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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南操场那一棵棵修长伟岸的梧桐
树，繁密蓬大的树冠，鸟瞰着这90米见方的
校园，悄悄见证着这里的人和事。

在高邮实验小学的第三年，我改教六年
级数学兼美术课，任班主任，与语文老师张镇
搭档。张老师，四十多岁，一米八的个子，一
头白发，一口兴化语音，还兼着六年级语文备
课组长。第一次见他在黑板上的粉笔板书，
大大出乎意料。他的粉笔字，乒乓球大小，横
平竖直，字字见方，一笔一划，中规中矩。这
字，和他呢喃细语的兴化口音一起，似乎与他
高大的体态不成比例。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师范生，有着严格的师德师规的自律。
他说：“我的字，不求多好，笔笔求真，让学生
看清，日积月累受到熏陶；我的声音不响，要
的是学生能静心倾听，听真听清。”他的细声
细语，有趣而幽默，教室里常发出孩子们的哄
堂大笑。孩子们都愿意听他的课。

每学期的期末考试阅卷，都密封试卷，流
水作业，最后结分拆封。阅卷中，老师们发
现，某本试卷上学生的笔迹惊人地相似，字迹
小巧工整清爽，像是一个人写的，作文的小字
尤其好看。拆下来发现，都是我这个班的。

大家都很惊讶，在张镇老师的熏陶下，半年工
夫，学生的钢笔字已是十分耐看。这是老师
每节课粉笔板书时潜移默化带来的结果。

每学期都要开一次家长会，让家长了解
孩子在校情况，张镇老师必认真发言。我们
都有请家长看孩子家庭作业的习惯，他强调
不要求家长判断正误，只要求看字迹是否清
楚，以期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张老
师在家长会上强调学习小学语文的重要性，
指出语文学习的注意点。他在黑板上写下
一个“哄”字，举例说，如“哄”这个字就有三
个不同的读音：

hōng、hǒng、hòng，有不同的字意、
不同的用法，都是要在学习与运用中区别并
掌握的。张老师的讲话很能得到家长们的
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轻松且有效。

张老师平时话不多说，说起来常是笑点
多多。一次他与老师们谈闲，说到一位老师
上公开课，上的是《十里长街送总理》。课设计
得好，老师感情充沛。上着上着，人不见了。
上哪去了？出去一看，老师在外面哭呢。张老
师说，到外面哭干什么，在里面哭才好呢，要把
学生上哭下来才好呢。大家听了，都笑了起

来。张老师又说，老师最大的本事，就是要把
学生的课堂情绪调动起来，师生共情才是最好
的。我理解他的话，老师上课，要众乐乐，不要
独乐乐，这也是老师的一个课堂基本功。

和张老师搭班的第三年，张老师提拔为
教导处副主任，兼着学校的工会主席。在他
的倡导下，六年级的工会小组活动正常、活
跃，隔段时间，大家就聚在一起，谈谈说说，
喝点小酒，融洽相处如一家人。

后来，张主任办公坐到了教导处，我还
教数学，只是不再与他搭班。

教室外那修长的梧桐树不觉黄了一年
又一年。每逢秋季开学，梧桐树就结出了一
树树梧桐果，果儿缀在一柄柄青青小勺的两
边。中秋前后，那由青绿变成焦黄的小勺儿
带着梧桐果籽，在风中打着旋儿纷纷落地。
操场上一地梧桐。

后来，我调离了学校，和张老师的接触
就少了。再后来，张老师退休了，偶尔在街
上碰到他，没觉得他有多大变化。再过过，
觉得他的神态动作有了老的征兆。又过了
一些年，听说他进了一家养老院，视频里还
见到他与老伴和一帮老人手舞小旗、像幼儿
园小朋友一样唱着歌。

一年前，竟听说，张老师走了。其实他
并不太大，才八十多岁。

看到老校园内那蓬勃的梧桐树，我就想
起了亲爱的张镇老师。

那一树树的梧桐果
□ 汪泰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海洋中，每一次的磨课都
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惊喜的冒险。而当课题为《用数
对确定位置》时，这场冒险更是充满了趣味与启发。

接到这个课题时，我深感责任重大。“用数对
确定位置”这一内容在小学数学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它不仅是学生空间观念发展的重要基础，也为
后续学习几何图形等知识奠定了基础。我立刻投
入到紧张的备课中。

一、精心备课：明确目标与设计方案
我首先深入研究教材，了解教学目标和重难

点。明确了要让学生理解数对的概念，掌握用数
对确定位置的方法，并能在实际情境中灵活运
用。接着，我开始设计教学方案。

我的初步设想是通过创设一个生动有趣的情
境来引入课题。比如，以班级座位为例，让学生描
述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从而引出用数对确定位
置的需求。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如在方格纸
上找位置、猜同学的位置等，让学生逐步掌握数对
的概念和用法。

二、初次试讲：问题浮现
第一次试讲，我满怀期待地走进教室。按照

预设的情境，我提问学生：“同学们，谁能说说自己
在教室里的位置呢？”学生们纷纷举手回答，有的
说“我在第三排第四个”，有的说“我在第五组第六
个”。接着，我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描述方式是
不是有点麻烦呢？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呢？”从而
引出了用数对确定位置的课题。

在讲解数对的概念时，我在黑板上画出一个
方格图，以教室的座位为例，将每个座位都用一个
数对表示出来。然后，让学生观察数对的特点，总
结出数对的规则。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很
积极，但是在实际运用数对确定位置时，却出现了
一些问题。有些学生对数对的顺序理解不清，把
横坐标和纵坐标弄反了；有些学生在方格纸上找
位置时不够准确。

三、听取建议：优化教学设计
课后，听课的老师们给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

意见。他们指出，在引入课题时，可以更加简洁明
了，直接切入主题，避免过多的铺垫。在讲解数对
概念时，可以多举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数对的意义。同时，在练习环节，可以
增加一些趣味性和挑战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我认真听取老师们的意见，对教学设计进行
了调整。在引入课题时，我直接展示一张动物园
的地图，让学生说说如何确定各个动物场馆的位
置，从而引出用数对确定位置的方法。在讲解数
对概念时，我不仅举了教室座位的例子，还展示了
一些棋盘、地图等图片，让学生感受数对在不同情
境中的应用。在练习环节，我设计了一个“寻宝游
戏”，让学生根据数对的提示在方格纸上寻找宝
藏，增加了练习的趣味性。

四、再次试讲：新问题产生
第二次试讲，效果有了明显的改善。学生们

在引入课题时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
讨论如何确定动物场馆的位置。在讲解数对概念
时，通过多个实际例子的展示，学生们更好地理解
了数对的意义和用法。在练习环节，“寻宝游戏”
更是让学生们热情高涨，他们认真地分析数对的
提示，在方格纸上仔细寻找宝藏。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时间把控上，我
还是做得不够好。由于“寻宝游戏”过于受欢迎，
学生们花费较多的时间在这个环节上，导致后面
的课堂总结和作业布置时间紧张。而且，在游戏
过程中，有些学生过于关注游戏的结果，而忽略了
对数对知识的巩固和理解。

课后，我再次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我仔细分析了
时间分配不合理的原因，决定在“寻宝游戏”环节设置
一个时间限制，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同时，在游戏过程中，我加强了对学生的引导，提醒
他们在寻找宝藏的同时，要注意思考数对的知识。

五、磨课启示：持续成长与进步
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我的教学设计终于

逐渐成熟。在正式公开课上，我以自信的姿态和
饱满的热情引导学生们探索数对的奥秘。学生们
在课堂上积极思考、踊跃发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
例子和有趣的活动，深刻理解了用数对确定位置
的方法。公开课结束后，我收获了很多赞誉和肯
定，但我知道，这背后是无数次的磨砺和付出。通
过这次磨课经历，我深刻体会到教学的艺术和魅
力。磨课不仅让我的教学水平得到提高，更让我
明白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每一次的磨课都是一
次成长的机遇。我们要勇于面对挑战，不断反思
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
的教学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教学之路上不
断前行，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学数学磨课之旅：用数对确定位置
□ 市汪曾祺学校小学部 刘钞

三年级是学生习作的起步阶段。为
了让小学生在起步阶段能够轻松、愉快
地写作，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必须从培养
习作兴趣着手，指导学生写自己熟悉的
事物，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一、热爱是兴趣的源泉
写作兴趣，就是对写作的特殊爱好，

让写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
这种热爱，才会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留心，
去发现题材；才会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处
处留心，去发现技巧；才会在生活的每个
角落处处留心，去探索作文的奥秘。

二、引导学生学会观察
观察能力是形成作文能力的基础。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观察能力的培养。他
说：“留心各样事物，多看看，不要看到一
点就写，要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
究，精益求精。”

小学生对周围环境虽有好奇之心，
但要他们用文字表达出来就十分困难。
根据这一特点，可以让他们亲手做一些
事，这样无论成功与否，都乐意把感受说
出来。如让学生为自己的家人泡杯茶，
有了实践体验，课堂上老师再亲自泡杯
茶引导孩子观察，有条理地把每个过程
的动作、水和茶叶的变化、自己的感受等
说清楚，然后写下来。这样学生可以具

体地获取素材，更能牵动学生的真情实感，促使
他们广泛地联想，激发他们把看到的、听到的和
想到的都写出来。

三、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创设各种有趣的情境和开展一些饶有兴趣

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摄取小而
新、平凡而有意义的信息，丰富课余生活，激发
写作兴趣。

首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兴趣小组，有目的
有计划地让学生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引导学生
用多种感官去观察、去实践。比如开展春游、整
理床铺、包饺子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培养学生
的自理能力，同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写作素材。

其次，让学生有时间游戏、玩耍，从中体验生
活中的乐趣，自愿自觉地参与语言交际，从而产

生浓厚的作文兴趣。比如，通过听录音、说故
事、编童话，渗透听说训练；通过寻美、导游、
绘画、剪贴，指导观察；通过小实验、小制作、小
饲养，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等。目的是，寓习作
训练于快乐的情绪和活泼的语言交际之中，从
而激发学生习作兴趣，开掘学生习作源泉。

四、引导学生积累素材
生活中的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为了更好地利用活动中得来的材料，每次活
动结束后，可以组织学生回顾活动过程，交
流所得所感，然后写在笔记本上备用。为了
使学生学会选材积累，在利用活动向学生提
供部分素材之后，让学生自己选择素材，以
养成积累语言素材、勤动笔的好习惯。

在积累素材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定期交
换素材。有的以图书、玩具等实物换素材，
有的以自己的素材换他人的素材。交换素
材可促使学生积累储存素材。他们把素材
笔记本随身携带，以便随时随地把看到、听
到、想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浅议起步阶段作文兴趣的激发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吴学平

太太年逾八十，两年前帮助腿脚不便的
二爷爷洗衣做饭，不慎摔断了骨头，手术后
也不见康复。从此被禁锢在轮椅上，一直居
住在老家的养老院。

我们去养老院看望太太。一进院门，便
看见老人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太太也静
静地坐着，盯着树上的麻雀看得出神。

看见我们来了，太太笑得很灿烂，脸上
的皱纹全都聚拢到一起。只是她不记得我
了，小心翼翼地问：“这是哪家的孩子？”得到
答复后，她立刻兴奋起来，对我说：“小时候
我总给你扎辫子，你记得不？”我茫然地摇摇
头，脑子里全是上城之后的记忆。太太吵着
要为我再扎一次小辫，可是她的手很抖，很
多碎发都挂在耳边，使我像个“炸毛”的野丫
头。“现在怎么都没有以前的绢花了！”太太
一阵叹息。我终于想起，小时候太太会给我
的辫子上绑上鲜艳的大红绢花，很是老土。
那绢花却是我的一个标志，幼儿园放学时，
太太看到绢花就能很快认出我了。

扎完小辫，太太又催我推着她回房间，很神
秘的样子。穿过走廊，发现几株残败不堪的藤
萝，枝条无力地耷拉着，垂垂老矣，令人惋惜。

进了房间，太太努力使自己的腰坐直一些，之后
便是一阵翻箱倒柜。她实在过于专注，拉开抽
屉后又打开柜子，不知她想挖掘出什么宝贝，甚
至被桌角磕到的疼痛都令她面不改色。

突然，她那昏黄的眼珠射出似玻璃球般
的光芒。嘴里喃喃自语：“找到了，终于找到
了……”原来是一个被层层包裹住的破旧的
小布包。太太取出里面仅有的20元钱递给
我，“拿去，给你买糖吃。”我连忙推脱。太太
显出生气的样子，直到我同意收下，方又喜
笑颜开。太太忘了，我已经不是那个吵着要
买糖吃的小女孩了……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如今的人们实在忙碌，除了学业、工作外再
不关心其他。可是他们忘了，亲情才是最不
该被遗忘的啊！

岁月悠悠长，亲情永不忘……
指导老师陈 敏

亲情永不忘
□ 市汪曾祺学校九（9）班王昕研

我喜欢秋天，虽然它没有春天生机
勃勃之貌、没有夏天姹紫嫣红之景，也
没有冬天银装素裹之纯，但我仍对它情
有独钟。

如果说绿是春天的使者、红是夏天
的色彩、白是冬天的打扮，那么，黄便属
于秋天。在送走夏姑娘的同时，秋婆婆
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她的到
来，使树儿们都脱下了绿衣裳，换上她精
心缝制的新衣。花儿都收敛起绽开的笑
容，鸟儿也成群结队地飞向南方——另
一个更加温暖的世界。一切都显出几分
无奈、几分孤独、几分凄美。过往行人也
来去匆匆，无暇观赏眼前风景。这也许
是秋天不能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吧。

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些令人倍感哀
伤的景色中移开，移向那金灿灿的田
野。田里的庄稼已经成熟，农民们带着
满面的笑容，走向金色的田野，收获他
们劳动的果实。他们干得热火朝天，一
时间，春天的生机勃勃、夏天的活泼热
情、秋天的丰收喜悦全来到了这广阔的
田间。一阵秋风吹过,“稻海”泛起层层
波浪，夹杂着人们欣慰的笑声。看着此
情此景，还有多少人会不喜欢秋天呢？

我喜欢秋天，喜欢那萧条的美，更喜
欢那丰收的喜悦…… 指导老师赵桂珠

我喜欢秋天
□ 市外国语学校 刘佳鸿

到了珠湖小镇，我们这次研学的第一个
项目是手工做挂坠。我们首先把树脂胶倒
入模具之中，接着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想写
的字，放入未干的树脂胶中，然后在树脂中
放入芦花，在此之后，用一种特殊的灯光照
射树脂，让树脂变干变硬，最后把金箔与树
脂胶混合涂在背面，再照晒干。这样，一个
挂坠就成功做出来啦！

我们来到下一站——邮驿大街旁边的“丛

林飞鼠”。这个过山车虽然不大，但非常刺激，
忽上忽下，不少人都尖叫出了声。我也挑战了
一次，尽管心有准备，玩的时候还是吓出了声。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萌宠乐园”喂动
物，这里有马、驴、鹿，还有牛。我喂了一头
大花牛。原本只想逗一逗它，但它“不讲武
德”地舔了我一下，吓得我赶紧松了手，于
是，一个胡萝卜就被它抢走了。

最后一站是“艺术乐园”。我们举行了
一场比赛——“毛毛虫快跑”，规则很简单，
十个人一起用腿夹着气球“毛毛虫”，然后看
谁跑得快，输掉的那组就要表演才艺。

这次研学，我非常开心。
指导老师冯永华

珠湖小镇研学之旅
市城北实验小学六（4）班冯吴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