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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县大盛镇中心小学 吴才有

家长课堂

不知你是否留意，每个班常常会有那
么几个“爱管闲事”的孩子。“某某的铅笔
丢了”，“某某哭了”，“某某上课吃东西”
……有时听得多了，烦了，就会没好气地
来一句：先管好你自己再说吧！ 真是狗拿
耗子—————多管闲事。 还会心生感慨：这
些“闲事先生”，管不了自己，总喜欢管别
人，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完美起来呢？ 其
实，治水之道，宜疏不宜堵；教育亦然，在
引而不在禁。 对于“爱管闲事”的孩子，我
们无需他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只
需略加引导，他们定是一个好孩子、好学
生。

要说“管闲事”，低年级学生最爱。 黄
杰，一个六岁多一点的小男孩，最喜欢管
别人的事。 他有一个手摇式转笔刀，削起
铅笔来，又快又漂亮，他为此感到骄傲和
自豪，做作业时，只有他东张西望，一旦发
现有人的铅笔断芯了，就大声报告：老师，
某某的铅笔断了。“借你的转笔刀给他用
用！”我不冷不热。他倒挺热情：“我来帮他
削！”千错万错，帮人没错。我只好默许。偏
偏有人不争气，铅笔总断，又没有一把像

样的刀。 这样，黄杰接连削了好几次
铅笔， 很快就到了课间休息时间，他

的作业基本没动。
第二天的课堂作业时间， 黄杰削笔

的热情又来了。 我想，如此下去，他将成
为一个真正的“闲事佬”。 我走过去，拿
起他的卷笔刀， 一边摇手柄一边说：“黄
杰， 你帮同学削铅笔， 我们谢谢
你！ 不过，帮人要帮到底，只帮同
学们削铅笔， 还不够， 你应该教
他们怎样削铅笔， 这样， 同学们
以后只需借用一下你的卷笔刀就
行了， 也不会占用你写作业的时
间。 你愿意吗？ ”听我这么一夸，他忙不
迭地点头说好。 后来，黄杰“管闲事”的
方式果然有了一个“漂亮的转身”。 如值
日生黑板没擦干净，他不是急着告状，而
是帮着把黑板擦干净； 有同学的铅笔忘
记带了，他马上拿出自己的另一支铅笔，
也不向老师报告了； 有同学的作业没完
成时，他就催着同学赶快完成……

还有一个叫黄磊的同学，也最爱“管
闲事”，并且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但他
跟黄杰不同，他管的都是课间的事：谁哭
了；谁跟谁打架了；谁的胳膊蹭掉了皮，流
血了……有一回， 他又兴致勃勃地来报
告：蒋雄涛跟刘超打起来啦，老师，你赶快

去看一看吧！ 我觉
得这是个好时机，
就褒中带批地对
他说：“黄磊，你能
管事，这很好！ 但

是，你要想办法把这些事管好，而不是只
报告老师。 同学打架了，你个儿大，可以拉
开他们；有同学手脚磕破皮了，你可以带
他到校医务室去擦点药； 要是有同学哭
了，你可以问问他是什么原因……”经过
多次解决问题的磨炼，黄磊学到了很多种
调解矛盾的办法，为班级的和谐运转起到
了润滑剂的作用，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不可否认，在校园生活中，老师的
确需要“爱管闲事”的学生。 既然如此，
我们何不细心引导身边的“闲事先
生”， 让他们对闲事的热心， 变为对同
学的关心，对生活的信心，对工作
的责任心呢。

教育故事 论“狼爸”的
教育观

继美国华人”虎妈”育子方式震惊中外之后,
香港”狼爸”萧百佑“棍棒出北大”又红遍全国。“狼
爸”对孩子的教育成果在学业方面是毋须置疑的，
但他的教育方式又真的正确吗？

“第一，所谓民主，孩子是民，家长是主。
第二，没有零用钱，不许喝可乐，不能吹空调，

不能随便打开冰箱门。 ”
———这是所谓的“萧氏家规”，也是“狼

爸”对孩子管教的一部分。 而这冷冰冰的两句
话，对我们，至少对我，是难以接受的。 大到

“父为子纲”，小到禁用零用钱，禁随意开冰箱
门， 教育孩子是否就意味着严格的管教和限
制，不给孩子留一丝个人空间？

“狼爸“的教育方法更是令我瞠目结舌。 在他
眼中，“打孩子” 不仅是家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
节，且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一个小小的鸡毛
掸，要被打出科学，打出艺术，呵，实也不易。“狼
爸”甚至在节目中现场愉快地谈起自己“科学”又

“艺术”的打法。 当然，“狼爸”如今的教育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受了母亲的影响。“狼爸”回忆在学生阶
段，母亲“动辄就打”的方法让他的学生阶段获得
成功———高考广东省第八。 而正因为自己的亲身
试验，“狼爸”才决定在教育方面延续家族传统。

如今，“狼爸”的四个孩子三个已被北大录取，
最小的女儿萧冰也已高三， 且对中央音乐学院势
在必得。从学习阶段的成果来看，“狼爸”所为显然
很成功。而三女儿萧萧却在日记里写道“我没有快
乐童年。 ”的确，好的学习成果并不能抹去心中的
阴影。在长时间的严厉打压政策之下，萧萧只有学
习，没有其他中学生应有的：朋友、休息、轻松等。
青春期本是一个孩子最珍贵的时期， 就这样被学
习满满占据，心里感受不到一点阳光。

而“狼爸”却片面认为“孩子并不理解什么是
快乐。 今后对童年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回忆上的”。
殊不知，人要历经很多个人生阶段，在每个阶段，
人对于“快乐”的定义是不同的，在童年，只要无忧
无虑，天真地玩耍；少年，有自己的朋友，可互相分
忧；青年，无愧于中学生活，立足当下；壮年，有自
己的事业与幸福家庭……明显，“狼爸” 是将自己
所认为的快乐强加给孩子， 而剥夺了孩子应有的
快乐与自由。

诚然，“狼爸”做的一切亦是对家庭的爱，对子
女的爱，希望孩子有远大的前程，也确实是一个颇
为有效的管理方法。 但是， 过于追求学业上的成
功，而忽略心灵上的教育与沟通得不偿失。

“爱管闲事”的孩子
长沙市长郡中学 刘诗怡

近年来，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着
一种现象———课前，学生不主动预习；课堂上
提问， 看不到学生积极抢答的预期情景；课
后，更是很少有学生能够主动进行复习。 造成
这种现象有以下原因：首先，教师课前准备不
充分，对学生认知、接受程度缺少预见性，导
致课堂情绪不高， 教学语言不能很好地带动
学生。 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自尊心增
强而自信力不足，对答案没把握时，不敢贸然
作答。 此外，语文能力的提高并非朝夕之功，
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时空维度， 不像做数理
化作业一样效果明显，学生较难有成就感，因
而对语文课兴趣不大。 如何改变当前初中语
文课堂学生不给力现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做一些努力。

教师要加强内修，提高自身素质
语文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和渊博

的知识，还需要不断提升课堂吸引力，形成自
己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方面，教师要调整自己
的情绪，做到每堂课都情绪饱满、语言激情，
用积极的情绪去感染学生、带动学生；另一方
面， 作为一名语言教师， 教师应精心组织语
言，尽量使自己的教学语言准确、鲜明、生动、
风趣、 激情。 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素
养、教育观念，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成为学
生心目中的“偶像”，得到学生的敬佩和信任，
从而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喜欢上语文。

教师应重视课前准备，充分备课
传统的备课中， 我们往往更多的关注文

本， 追求把知识讲透， 而忽略了对学生的关
注。 因此，备课时教师充分关注学生，根据学
生的理解能力及对文本的理解梯度来设计教
学。 在教学中，我通常会根据每个层次学生的
认知能力，精心设计课堂，如执教《地毯下的
尘土》时，字词注音、分角色朗读等环节，我就
着重关注中等生、后进生，让他们觉得自己也
能行；在文本把握、主题归纳等环节，我就偏
重于优等生和后进生，让他们挖掘潜力、升华
课堂；而在人物形象的归纳环节，我就面向全
体， 让他们每人用一个词语概括人物性格的

一个方面。 这样一来，课堂上每个层次的学生
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长此以往，他们就会
期待语文课的到来。

把竞争引入课堂，激发主动学习热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加强激励、评价措施，利用学生争强好
胜、集体感强的年龄特点，通过分组竞赛激励
他们主动、积极、创造性地学习，把“要我学”变
为“我要学”。通过一系列的竞赛活动（朗诵、背
诵、默写、答问……）的激励，学生都能积极预
习、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发言，注意力高
度集中，积极性主动性普遍提高，没有负担地、
轻松愉快而感受深刻地掌握了知识， 培养了
能力。

执教《我爱这土地》这一首现代诗歌时，
考虑到教学内容相对简单， 我将全班同学分
成四个大组， 在课堂设计中组织了三个竞争
环节：朗读比赛、读抢答赛、背诵比赛。 三个竞
争环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同学们争先恐后，
纷纷举手作答。

语文教学应体现语文工具性， 通过活动
激发学生兴趣

语文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的，语文素养的体现也不是一张试卷就可
以定夺的。因此，在平时的学习中，教师应以
活动为载体，多元评价学生，激发学生对语
文课程的兴趣。 语文课堂上的活动有很多，
如课前三分钟演讲、作文课上的展示评改等
等， 都是学生培养语文能力而必不可少的。
同时，“大语文教育”观念也要求我们加强学
生课外的语文训练， 借助一些课外活动，提
高语文能力。 每次接手新班级时，第一堂课
我都要求学生上台作简单的自我介绍，大部
分学生都会扭扭捏捏。 针对这一现象，我把
每节课前的 5分钟时间定为说话时间，每天
安排三位学生事先做准备（或朗诵或演讲或
讲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学生不再害
怕上台，学生的朗诵、演讲水平都得到了很
大提高，课堂上更活跃，对语文课的兴趣也
越来越浓厚了。

多让学生展示，适时评价，让学生不断体
验成就感

课堂教学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 教师只
是主导者、引领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自始至
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最大限度地使学生动口、
动手、动脑，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发言和
练习。 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非常重视学生的
主体地位，放手让学生去讨论交流展示。 如执
教《再别康桥》时，我先让全体学生自由读，然
后再要求他们在小组内展示读， 最后各组代
表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读， 整个朗读环节气
氛浓烈，我再适时赞赏，学生积极性更高。赏读
感悟文本时，我要求学生结对品读，读出最喜
欢的段落、品悟最动人的意境，一个读一个品，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巡视、鼓励、适时指导，然后
再有针对性地安排部分学生在全体同学面前
自由展示，得到大家的评价与肯定，从而体验
成就感，语文课上越来越自信。

师爱护航，平等关注每一个学生
在课堂上， 往往会因为学生的个性差异

而出现关注优生、歧视后进生、忽略中等生的
现象。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应调整自己的传统
认知，学会尊重个性差异，允许学生“慢一拍”，
用师爱去感染打动学生，关注每个学生。 刚接
手一个学习成绩、行为习惯都不好的班级时，
我很无奈。 后来，一节普通的语文课却改变了
这种状态。那天课堂上，我提问后，示意王同学
回答，他站起来结结巴巴、满脸通红，我保持微
笑听完， 然后诚恳地肯定他站起来就是一种
进步，并对他以后的学习提出了期待！ 自那以
后，王同学每次语文课都非常认真，其它的后
进学生在语文课上也都有了进步， 并时不时
跑来问我问题。 毕业会考时，那个班的语文全
部及格，王同学的语文成绩达到了 97分。

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广大语文教师应内外
兼修提升素养，充分利用语文课堂阵地，把语
文课演绎成知识迷宫，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
学生从心眼里爱上语文，语文课堂才会大放异
彩，语文教学才会结出累累硕果！ 语文教学之
路漫漫，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觉任重道远！

如何让初中生主动学好语文
隆回县桃花坪中学 戴舞娟

豁然开朗

□ 刘墉

国王很欣赏一位做了无数善事的好心人，于
是封他为圣者。

一天，圣者八十大寿，国王带着一位画家前来
庆贺，他想通过画家的笔，将这位圣者慈祥的容貌
画下来，作为世人的典范。

晚餐后，众多的嘉宾前来观赏这幅画像。当画
家将这幅画像拿出来时，所有人大吃一惊：画里的
人根本没有慈善的面貌，反而充满暴戾、粗野、邪
恶的气息。 国王一看，生气地命人把画家拖出去鞭
打。 这时，圣者听到惊呼声，跑了出来，他看到这幅
画像后，跪倒在地：“皇上，这画里的人，才是真实的
我。 ”国王惊诧地问：“为什么？ ”圣者道：“这就是我
一生挣扎着，不想去做的那个人。 ”

在这世上，没有天生的圣者。只有那些每时每
刻都进行自我反省、 自我检视的人， 才能成为圣
者。

成为圣者的秘诀

教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