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个小姑娘家，桌子上这么乱
也不知道要整理。把没用的学案给
我拿个夹子夹起来，放进桌子里去。”
那个人用手敲击着我的课桌，厉声厉
气地训斥着。就因他的这句话，晚自
习的宁静被打破，一些同学微微探过
身循声而看。就因他的这句话，我像
是发了高烧，脸颊通红，随即便弯下
腰，低着头，将书本、试卷井井有条地
放在一起。“我让你把用不着的东西
收起来，听不懂吗？！”他又怒道。我
一个激灵，缩头缩脑地一把将书塞进
课桌里，趴着身子开始写题，他也直
到看我整理好才离开。“没道理，我这
样写作业舒舒服服，干嘛非要打理得
妥妥当当，多浪费时间。书顺好了，
成绩就能上去吗？”我蹙着眉，心里反
抗着，紧紧握住手里的笔，那丝羞怒
无处安放。我讨厌他！

“这道题我说了多少遍要写全
解答过程，还有几个没带耳朵的！”
我听着那个人的唠叨，不禁打了个
哈欠，感到一阵困意袭来，扭扭身子
找了个舒服的坐姿。“张清芷，你也
没写过程！”我听见了自己的名字，
立即抬起头，便看到全班同学转着身

凝视着我，一旁的死党正在窃喜。那
个人双手撑着讲台，歪着头，一脸的
愤怒，“我说过，不写全，中考是要扣
分的。讲了多少遍也不记住！你们
都别偷懒！”

“他这个人怎么这样，总喜欢在
人多的地方批评我。他是故意的，绝
对是！就算长着和善的脸，也改变不
了是个撒旦的事实，太讽刺了……”
我一下课便语无伦次地扯着死党吐
槽，满满的羞愤。我真的讨厌他！

那个人一天就能找到许多理由
批评我。我和朋友嬉笑时便会被他
讽刺，我计算错了他就在全班报我的
名字，他让我难堪，让我在同学面前
丢尽了面子。我对他的态度自然也
不好，走廊上见了面撒腿就跑，和同
学一起吐槽，偷偷直呼其名，不敬他
是老师。

八年级要结束了，因为最后一
次月考的失利，我收敛了许多。有
一天那个人突然找了我，我心里明
白他是找我“算账”的。我按照他说
的，从杂乱的书包里掏出月考试卷，
缓缓走到他面前。我是听到他叹气
声的。他很久没有说话，先将我破烂

的答题卡展平前后看看，然后终于开
口了。帮我分析了错题，说了些勉励
的话，整个过程他竟然没有训斥我，
就像是父亲与我谈现在、谈未来，一
句“你应该收心了”将我心里的五味
瓶全打翻了。我考得不好，自然不敢
抬头直视他，直到我们都沉默了，才
偷看了一眼。他满脸倦意，目光仍停
留在试卷上。

自那以后，我对他改变了看法，
开始在他人面前叫他“姚老师”。我
喜欢上他的数学课，喜欢他讲的那
些令人捉摸不透的题。他对我也不
再是批评。他告诉我写作业要身体
坐正，再三强调计算要认真，速度也
要提升。他虽然不讲与学习无关的
话，给我们灌鸡汤，但他不辞辛劳地
给每个人检查学案，上网找题帮助
我们拓展，耐心地将每道题的解答
过程都写在白板上……这些足以证
明他是个好老师。就这样，我每天
都期盼着期末的到来，考个好成绩，
好让他在成绩单的前列便能看见我
的姓名。

很快八年级已到尾声，成绩大家
也都知道了。散学式那天，只有班主
任到场，其他任课老师并没有出现。
我面对着自己令人失望的成绩，却还
是想见到他，然后恭恭敬敬地将一学
期没有叫过的“姚老师好”补上。

指导老师陈增美

懂
□ 市汪曾祺学校九（15）班张清芷

前阵子回乡，探望外公。
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偶然发
现正充着电的小收音机，便偷
偷拔出SD卡，帮他又下载了
几首扬剧小曲。我知道，外公
会喜欢的。

如今，每天听几曲扬剧打
发时光，已成了外公的习惯。
然而，以前他并不喜欢扬剧，
甚至还有点讨厌。真正一直
热衷于扬剧的是外婆，她老人
家不识字，听扬剧对她来说，
算是很高雅的爱好了。

记得那会儿外婆刚恋上
扬剧，整天抱着那个小收音
机，一闲下来就听剧中人咿咿
呀呀地唱。声音开得很大，整
间房都充斥着那特有的尖细
唱声。对此，外公颇有些不
满。面对那破坏他宁静氛围
的戏曲，向来“妻管严”的他只
能充耳不闻。 外婆见外公没
意见，以为老头子也和她有相
同爱好，音量越发开得大了。
终于有一次，外公突然大嚷一
声：“把这破玩意儿关掉！吵
死了，咿咿呀呀的，不晓得哼
的什么东西！”老两口为此发
生了一场小小的战斗，虽然被
我们调解了，但外公依然很气
不过的样子。

“外公，要不您试着听
听？你们老年人应该都喜欢
这个。”我小心试探。

“不听！”外公一扭头，像个
小孩子，还赌气似的瞅了一眼远
处依然在听着小机子的外婆。

那会儿，外公实在是很期

望有一天家里会没有那“吵
闹”的扬剧声。

终于有一天，外公的愿望
实现了，扬剧声戛然而止，可
同时，也伴随着外婆的离去
……

外婆“六七”那天，天灰蒙
蒙的，雨丝落在酒席棚，发出
细微的摩挲声，伴随着那雨声
的，则是台上请来的扬剧演员
哀怨的啼哭声。那声音一如
既往地清脆尖细，如此熟悉
……“你外婆才六十多，不算
喜事，理应不唱戏，但她以前
那么喜欢扬剧……”外公坐在
酒席上，昏花的双眼里闪着泪
光。他从未有过地、如此认真
地倾听着这一直以来被他讨
厌的戏曲……

外公把外婆那个下了不少
扬剧的小收音机留下了。我以
为外公想用来听听新闻什么
的，他却让它重操旧业，扯着嗓
门放扬剧。这戏曲如今对他来
说已不再吵闹，而是陪伴着他
独守偌大空房的最大动力。他
终于还是接受了扬剧，并以此
作为感情的寄托。

我想，其实到现在，外公
也并不喜欢扬剧。有些事并
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会轻易
改变。同样的，外公与外婆之
间的感情也不会改变，也因
此，外公开始听他并不喜欢的
扬剧。毕竟，那外婆曾无比喜
欢的戏曲里，蕴含着他们几十
年的风风雨雨……

指导老师龙振

扬剧之恋
□ 市汪曾祺学校九（6）班 张兴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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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不仅要让学
生模仿着完成学习任务，更要通过一
节课的教学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学
会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进行创新运
用。因此，在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
的教学方式，结合有效的学习支架，
在必要的指引中层层推进，尽可能地
让学生了解原理而不是表象，显得尤
为重要。

一、激发兴趣，以练促思
激发兴趣有许多方式，无论是情

境创设还是问题引导，都可以用于教
学中，但是，无论是什么方式，都应该
对症下药，才能让教学效果最大化。
对于信息技术这门课程而言，学生的
兴趣已然存在，因此，教师应该给出
机会让学生实践、练习，继而让学生
在实践中找到乐趣，进一步提升学生
对信息技术的热情。除此以外，教师
还可以在练习上添加一部分趣味性，
以闯关玩游戏的方式激发学生参与
实践的热情。

在《赛车游戏》教学中，本人采用
的就是闯关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练
习活动。第一关“记忆大比拼”的主
要目的在于让学生记起有关于控件
的相关知识点，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
准备，属于课堂的“热身活动”。而后
再通过“巧手来拼搭”游戏半成品支
架，利用未完成的赛车游戏激发学生

的闯关热情，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学习本堂课需要学习的内容。
而后续的关卡也是如此，层层递进，
难度逐渐增大，用闯关的方式让学生
全身心地投入到练习中去，让学生的
思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二、任务驱动，循序渐进
任务驱动主要指的是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步步深入解决实际问题
的一种教学模式。在这样的教学中，
学生受教师的引导，不断地解决问
题，不断地摄入知识。随着时间的推
移，学生能够综合运用的知识越来越
多，最终达到教育的目的。

在《赛车游戏》教学中，看似进行
的是一次闯关性教学活动，但是任务
驱动的教育思想却也在不知不觉地
渗入。那一个个的游戏小关卡——
游戏半成品，其实就是“变形”的任
务，在教师给出这些任务之后，学生
所需要做的就是完成任务。因此，从
第一个关卡开始，学生就已经进入到
了完成任务的状态，而在控制好变量
的任务安排中，学生也在被任务“推
着走”。在添加条件以及改变条件
中，学生思考越来越深入，所运用的
知识也越来越丰富，其综合性不断提
升，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的能力。在学生接到任务之后，他
们往往就会开始思考完成任务的方

法。这一思考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
程，是学生回忆旧知识、理解新知识
的过程。游戏半成品支架的运用，提
供给学生轻松易操作的脚本搭建环
境，方便每个学生完成每个独立而又
联系的任务，让他们成功地体验程序
开发的成就感。

三、注重引导，悬念迭生
悬念在教学中并不少见，甚至很

多教师就非常喜欢在课堂上利用悬
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信息
技术课堂上自然也是如此，甚至更适
合运用这一教学策略。因此，教师在
此时就需要给学生制造一些小惊喜，
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课堂中
能够始终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赛车游戏》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就是本堂课的悬念，且一环扣一环，
每一次问题的解决之后都会发现，
条件发生改变时解决问题的方法都
变得“无用”了。此时，教师就需要
引导学生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完
成任务。尤其是在后面传感器的教
学与运用中，从“笔直的赛道”到

“左、右拐弯赛道”，再到“s型赛道”，
就是悬念产生的源头。学生的方法
一次次失效，又一次次完善。事实
证明，在这样的悬念迭生的课堂中，
学生解决问题的效率明显提升了不
少。

任务驱动教学与学习支架有机结合的几点思考
□ 市实验小学孙伟

送走陪伴三年的学生，迎
来了刚刚小升初的孩子。开学
两个星期来，我们班出现了课
堂上随意讲话、不积极发言、小
组合作名存实亡等问题。我要
好好管理这个班级了。

我分别召开了班干部和
小组组长会议。班干部会议
上，我请每位班干部谈谈班级
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
这些问题的方法。班干部们
积极性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出问题，还提出奖励和处罚
措施。对于他们说得正确的，
我一一肯定并落实；对于他们
说得不完整的，我一一进行补
充。最后我要求班干部们必
须做好带头、榜样作用。小组
组长会议上，我请每位组长一
一列出本小组和组员存在的
问题，商量问题如何解决。

为了增强小组凝聚力，除了
课堂上小组发言打分，我特地设
计了“小组挑战”项目，由各小
组自己选择要挑战的项目，但
必须是小组共同完成才能算完
成。如“一个星期不在教室吃
零食”“一个星期每天在操场跑
4圈”“一个星期每天练习100
个字”“一个星期每天坚持问老
师至少一个问题”等等，每个星
期写申请表，考核，再重新申
请，如此往复。在这个过程中，
小组内同学的思想得到碰撞、
改变、升华，小组之间有了竞争
力，从而也带来了班级的活力。

为了增强班级凝聚力，我
为班级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
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
除了发表自己的教学心得和学

生的优秀作文，还将每次班级
活动的照片和内容发到上面，
除此之外还有家长的互动信
息。为了让微信公众号丰富起
来，我们班除了积极参加学校
的各项活动，还自己组织活动，
如“讲讲你不知道的知识”“演
讲比赛”“朗诵比赛”“视频拍摄
比赛”“手抄报比赛”“班级趣味
运动会”“象棋比赛”等。

尽管全班36名学生是一
个整体，但他们也是一个个个
体，每个人的家庭环境、自身
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面对
各有特色的他们，我经常进行
个别交流，让他们更好地提升
自己。如特殊家庭的学生，我
每天都观察他们的动向，一旦
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进行交流
并给予疏通；即使情况正常，
我也会隔一段时间找他们交
流，了解他们的家庭现状，了
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给予一
定的指导。对于班上的学困
生，我会定期找他们交流，了
解他们各科的学习和作业情
况，了解老师对他们的评价，
从而给予一定的鼓励和要
求。对于班上的尖子生，我也
会找他们交谈，询问父母对他
们的希望，了解他们心里的压
力，了解他们在学科上有没有
漏洞，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走
向成功。当然更多的时候，我
是随意性个别交流，有时在操
场上，有时在学校食堂，甚至
在放学的路上，我会根据每个
人不同情况进行交流，让他们
感受到我的关心、我的用心，
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从整体到个别，增强班级凝聚力
□ 市卸甲镇龙奔初级中学 徐桂平

世上最浩瀚的是大海，比大海
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
是人的心灵。然而，如此浩瀚的心
灵却是由三种颜色调配成的，那就
是火热的红、灿烂的黄和辽阔的
蓝。

火辣辣的太阳，它一跃出地平
线，就无比壮观，无比辉煌。青春也
是火辣辣的。我们和太阳一样，有火
辣辣的勃勃生机，有火辣辣的奋斗脚
步，有火辣辣的无法阻挠的气势，有
火辣辣的忘我追求。

火辣辣的青春铸成了我们红色
的性格。它使我们扭紧生命的弦，像
高速旋转的陀螺，排除一切阻挡；像

鼓满风帆的航船，劈波斩浪，让我们
不断追赶太阳，沿着开拓和贡献的轨
迹，去撷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去打
捞知识海洋中的珍宝，去征服理想中
的一座座高峰。

那黄色的性格又是怎样的呢？
稻穗给了我们启示：深沉的秋季全
身金黄，颗粒饱满的稻穗面对着人
们的竞相赞美，默默地低下头，向哺
育它的大地敬礼。它说，它满身的
金黄是大地母亲给予的，这份荣誉
应该属于大地！这时，人们才注意
到黄色的土地，这才是最耀眼、最灿
烂的“黄”。

谦逊、无私，这就是伟大的“黄”

的性格，努力去拥有它，你的人生会
更有意义。

最有表现力的蓝色又象征着什
么呢？壮丽、奇伟、和谐、完美，但我
心中的蓝色更象征着辽阔，象征着比
大海和蓝天更加广阔的人的胸怀，同
时也象征着宽广的前途。

当你在叹息生存空间太小的时
候，想想蓝色吧，你将会发现，原来我
们的空间是那么宽广，因为人的思想
空间是无限的！

庞大的宇宙中属于每一颗星辰
的空间并不大，然而它们仍在默默地
发光。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个人，不
也是一颗星吗？让蓝色充溢你的心
胸，找到自己的空间去发光发热吧，
莫让时光白白浪费。

三原色调成了绚烂的心灵世界，
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指导老师赵桂珠

心灵三原色
□ 市外国语学校 郭龙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