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脾气一直是困扰我的一大
问题，有时候总莫名其妙地发脾
气。我下决心要好好地改一改。

星期天，我正在玩游戏，老妈
突然说：“去把衣服叠起来。”我随
口答应：“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
去。”实际上我早就跟游戏融为了
一体，心想，我才不去呢。过了十
分钟，老妈走过来说：“你怎么还
不去？”“再等一会嘛，别吵了！”我
有些不耐烦地回道。老妈一把将
平板拿走，说：“玩玩玩！一天到
晚就知道玩，学习也没见你这么
勤奋！”我的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
了，说：“烦死了！我想怎么样就
怎么样，你管得着吗？”老妈看我
还敢顶嘴，气得说不出话来，扔下
平板就走了。

我感到一阵愧疚，后悔说出那
样伤老妈的话。唉，暴脾气真是害
人不浅啊，我要好好地改一改。

暑假里，去找表哥玩。刚坐
下来，表哥就用手顶了我一下。
我正想发脾气骂他，但想了想，还
是选择了沉默。表哥是看热闹不
嫌事大，很欠收拾，说：“哟，你居
然没生气，今天是不是太阳从西
边出来了？”忍下了想抽他的冲
动，我努力保持平静，说：“不会说
话你就别说话，没人把你当哑
巴。”

学校里，下课刚准备休息一
下，一个人直接冲过来撞了我。
我刚想发脾气，又硬生生地忍住
了。那人好不容易停下脚步，赶
紧说了声：“对不起！”我心平气和
地对他说：“没关系。”

经过努力，现在我已经能较
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了。我明显地交到更多的朋友，
家人也觉得我变化很大。

指导老师耿钰

改掉暴脾气
□市汪曾祺学校八（13）班胡瑾萱

一次回老家，远远便看见爷爷奶
奶在家门口探着头张望，看见我们的
车子到了，脸上都浮现出笑容。我们
拿着许多营养品下车，他们笑着接
过，嘴里不停地夸我们孝顺。

和往常一样，我们吃了午饭，有一
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便准备走了。
这时，奶奶小心翼翼地问我：“要不，留
下来住几天？”奶奶还没说完，我便拒
绝了：“奶奶，我还有好多事呢，下次再
来。”可是一回头，看见奶奶充满失望
的眼神，惭愧感便涌上心头。

几天后的一节班会课上，老师
说：“比起营养品，老人更需要的是陪
伴。”这时我旁边的同学凑到我身边
说：“我每次陪爷爷奶奶，他们都很高
兴。”我沉思：我虽然经常给爷爷奶奶
带营养品，却很少陪伴他们，还自认
为很孝顺！

到了假期，我主动提出：“爸妈，我
们回老家住几天吧。”爸妈感到疑惑，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你之前不是
不太想回去吗？”“我想多陪陪爷爷奶
奶嘛！”爸爸笑道：“好好好，女儿长大
了，知道孝顺了，我们这就回去。”

到了老家门口，奶奶急忙跑了出
来，看向我的眼里充满喜悦。奶奶问：

“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我们准备住

几天，陪陪你们，你可别嫌弃我。”奶奶
笑着说：“不会的，那就多住几天。”

进了堂屋，看见上次带来的保健
品还在那儿，更久之前的甚至都落了
一层灰。我问：“奶奶，您怎么不吃
啊？这些对您身体有好处的。”“我不
爱吃，你们拿回去吃吧。你们多回来
看看我，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保健。”

到了我的房间放东西，眼前的一
幕令我震惊得呆在原地：已经一年没
住的房间，依旧很干净。奶奶竟一直
在打扫我的房间！想起之前的所作
所为，内心更加惭愧。

在老家的这几天过得格外开心，
我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享
受着独属于乡村的慢生活。在这几
天里，我陪爷爷奶奶聊天，听他们讲
我小时候的趣事。我帮他们种菜，即
使做得不好，他们也笑着鼓励我。睡
前，我还给他们捶捶背。陪伴他们的
这几天，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囡囡
长大了，知道孝顺人了。”

指导老师 龙振

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 市汪曾祺学校九（4）班朱雨辰

预备铃响起，学生纷纷走进教
室。课前这短暂的三分钟，有的学生
正襟危坐，等待老师；有的学生还在忙
乱收拾桌面，努力翻找这节课的课本
……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课前三分
钟，教师可以严肃地让学生安静，也
可以组织齐声诵读课文等。那么，是
否还有其它打开方式呢？

1.创意问候语
创新问候语的内容与方式，打破

传统的一成不变的问候语言，学生既
新颖又好奇。有时候用古诗的上一
句，譬如，“同学们，锄禾日当午”，学
生接下一句，“老师，汗滴禾下土”；有
时候用对对子的方式，如，“同学们，
云对什么？”“老师，云对雨”；还有的
时候用近义词激励，如，“同学们，目
不转睛”“老师，聚精会神”等，多种问
候形式，使学生一开始就对老师的课
堂充满期待，集中注意力。

2.字词微电影
让学生通过一个主词语，展开丰

富的联想，就像用摄影机捕捉脑海中
一瞬间产生的画面，然后将联想到的
事物或者画面再投射出来。比如在
对“秋天”一词进行联想时，大家比较
容易联想到的有凉爽、丰收、落叶、草
黄等内容，继续下去还会想到金黄、
稻田、农民、枫叶、银杏等。还有一位
同学想到了外套，并谈起妈妈因秋
凉，带自己去商场购买外套的愉快历
程。这个游戏很能调动孩子的积极
性，在日积月累中，学生的词汇量和
语言能力都能得到较好的提升。

3.话题微讨论
话题微讨论是教师通过观察了

解班级学生情况，找出大家感兴趣的
热门话题，请同学们各抒己见，表达
出自己的想法。

孩子们讨论的话题丰富多彩：中
午就餐遇到不喜欢吃的菜怎么办？
萝卜刀该不该带到学校里来？家里

的牛奶该不该在学校里喝？如何面
对老师指出的自身缺点？谈谈日本
核污水的排放对海洋生物和人类的
影响等，这些话题涉及到学习生活、
成长烦恼、社会热点、国际事件等。

4.诵经典美篇
国学经典诵读不仅能够传承我

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还能够让学
生感受到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更能
让孩子的智慧得以提升。

《三字经》篇幅虽短小，却蕴含深
刻的道理。三字一句，两句一韵，学
生读起来朗朗上口。诵读《百家姓》
可以让孩子明白每个姓氏都有其独
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不仅可
以了解一个姓氏的来源和发展，也可
以知道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历史
演变和文化特征。比如说“李”姓是
唐朝时期的皇室姓氏之一，也是中国
历史上人口众多的姓氏之一。《百家
姓》的诵读不似《三字经》有韵律，孩
子们诵读中遇到困难，于是笔者从抖
音上找到《百家姓》的律动儿歌，外接
蓝牙音箱，学生跟着音频，动嘴“唱”
上几遍，正式上课的铃正好响起。一
年级的学生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个
个都兴致勃勃地听，开开心心地唱，
认认真真地记。

5.故事分享会
一年级学生十分喜欢听故事，而

故事本身有一种魔力，可以深深地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笔者选择符合学生年
龄特点的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或者富
有传奇色彩的神话故事去讲，学生们听
得兴致勃勃。在听过许多寓言故事、童
话故事之后，有些学生已不再满足于教
师读故事，而是自己大胆编起故事来。
比如《后羿射日》后续，学生大胆想象，
后羿射下所有太阳后，老百姓将面临的
困境等。这样的故事分享不仅提升了
学生的倾听能力，也提升了其想象力和
创造力。

课前三分钟，语文这样“迷倒”学生
□ 市第一小学宝塔校区 孔祥华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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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鸡和小鸭子》是部编版教
材语文一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这
是一篇生动活泼的童话故事，讲述
了小公鸡和小鸭子一起玩，小鸭子
捉不到虫子，小公鸡捉虫给它吃；小
公鸡落水的时候，小鸭子把它救了
回来。整篇课文层次清晰，叙述完
整。因其情节生动活泼，字里行间
流淌着小伙伴之间互帮互助的友好
情感，而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结合本课
教学内容的基本特征，针对低年级
儿童的年龄特点，设计了以下几个
环节。

一、读一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

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该以教师
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因
此，在课堂上要确保学生阅读训练
的落实，花在阅读练习的时间要有
保证。对学生的读书要求也是由浅
及深的。首先要读正确，对低年级
学生而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儿
化音及变调的处理等都是老师要重
点突出的纠错部分。因此，在学生
初读课文时，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
强化正确的读法。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读好长句子，注意停顿，难读的
句子要多读几遍。最后，在充分理
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还要读出句
子应有的语气，表现出人物的情
感。如，小鸭子对小公鸡的担心，

“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
的。”小公鸡犯错后惭愧的心情，如
获救后说，“鸭子哥哥，谢谢你。”一

些重点句子的朗读要指导到位。
要实现这些朗读目标，课堂教

学中范读的作用就尤为重要。在低
年级的课堂上，无论是听课文录音，
还是老师的当场范读，都能给学生
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学生在聆听
的过程亦是学习的过程。

二、演一演
低年级学生天性是喜爱童话

的，因为童话中有他们的影子，更能
激发他们曾经相似的情感体验。因
此，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投射到童话
中的某个人物身上，比如在本课教
学“演一演”的环节中，许多孩子就
更愿意去演那个英勇救人的小鸭
子。

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引导
学生戴好头饰、做好动作、演好表
情，进行分角色的表演。通过提出
具体的要求，让学生明白这里要演
出课文中的内容，同时又不拘泥于
文本，给予一定发挥的空间，这样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就更高，表演出的
状态既真实又自然。比如，有一个
小男生在演小鸭子把小公鸡救回到
岸边后，他一直喘着气。笔者问他，
为什么这样上气不接下气呀？他回
答说，我又担心又着急，拼了命游回
来，救了小公鸡不得费劲吗？这是
多真实的情感体验！

“演一演”部分还有一个环节经
常容易被忽视，即点评。表演结束，
要让大家评一评，谁的表演最精彩，
颁发“最佳表演奖”。通过这样的举
措，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要想演好角

色需要哪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话
声音要响亮，表情要真实、自然，对
故事内容要很熟悉，举止要大方等
等。通过点评，学生的表演水平才
能进一步提升。

三、议一议
童话的教学最终还要落实一

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在课堂
上笔者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让学生展开小组讨论：对于小公鸡
和小鸭子，你是怎么评价的，并说说
理由。学生们的讨论非常热烈。有
的说喜欢小鸭子，因为它救了落水
的小公鸡，是一个英雄的小鸭子。
有的说喜欢小公鸡，因为在小鸭子
捉不着虫子的时候，它主动把虫子
捉给小鸭子吃，这是乐于助人。

大家有没有在小公鸡和小鸭
子的身上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呢？针
对这个问题，立刻就有小朋友回答
说，小公鸡不听鸭子哥哥的话，偏要
下河游泳，差一点把自己淹死，这是
要批评的。说到鸭子哥哥身上的不
足，小朋友就有些懵了。因为在他
们看来。小鸭子并没有什么过错。
于是，我又引导同学们回头再读一
读课文中的关键小节。立刻，有位
同学举手发言说，小鸭子在找不到
食物吃的时候，就哭了起来。老师
说过，生活中遇到问题得想办法解
决，哭是没有用的。“那你觉得应该
怎么解决呢？”我又追问道。其他小
朋友就抢着发言了，说就应该主动
去找小公鸡帮忙呀，它们是好朋友，
小公鸡肯定会帮助它的，根本就不
需要哭鼻子。还有一个孩子的答案
更搞笑，他说，哭也不能把虫子哭到
嘴巴里来!

通过这样生生交流、师生交流
的方式，学生心有所思、感有所发，
既发展了思维，又训练了语言，语文
课堂的语文味就出来了。

略谈童话教学的策略
——以《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为例

□ 市实验小学 李红梅

又到阳春三月，柳树的枝条
映入我的眼帘。它们与春风嬉闹
着，阳光下，绿得朦胧。冬天刚
去，它们显得十分瘦弱，不堪大雨
大风的折磨，这样的天气正好。

此刻的我，却不在意这些风
景，一想到下午的考试就两眼一
黑……

风渐渐大了起来，却没把烦
恼从我心头吹走。柳树的枝条在
大风的猛吹下开始有些凌乱，像
我的心思一样不堪一击。

那个“最大的烦恼”——数学
考试还是到来了。老师分发试卷
的沙沙声不断，我忽然听到：“这
题这么简单，都不会？”“看来要叫
你家长来一下咯。”家长、同学、老
师……他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
我砸来，越聚越多，渐渐变成烦恼
挂在心头。我没有办法也没有实
力将其摘去，考试不可避免，我也
因此坐立不安。

就像语文老师说的，我输了，还
没考就输在了心态上。风对着窗子

吹，发出奇怪的声音。放眼望窗外，
所有的树仿佛都要被吹断，柳树更
是这样。柳树也许跟我一样，因为
经受不住风雨的磨炼而放弃吧。

“风真大啊！”后排的同学长
叹一声。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研究
一条题目好长时间，经他这么一
说，我丢下笔，干脆不写了。

再次看向窗外，经过这么长
时间，柳树还是好端端地站在那
儿，正与风争抢着枝条。“真是个
大讽刺啊！”这样一想，我连柳树
都比不上吗？

如果自己再自信一点，再努
力一点，烦恼不就摘下了吗？过
后，我记下了柳树给我上的一
课。正是它，将我感化，给予我力
量赶走心头烦恼，努力前行。

指导老师陈万华

我的烦恼
□ 市南海中学八（8）班周语禾

第一眼看到这本书，就被它
题目中的“平凡”二字吸引，正是
因为这其中给我带来的无比清
新、自然、纯朴的世界，让我很快
就将这本书看完了。

如果让我总结一下自己对于这
本书的感受的话，我想我会给出这样
的两组词：苦难与奋斗；平凡与伟大。

苦难与奋斗。人生来多多少
少都会有一些苦难，只不过有些人
吃的苦多一些，有的人吃的苦少一
些。每个人在面临这些苦难的时
候，只有两个决择：一是屈服，二是
奋斗。书中的孙少安，从小学习成
绩就很优异，但对于生活在黄土高
原农村里的孩子而言，要上初中的
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懂事的他早
就看出了家庭的困难和父亲的无
奈，选择了放弃学业。就这样，一
个十三岁的孩子就学会了自强、自
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由于他的

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很
快就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也就成
了家庭的主心骨和最重要的收入
来源。书中的孙少平，虽然生在黄
土高原上、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他
酷爱读书，深知这样才能改变命
运、改变社会。他们都是再平凡不
过的人，但都没有向命运低头。

平凡与伟大。《平凡的世界》告
诉我们，脚踏实地，平凡中也有伟
大。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普通而
又内蕴丰富的生活图景，一个平凡
人的奋斗历程，一个平凡家庭的奋
斗历程；一个平凡人的成长历程，
一个平凡家庭的成长历程。

指导老师赵桂珠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 市外国语学校 郭晨凯

亲爱的妈妈，每次看着您坐上公
交车时的背影，我心中总是五味杂陈。

那天，您一边走一边对着我说：
“妈妈明天很早就要上班了，所以今
天要坐最后一班公交车走……”

我不停地请求您不要离开，您一
直耐心地说着：“妈妈总要去上班的，
如果不去上班的话，就挣不到钱；没
有钱，怎么给你买好吃的呢？”

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您下一
次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只是
想让您再多陪陪我。

您又说：“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赶紧
回去吧。我再等一会儿就要上车了。”

果然，没过多久，车便向公交站
台缓缓驶来。您迅速向车门走去，很
快就上了车。

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好好陪陪
我啊？ 指导老师陈令骧

妈妈，我想对您说
□ 市周山镇小学五（1）班徐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