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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爱心与智慧同行
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初中班

主任，仅有一颗爱心还远远不够，因为爱并不等于教育，教育还需要爱
的智慧。

一、以小见大，在细微中体现爱心
班主任是班级的管理者，要像父母一般细心体贴，让学生感觉安

全和温暖，有动力去追求，去进步。 要从生活细节入手，处处体现关爱。
譬如学生的桌凳坏了，我常常协助学生一起修理；教室的窗户玻璃破
了，我利用休息时间安装新的玻璃；夏天，宿舍蚊子多，在学生进宿舍
之前，我就到每间寝室点好蚊香；冬天，学生衣服穿着单薄的，我把自
己的衣服给他们披上；学生有病了,我会毫不犹豫地送他们上医院……
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小插曲无不昭示着教师的爱，如春风、如细雨、
如涓涓细流，感染着学生，激励着学生，让班级成了一个温暖的家。 爱
心是具体的，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无数平凡的细微的小爱的积
累，积累多了，便成了爱的大智慧。

二、理解与宽容，让爱心闪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 理解是指体验别人的内心世

界有如自己的内心世界一般。 班主任需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发展特点，
尝试换位思考，体验学生的体验，感受学生的感受，多一份理解，多一
份宽容，从内心上关爱学生。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是理解的前
提，班主任必须认识到学生是客观存在的独立的个体，具有其自身的
特点和发展规律。 当学生出现问题或者错位时，要以尊重的态度来教
育引导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爱，从而更容易接受教师的引导。
其次要宽容学生的小过失。班主任应该充分认识到有缺点的学生才是
正常的学生，在全面欣赏学生的闪光点的同时，能够容忍学生的不足；
在指出学生缺点的时候，注意把握分寸，客观地对待学生，理智地作出
决策。 一个平时鲁莽的学生下楼梯时不小心撞上了我，把我手上的饭
盒撞翻在地，饭菜撒了一地，我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关切的问他有没有
受伤，他羞愧地打扫了饭菜，以后鲁莽的习惯改了不少。 宽容是一种无
形的爱，这种爱的力量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交流与沟通，让爱心保鲜保质

沟通是了解学生、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手段。 当班主任这些
年，我积累下了一抽屉“秘籍”，那就是我与学生的之间交流的小纸条，
登记学生情况的笔记本以及《班主任工作手册》。对于那些性格内向的，
较害羞的学生，我常采用小纸条的形式和他们沟通，保护她们的小秘
密；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问题学生，我每个人专设一个笔记本，记录他们
的违纪情况和每一次小进步，每天进行总结，提醒过失，表扬进步；对于
班级总体情况，我都用《班主任工作手册》做了详细记录，从而能够比较
准确及时地掌握班级纪律和学风情况，开展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管理
方式。 班上有一名学生近段时间上课老是走神，成绩下滑得快，我约她
谈心，却总无法得知她的心事。 我于是找到她最好的朋友，得知她父母
闹矛盾，到了离婚的边缘。 下午放学后我抽空来到这位家长的家里，做
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为孩子的幸福和前途着想，在我的诚恳和努力
下，她的父母最终放弃了离婚，这个女孩后来考上了大学。 心与心的沟
通交流让班主任的爱心光辉得以长久保鲜。

四、幽默与风趣，让爱心丰满生动
“教育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就是幽默。 ”适当运用幽默和

风趣这剂“润滑剂”，班级工作中更会显得有信服力和凝聚力。记得有一
次学校拔河比赛，本来最有希望夺冠的我们班因为微小的差距而没能
得到名次，同学们都很沮丧，学习情绪也受到影响。 我摆出很自责的样
子说：“同学们，这次比赛都是我的错啊！上个星期有几个女同学说要减
肥，我没及时阻止她们，导致今天拔河的失败……”教室里顿时笑声一
片，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好好开导他们，鼓励他们，学生的学习劲头顿
时鼓了起来。不仅这样，我还把“幽默文化”渗入班级管理。每天的早上
读报时间，我开设了“开心一刻”，让同学们轮流来讲笑话，缓解心理压
力，激发学习情趣。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我也专门设有笑话栏，让
学生的心情松紧相间，班级文化和谐美好。这种轻松温暖的“幽默文化”
让我的学生以平和的心态走进考场，自信地迎接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师爱是永恒的话题，班主任的关爱更是一种无私的、高尚的、圣洁
的情感，但惟有懂得爱的智慧，让爱心与智慧同行，那样的爱才更有价
值，才能绽放出闪亮、鲜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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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焦圻中学 青明钊
“高效课堂”就是在课堂一定的时间内获取最大教学效益的教学活

动。 如何构建高效课堂呢？ 以下是我们的做法和探索：
一、精心备课
课堂教学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备课。 教师只有深入钻研教材，精心

设计课堂教学，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只有知道学生该学什么，才
能弄清自己该教什么。 课堂教学目标明确，可以有效地克服教学中的
随意性和盲目性，加强教学的针对性。抓教学重点问题，则容易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

二、回归生活
遵循“从生活走进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的思路，课堂教学应注

重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将化学知识的学习与社会生活实际紧
密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不是简单地罗列一些生活中与化学有关的物
质或现象，而是精心选择那些学生熟悉的、并蕴含多种知识生长点的
物质或现象作为“生活原型”，从这一原型出发，不断发现和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将化学知识的学习融于有关的生活现象和解决具体的社会
问题之中。

三、回归学生
素质教育要“以学生发展为本”，是指全体学生的发展、学生全面

的发展、学生有个性的发展和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可持续的发展。 化学
学科高效课堂的表现是：学生能发现的问题让自己去发现解决，学生
能总结出来的规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应用，学生能提炼概括的概念由
学生自己去归纳，学生能表达的文本让学生自己去解读体悟，学生能
完成的实验让学生自己去设计操作，学生能自己决定的作业由学生自
己去布置选择。

四、以问题为中心
有思考性是课堂的生命力所在。 在化学课堂教学中必须激发学生

积极思考，引导学生通过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才能促进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全面提高科学素养。为此，课堂教学注意从学生的生活实际
出发，创设能引发问题的情景、说法、事例，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学习内
容。 如学生学习酸的化学性质的时候，酸可以除铁锈这个学生基本都
知道，但有一年的中考题中，却问除铁锈后溶液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要
求写出铁与氯化铁反应生成氯化亚铁的反应方程式。如果我们只限于
课本，学生根本就不会写，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
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分析实验现象，提出自己想知道但又不能解决的
问题，学生很容易就提出了这一现象，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的问题轻
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解决。

五、有质有效
高效课堂强调学习情景和探究活动的真实性。 只有真实、可

信、能引发问题的学习情景，才能为学习者提供一个参与讨论、
实验、亲身经历活动的机会。化学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实验教学，
一定要让学生亲身体验、感受过程，这样学生才对知识的形成过
程有真实的感受。 例如：在一次学生经历实验室整理过程中，无
意中发现防毒面具中漏出的黑色物质，一个平时不太爱说话，且
成绩较差的学生却非常自信地告诉同伴这就是活性炭， 当时让
我很意外，因为在我心目中，这些学生除了在平时的表现中给老

师增添麻烦之外，学习上也差强人意，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实验
室里就有防毒面具，他可能根本就不认识防毒面具，接着在我的
肯定下，这个学生尽然对化学的学习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

六、重视反思
没有反思，就没有知识的内化和能力的形成。 学生只有把自己作

为建构的对象，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学
习。 在课堂教学和作业设计中应重视引导学生对学习活动进行自我反
思，通过“交流共享”、“在线测试”、“挑战自我”等方式凸显反思评价这
一内容，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对探究过程、探究方法、探究结果等进行及
时的反思，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丰富和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

总之，课堂效率的构建，需要师生共同的努力，缺一不可。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全方位、多渠道为学生创造条件，营
造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发展学生的发散思维，开设赏识教育和创新教育，努力使课堂充满活
力，让学生进入乐学境界，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浅谈初中化学
高效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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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作文评语笼统宽泛， 抽象
空洞，而且千篇一律，缺乏清新、有活
力的新鲜空气， 缺乏对学生作文潜力
的认识和评价，缺少对学生情感、智慧
发展的人文关怀。 因此，它期待着我们
去创新，还它原本属于它的美丽。 作文
评语要有的放矢，重点突出；作文评语
要善于抓住作文中的“亮点”，注重因
材施教； 作文评语要渗透思想品德教
育，体现人文关怀；作文批改要严肃认
真，做好教师的示范榜样作用。 让我们
去挖掘作文评语的真正美丽， 还给原
本属于她的自然弥久的迷人魅力！

一、作文评语的现状
作文教学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

中的大难题:教师怕上作文课，因为作
文教学难度大，耗时费力，学生的作文
水平却未必见长； 学生怕写甚至厌恶
写作文，作文水平提高缓慢，甚至出现
退步现象。 在作文教学中，不少教师缺
乏明确具体的作文教学计划,忽视作文
教学的整体性和专题性， 体现了作文
教学的无序性和随意性， 用于作文的
教学时间偏少。 作文批改粗略拖拉，所
写评语笼统宽泛， 抽象空洞， 千篇一
律，缺乏清新、有活力的新鲜空气，缺
乏对学生作文潜力的认识和评价，缺
少对学生情感、智慧发展的人文关怀。
作文讲评简单，指导不得要领，流于形式。 学生最终不知自
己该如何去努力，如何去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 有的教师
甚至居高临下，把作文批得一无是处，使学生的写作热情
更趋低落。

二、 作文评语的创新见解
1、庸医下岗，华佗再世。 传统的作文评语空洞含糊、僵

化教条、程式化严重，如“中心明确，条理清楚”，“语言优美、
材料丰富”等，这样的评语模糊不清、不着边际,学生看了不
知所云，它不仅很难激发学生发扬优点和修改错误的积极
性，更谈不上对学生健康的写作心态的引导和高尚人格的
培养。 为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教师在批改作文时要摈弃
传统的思维定势，废除以往的套话、废话，运用富有朝气、
具有亲和力、带有创造性的语言，尽最大可能调动学生的
写作积极性。 如果给习作的评价是论点明确，可在作文本
的右边附近旁批：“这个句子点明了中心，如一盏明灯照亮
了全文，好！ ”如果有一组排比句用得好，可这样旁批：“排
比句如水出峡谷，浩浩荡荡，颇见气势。 ”

2、对症下药，妙手回春。 在评价时，教师却不能对文章
的字、词、句、段、篇等面面俱到地点评。 教师应根据每次作
文的训练目标、要求、学生的具体水平及作文明显的优缺
点，确定出评语重点，或从立场观点，或从思想感情，或从
立意角度，或从结构语言，或从意境营造，或从文章风格等
等，抓住一两个方面进行点评，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出。
例如，学生在记叙文写作训练时，有些问题经常会同时出
现，如结构安排单一、选材传统老套、语言表达笼统抽象等
等，但只要细心观察学生的作文就可以发现，大多数作文
的问题出现在选材上， 所以教师就应该把选材的典型、新
颖与否作为评价的重点， 而不要过多地在意作者在语言、
结构上的不足。

3、慧眼独具，美不胜收。 中学生正处在快速成长阶段，
从生活体验到写作技巧都远不够成熟，所以教师对他们的
要求不能过高，而要善于从选材到结构、从内容到表达，从
言行到思想等方面去挖掘其作文的闪光点，并在评语中对
其优点进行充分的肯定，让学生感受被肯定的喜悦，并有
望把这种良好的情绪迁移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去，激发其
学习的信心、写作的兴趣甚至是对人生的希望。 对于那些
学习困难、自信心不足的弱势群体，教师更要多一点耐心，
少一点指责，千万不能讽刺挖苦。 如“虽然你的文章内容
单薄，但题目新颖。 观察再仔细些，描写再细致一些，你的
作文会大大改观！ ”教师只要觉得习作对于学生本人来说
是难能可贵的，或者与前几次作文比较取得了进步，如语
言更流畅了。 或者在立意、选材、构思等方面有了一点新角
度、新内容、新见解，都应加以鼓励和肯定。 在写人的作文
中，只要学生写出了人物的特点，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就应
该给予肯定。

除了作文批改要严肃认真对待外，教师还要作好示范
榜样作用。 这不但要求评语的字体工整，书写规范，语气亲
切委婉，而且还要讲究一定的文采，把句子写得优美、生动
些。 如果学生的作文文采斐然，教师的评语却干瘪无味，那
是极不相称的。 作文评语也是形象化的理性表现，其中融
合着教师的道德、学识、人格等诸多素养，对学生起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 好的作文评语应该短小精悍，让人赏心悦目，
给人启迪，催人向上。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你的眉儿细又
长呀，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我们的作文评语创新和
王洛宾的这首美丽浪漫的西部民歌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呢？ 让我们去领会它的真正美丽，还给它自然弥久的迷人
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