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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情境使学生敢问、乐问、
会问

1.创设民主课堂氛围，让学生勇
敢地去问

教师在课堂上要放下权威的架
子，努力营造一种和谐、宽松、民主的
教学氛围，营造民主型的课堂，争当民
主型的教师，用尊重和欣赏的心态关
注学生的提问，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好
奇心和求知欲，积极评价，及时使学生
获得成功体验，使学生敢问。例如：通
过定期评比“提问大王”和“提问积极
分子”，激励学生积极提问；也可以在
课堂上通过小组互问、师生互问等方
式创设课堂提问的氛围等。

2.创设鼓励性课堂氛围，让学生
乐于去问

学生也迫切希望得到别人的承
认和赏识，希望充分地展示自己。所
以当他的提问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
定时，会有一种成功感和自豪感，这
样更能激发他学习和提问的积极
性。由于学生的提问是随机的，而且
是面向全班同学，强烈的好胜心和不
甘落后的心理又激发其他同学认真
听讲，积极思考，主动解答问题，从而
达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

学生运用现有的知识无法得到
答案时就提出问题来寻求帮助，在紧
张的思考、分析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而
化解问题，不但可以获得新知，还能
体会到一种十分愉悦的情感，从而激
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更加积极地探索
发现新的问题。

让学生各抒己见，充分展示自
己，鼓励学生提出异议和独特见解，
甚至于标新立异和异想天开，不怕引
起争议。学生的争议过程是各自的
感知相冲突融合的过程，很多问题就
是在争议、讨论中自然得到解决的。

3.创设悬念问题情境，让学生善
于问

追求知识，了解知识，是小学生
的天性。正因为如此，创设悬念情境
将他们引入一个心欲通而不能、口欲
讲而不含的境界，将有益于学生对新
知识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推
动学生的感情波澜，撞击他们的求知
心灵，激起他们的思维火花。问题应
设在矛盾处。教师精心设计各种隐
含“问题”的内容或情境，激起学生的
认知矛盾，使学生有疑可问。比如在
教学三角形面积时，让学生先探讨可
以将三角形面积的求法同之前已学
过的哪些图形的面积的求法相联系。

二、把握好课堂提问的度
1.处理好课堂提问的时间距离
一节好的数学课不是一讲到底，

也不是一问到底。精讲巧问，处理好
提问的节奏，安排好提问的时间距离，
留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让学生和
问题进行零距离接触，学生才能对所
学的知识理解得更深更透。例如教学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这一课时，首先
引导学生动手操作，将两个一样的三
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教师只需
设计两个问题即可：(1)请大家认真观
察，拼成的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有哪
些联系？问题提出后留给学生比较宽
松的思维空间。(2)完成上述的发现
后，教师可以再提出第二个问题：根据
上面的发现，我三角形的面积可以怎
么计算？由于学生明确了两个图形之
间的内在联系，完全可以对头脑中储
存的信息加工、整理，进而独自推导出
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2. 处理好课堂提问老师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

在提问时，恰当的近距离可以使
学生感到教师亲切的期待。因此教
师要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认真
倾听学生的意见，或者参与到小组活
动中，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

教师所提问题范围不能过于空

泛，也不能过于狭窄，既不能让学生
觉得无从下手，也不能太直太露，让
学生无需思索就可回答，使提问失去
意义。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
心中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情况，在他们
的知识最近发展区提问，拉开问题与
学生的距离，留给学生思考的余地。

3.处理好学生间的差异性，提问
要具有差异性

差异性，即能适合不同层次学生
的需求，使每个学生都能调动已有的
知识经验作出解答，让每一个学生都
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把握好数学问题设计
1.问题的设计应顺应学生的“最

近发展区”
数学课程不仅要考虑数学自身

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
理规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出发。因此,教师设计问题必须符合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问
题的把握应在学生的能力范畴内，略
高于学生现有的发展水平。

2.设计应具有开放性
开放，就是要留给学生更多的时

间、更大的空间。从数学角度上来
讲，可以从数学问题的已知条件、结
论、方案策略等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
思考余地。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在不同的角度上，不同的知识水
平上，就会给出不同的见解。

四、加深对学生了解，夯实专业
能力

提问应在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思
维能力基础上进行。准确把握好小
学阶段各个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
的联系。教师对知识了解得越深入，
就越能引导学生了解更科学的知识，
也更能提出适当的问题来引导学生
了解新知识，拿出更好的方法来帮助
学生去探索新知识。

五、科学评价学生的提问或回答
在学生回答完毕问题时，教师不

要只是简单地说对或不对，而要给予
科学的评价。在学生提出新的具有
价值意义的问题时，要给予重视，充
分肯定。

小学生数学课堂问题教学之我见
□ 市车逻镇小学周鑫

口语交际教学是一个互动性
较强的活动。虽然学生的词汇量
不够丰富，但是他们有着强烈的
表达欲望，而且非常需要得到教
师、家长和同学的认可和鼓励。
同时,在融合式的口语交际教学
中，为了有效地开展评价,教师还
应当优化课程，完善评价体系，对
学生的口语交际活动进行指导，
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一、教师评价，语音互动
在口语交际教学过程中，评

价的主要形式就是教师对于学
生的直接评价。在教学中，教师
也应及时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
表现，既有鼓励赞扬的，也有提
出修改建议的。例如，在教学二
年级下册《注意说话的语气》一
课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于学
生口语表达的语言和语气语调
进行评价，提醒学生在和长辈交
流的过程中要多使用“请”“您”

“谢谢”等词语。课后，教师还可
在班级群中发布任务，创设情
境：明天你要去医院拔牙，请你
用规范的语言向语文老师请个
假，注意说话的语气。于是，学
生们运用课堂中所学到的知识，
通过语音交流向教师请假，教师
则通过语音互动及时回复学生
的请假要求。同时，在这个环节
中，教师也会根据学生的口语表
达进行即兴点评。这样的教师
点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让每
一个学生都能在得到评价的同

时,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二、同伴评价，取长补短
在口语交际课上，教师不仅

要为学生创设表达情境，还要为
学生寻找合适的表达对象。口语
交际能力的训练需要两人或者多
人进行合作练习，而在学习生活
中，同学是最合适的表达对象。
因此，教师在融合式的口语交际
课上，尝试开展线下自主合作，在
网络中组建学习小组的模式。学
生通过相互交流，学会倾听和表
达，尝试着学习同伴的优点，弥补
自己表达的不足之处。在点评交
流的过程中，学生既训练了语言
表达的能力，也让口语交际真正
地与学习生活有效地结合。

三、家校联动，参与评价
在口语交际教学过程中，笔

者尝试着把学生课堂中的口语交
际过程拍成录像，再通过小黑板、
钉钉、班组群等进行发布。然后
鼓励家长在观看视频后，以点赞
或者评论的方式参与到学生的学
习生活中。在线下教学中，评价
模式大多为师生之间和同伴之间
的点评，而如今家校联动也是教
学中需要的一个环节。例如：在
《怎么表演课本剧》一课中，教师
把学生的表演视频发布到了家长
群后，家长有的点赞，有的发表评
论，对学生的表演给予鼓励和赞
赏。这也让学生有了全新的学习
体验，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语
文的积极性。

丰富“交际”评价，提升“口语”能力
□ 市实验小学 薛玉芹

数学草稿好多人就没有当回
事。其实打草稿对于学习数学尤
为重要。学习数学离不开计算，
对于提高计算的正确率，打草稿
的重要性在于：通过草稿可以清
晰地看到思考过程和计算过程，
规范整洁的草稿对于保证誊写正
确和回顾反思思维过程尤为重
要。往往有许多学生不喜欢打草
稿，没有养成打草稿的好习惯，或
者打草稿不规范，导致经常出
错。下面就如何培养打草稿的习
惯和规范整洁的草稿怎么打浅谈
几点看法。

一、如何培养打草稿的好习惯
1.作为老师和家长要对孩子

有要求，有检查。要求孩子打草
稿，定期不定期进行检查，检查要
严格。

2.让孩子明白打草稿对学习
有帮助，示范一些优秀孩子或者一
些科学家的草稿，发挥榜样作用。

3.老师对孩子打草稿的过程
要有指导，特别是小学三四年级
刚学打草稿的孩子，课上课后的
指导尤为重要。

二、好的草稿怎么打

1.书写整洁规范
草稿书写潦草，在誊写时就

容易出错。或者当被老师批改出
现错误，想回头看看解题思路或
计算过程，但由于书写潦草会影
响判断。究竟是思路出问题还是
计算出问题，会理不清。

2.草稿上出现的演算题之间
要有分区。草稿纸上可以通过划
线或者折痕进行分区，标好题号，
方便查询。

3.草稿上也要尽量写清楚过
程。许多孩子在检查作业时，在
草稿上往往找不到错误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不写过程。特别是难
题的练习，写过程可以帮助孩子
思考，使孩子思路清晰，逻辑严
谨。

优秀的草稿是一笔宝贵财
富，承载的是孩子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思维历程，能使孩子学习
效率大大提高。

浅谈数学草稿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管文艳

盛夏的鸣蝉悠长地叫着，窗外的
鸟儿落下又飞去，不禁想起我的老师
来。

记得语文老师是位爱笑的女性，
不算秀丽，鼻梁旁有一颗不大不小的
黑痣。个子高高的，我总是仰视她，
也不单因为身高。数学老师属于幽
默的那种，对于学习好的来说是幽
默，不好的就会透出一种笑里藏刀的
感觉。

那时，流行一种“罚”的风气，为
什么要罚呢？因为你做错了，也看你
闲得无事，便找事给你干。像那些每
天从早伏案作业，到夜也不曾睡的
人，被罚是少有的；倘若真有些什么，
非罚不可的话，老师常找个理由搪塞
过去了。

较轻松的罚是值日，我也最不喜
欢。每次都要等同学走了，再用扫把
装模作样地在本就不脏的地上龙飞
凤舞。一是着急回家玩乐，二是不喜
欢独自一人的感觉。

老师也不常用值日作为罚，更多
的是罚作文，这是美其名曰的话，准确

地说，应是“检讨”。这是我乐意接受
的。若只是给老师看一下，就扔在一
旁，将这“佳作”被灰尘埋没，消失于记
忆之中，便不大乐意。幸得每次都要
求我在班上读出来，那逗得大家哄堂
大笑的感觉，仍记忆犹新。我真正用
心写的作文，却少有展示的机会。

一次，端午节的那个星期，周一
升旗仪式上讲的是屈原。我没怎么
注意，在队伍里叽叽喳喳，问着早上
吃了什么、中午想吃什么、回家玩什
么这样的话题。回班后，语文老师故
意让我复述人家讲了什么。复述不
出来，我就领了关于端午节的检讨。
语文老师对检讨不要求字数，但我常
写很多。班会就是我展示的时间。
站在讲台前，自信满满，声情并茂地
朗读我的“佳作”。语文老师面对我
站着，不时扫视一下大家，尽是满怀
期待的样子。我常停顿下来，因笑声

而无法继续。最后的最后，被评为
“浪漫主义作家”，是被罚后仍保持乐
观吗？

数学老师也常对我“关爱有加”，
听到我课上讲了句闲话，就罚500字
检讨，若一天多次犯事，则呈阶梯式
上涨。有人是赖着不写的，把检讨作
为快乐的我，却是一定写的。

无数篇的检讨，就像告诉人们我
十恶不赦的罪行。每次检讨的末尾
都是一个少年最热血的誓言。虽然
往往没有实现，但总是在激励着我。

这是检讨的罚。
另一种罚是背书，语文老师设

的。她买了很多作文选，若是被她看
到交头接耳了，她会眼神提醒一下，
再接着就是留下来背作文选，常是
1000字的文章。我是不怕的。就又
落一个评价：人家是暗地里讲，我不
但暗地里讲，明着还讲，“表里如一”。

白云从头上悄无声息地飘去，鸣
蝉咽了口气，不再叫，鸟儿也真的飞
走了，不再回来。我的老师，仍深深
铭记。 指导老师陈增美

罚
□ 市汪曾祺学校九（15）班尹之航

卧室里漆黑一片，我却毫无睡意，
心心念念着游戏还没签到。我先是躺
在床上装睡，听到妈妈的脚步声消失，
便偷偷爬起来，拿出藏好的手机，熟练
地进入游戏，沉浸于虚拟的世界。正
当我玩得乐不可支时，灯亮了，彻彻底
底地将我从游戏世界中拽了出来。我
不安地搓着手，等待一场暴风雨来袭。

“唉——你呀！”一声叹息传入耳
朵，我小心翼翼地瞄向妈妈，她脸上满
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妈妈想来看看
你被子盖好了没有，没想到……”沙哑
的声音、苦涩的话语，一字一句刺在我
的心上，疼，不可抑制的疼。灯，亮晃
晃的，刺眼。

“你这样自欺欺人有意义吗？不

仅休息不好，还会把眼睛看坏的。”妈
妈给我掖了一下被角，继续说，“自律
很重要，为什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

和我想象中妈妈的暴怒不一样，
这一次，她竟耐住性子，苦口婆心地劝
我。我躺在那里，很想赶紧闭起眼睛，
假装困倦得快要睡着，可是一闭眼，我
就看到了妈妈每天辛劳奔波，送我上
学后再赶去工作，看见她为我准备一
日三餐，忙得团团转……她深夜过来
只是想看看我会不会蹬被子着凉，哪
里知道她心心念念的孩子正躲在被子

里玩手机呢？！
我睁开眼，灯光下的妈妈柔和了

起来。
我坐了起来，妈妈赶紧给我披上

件衣服。我按着手机的关机键，短暂
的几秒后，手机屏幕变黑了。我关闭
的是手机，更是那个虚拟的世界和我
放纵的心。

我一言不发地把手机交给了妈妈，
我知道，这次的沉默绝不是不服气的倔
强，而是我真的意识到我错了。妈妈又
走出房间，给我床头的杯子里加了点热
水，然后把卧室的灯关上，带上了门。

房间再一次变得漆黑，可是，我的
心里却亮起了一盏由妈妈点起的
灯。 指导老师居雪

灯 亮 了
□ 市外国语学校九（2）班徐歌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家的院
子。这是一个充满鸟语花香、欢
声笑语的乐园；这是一个记录了
我成长足迹的乐园；这是一个生
机勃勃的乐园……你看！罗汉松
和黄杨两兄弟无论风吹雨打，都
岿然不动，在门边守护院子里的
茶花、海棠、牡丹、昙花、柠檬……
对了！还有兰花，我家的兰花要
开花了！小小的花苞慢慢地探出
脑袋，好奇地东张西望。放眼望
去，绿的、粉的、紫的、黄的……五
颜六色，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油
画。

这个乐园里总是热热闹闹
的。我和表弟一有空，就在院里
空地上玩，跳跳绳、打打球、喂喂
鹦鹉、逗逗小仓鼠……一次，我和
表弟打羽毛球，你来我往，打得正
欢时，“嗖”！我用力过猛，方向一

偏，羽毛球飞到了屋顶上，下不来
了！表弟见了，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却又气又急，脸都红了。没办
法，我们只好转移战场——玩泥
巴。我们先挖了块泥，又加了点
水，和成烂泥巴。我在一边捏泥
人，他在一旁做泥碗。他做好泥
碗后，倒扣过来往地上用力一扔，
发出“啪”的一声巨响。我吓了一
大跳，手一抖，把好不容易捏出雏
形的泥人弄坏了。连连受挫，我
气急败坏，追着他满院子跑。

这就是我的乐园，它给了我
无穷的乐趣！

指导老师 姚金斌

我的乐园
□市汤庄镇汤庄小学四（1）班李海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