饨。一碗肉馅摆放在面
前，大婶拈起一张饺皮，平铺在手掌心
上，迅速用筷子挑出一小坨肉馅，似乎
觉得不够，又挑了一些，饺皮一转再一
捏，一个馄饨就包好了。

看着这些馄饨，分量依旧不变，
下馄饨的熟练手艺不变，多少年来
店面所在地不变，开门关门时间也
基本不变，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这爿馄饨店就这么安静而又热闹地
坚守着不变的初心。

指导老师 陈增美

一碗馄饨一爿店
□ 市汪曾祺学校九（15）班 黄奕鸣

那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军事夏令营，
我激动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起
床后早饭也来不及吃，我就迫不
及待地催爸爸赶紧送我去集中
点。来到集中点，我以为自己已
经很早了，谁知别人来得更早。
我赶紧爬上车，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找个位置坐下来，等待出发。
一路上，我特别兴奋。大约一个
多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泰州军事
基地。

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了飞
机、坦克……也不知道这些是不
是真的。到了操场，教官先给我
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叫我们去
宿舍换上。我迈着流星般大步，
来到了宿舍，快速把军装换好，就
跑到楼下去集中了。我们先作了

自我介绍，然后教官说了下午的
训练科目和纪律，就去吃饭了。

吃完饭，我们跟着教官来到
了仓库。教官给我们每人都发了
一把枪，然后我们跟着教官去练
习了。他先教了我们拿枪和开枪
的姿势，还有一些其他动作。练
习了一会儿，教官带我们去体验
坦克。坦克上面太烫了，都坐不
下去。坦克开起来那么抖，噪音
那么大，感觉有点危险。坐完坦
克，我们还坐了全地形山猫战车，
谁知道它比坦克还要抖。司机开
着战车晃来晃去，我们几个女生
一直都在尖叫，既害怕又刺激。
偷偷告诉你哦，我们还得到了一
枚子弹壳，戴在脖子上，感觉很
酷，就像演电影似的。

指导老师 赵洪林

难忘的军事夏令营
□ 市实验小学东校四（5）班 闵若扬我有一个“多味”爸爸，他就像

一瓶多味调料，在他身上我能品尝
到酸、甜、苦三种味道。

先来说说“酸”吧。爸爸是一个
要求严格的人，他希望我们的物品
都能摆放整齐。有一天，他看见家
里满地都是玩具，都是因为我们没
有养成整理物品的习惯，为此，他生
气地说：“刚收拾好的玩具怎么又乱

了？”听到爸爸的责备声，我的心里
酸溜溜的，为了培养我们的好习惯，
他真是操碎了心。

再来说说“甜”。每个家长都有
一颗望子成龙的心，我的爸爸也不
例外。记得上学期，有一次我的数
学测验考了班上为数不多的满分。
那天，爸爸值班不在家，当他得知这
个消息的时候，只是在电话里轻声

地对我说：“还要继续努力哦！”虽然
爸爸没有当面夸奖我，但我能感受
得到他那喜悦的心情。

最后说说“苦”。爸爸是一个敬
业的中学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为
了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工作，培养
更多优秀的学生，他经常早出晚归，
加班加点。虽然有时工作很辛苦，
陪伴我们的时间少了，但我们理解
他、支持他，在他身上我深切地感受
到了家长的不易。

这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多味”
让我成长的道路更加宽广。

指导老师 汤志娟

我的“多味”爸爸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二（1）班 杨薛泽

星期四，我们学校举行师生冬
季趣味运动会。全校师生都来到了
操场上，真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啊！这次趣味运动会其实是玩一个
一个的游戏，同学们都非常意外，又
很期待！

我参加的是“搭浮桥救伤员”。
有A、B、C组，我们班是B组。我们
四年级和三年级比赛，比赛规则是两
个年级各12人，6个人一组，也就是
每个班级各两组，6个垫子，第一个垫
子上有两个人，最后一个人拿着第6

个垫子往前传，到白线，然后把垫子
放到白线外，哪个组先完成就赢！

叮！比赛开始了。老师吹完口
哨，一眨眼的时间，我飞快地传垫
子。其他同学都喊“加油”，喊得脸
通红通红的，个个像大苹果一样。
茆老师也前来加油，我们很快到了
终点。

精彩的比赛结束了，我们班获
得了第一名。 指导老师 姚金斌

记一次游戏
□ 市汤庄小学四年级 沈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