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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犹如一个幽灵，随时“骚扰”我
们的生活。 近年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正逐渐变成雾霾中心。最近，雾霾天气越
来越多，笼罩范围越来越广，全国多个城
市笼罩在雾霾之中，“十面霾伏”、“厚德
载雾、自强不吸”等网络语言形象地表达
了人们对雾霾的无奈， 成为了大家关注
的焦点，用“来势汹汹，势头不减”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雾霾天气中携带的细小颗粒物对人
体伤害极大，其中，PM2.5是大气中直径
小于或等于 2.5微米的颗粒物，可直接进
入肺部和血液，主要来自扬尘、机动车尾
气、燃煤及挥发性有机物等，它对空气质
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影响。 PM2.5粗细
还不到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 能携带大
量有毒有害物质， 通过支气管进入人体
的肺部，甚至融入到血液之中，引发呼吸
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造成肺癌死亡率
的增加，成为危害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

雾霾天气如此恶劣，危害如此严重，
不由得不使人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

首先， 是不是各个城市工业发展太
快所导致的问题？当然，雾霾情况的出现
肯定不只有人为因素作用于其中， 有气
象专家就表示， 气候也是导致雾霾产生
的原因之一。 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
工业发展中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在
北京奥运会期间， 为给运动员一个美丽
的蓝天，政府不仅将首钢搬迁，还让首钢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停产减产， 最大程度
地减少其对北京空气的污染。 而在奥运
会结束之后，工业卷土重来，开足马力，
排出的废气又再次笼罩在京城上空。 工

业发展是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之
一， 许多城市都是围绕一个工厂才建立
起来的。 没有工业，就没有人类现代化的
文明，工业兴，则城市兴，可工业给环境
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又该怎样面对呢？
当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我们可接受的范
围时， 我们有没有勇气停下已经迈出的
步伐？ 中国转型，同样也意味着产业结构
的转型。

其次，在城市建设中，我们很容易看
见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盛景， 却难觅芳草
萋萋的绿色画卷，即使有，也不是城市的
主要颜色， 大多数城市都只有一个色
彩———灰。 高楼大厦纵然大气磅礴，可它
却是冰冷的， 哪有绿林花园的生机盎然
和活力？ 一个不懂得环境优化的城市，必
将受到自然的惩罚， 我们以前领教过沙
尘暴的威力， 好不容易把沙尘暴击退之
后，雾霾连绵的天气又再度光临，如果我
们不加强城市的环境建设， 下一个自然
的惩罚又会是什么呢？

第三， 正如有识之士呼吁大家少开
私家车出行一样， 每一个人在面对城市
不断受到污染侵蚀的状况时， 都应该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力图奉献自己的正能
量， 哪怕你的正能量看起来是微不足道
的。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你不付出，你不
改变，你就得不到生态优美、低碳宜居的
美好城市。

第四，吸取国外教训，借鉴国外先进
经验。 伦敦雾霾重重酿成灾难，英国人自
此痛定思痛大力整治环境， 实现产业转
型，打造生态社会。 时至今日，伦敦摘掉
了“雾都”的帽子，蜕变为蓝天白云的“生

态之城”。 1956年伦敦催生了首部空气污
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 这一法案
规定城镇使用无烟燃料， 推广电和天然
气，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
设施被迁至郊外等。 1974年的《控制公害
法》 囊括了从空气到土地和水域的保护
条款，添加了控制噪音的条款。 相继颁布
的法令严格执行成为“雾都”获得新生的
保证。 扩建绿地是伦敦治理大气污染的
重要手段。 节能低碳已成为英国社会生
活的时尚。 40 多年前，穿过德国鲁尔工
业区的莱茵河泛着恶臭， 两岸森林遭受
酸雨之害。而今，包括莱茵河流域在内的
德国多数地区实现了青山绿水， 空气清
新， 这与德国实施“空气清洁与行动计
划”密不可分。 德国还采取了一些“软措
施”，如呼吁民众节能减排，使用节能家
电、多搭乘公共交通以及骑车出行等。如
果空气出现严重污染， 必须立即采取行
动快速应对：一是对部分车辆实施禁行，
或者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行
驶； 二是限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
备；三是限制城市内的建筑工地运作。此
外，还要注意避免燃烧木头、焚烧垃圾等
行为。

最后， 最终落脚点还是我们的生活
和发展，究竟应该以经济优先原则为准，
还是以环境优先原则为准； 究竟是追求
短期的 GDP 数据， 还是追求长期可持
续发展愿景； 究竟是继续忍受雾霾天气
年复一年的“光临”，还是决心改变面临
的隐忧。 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现有的方式
去行事，想必“美丽中国”的口号终将随
着时代的变化，而隐居在遥远的天边。

雾霾天气引发的思考
传统教学方式和应试教育下的小学

数学教学， 往往是以书本知识传授为主，
让学生在解答数学作业时力求获得标准
的唯一的答案。 儿童过早的、过度的被老
师按在数学的符号堆里， 整天做数学题，
却不知数学与生活有什么联系，在现实中
遇到数学问题时不会解决，只是学了一些
死知识，阻碍了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 新
课改的《数学课程标准》提出“从学生已有
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
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进行解释与应用的
过程。 ”这就要求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实施
生活化教学。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实施生
活化教学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浅谈如下
体会：

一、在生活化过程中学习数学知识
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从哲学的角度指

出：“在现实世界中，可以通过我们的感觉
和经验构造我们的学习，也就是人类适应
经验的过程，是知识增长的过程。 ”这就是
说，从学生生活出发，从学习平时看得见、
摸得着的周围事物开始，在具体、形象的
感知中，学生才能真正学习数学知识。 如
在学习加减法的一些简便算法的时候，可
以概括成四句话：“多了要减， 少了要加，
多减了要加，少减了要减。 ”对于这个算理
的概括，看似十分的精练，实则不然。一些
学生在运用时常常出错，究其原因，恐怕
是规律的产生脱离了学生的经验结构。如
果我们换一种方法，从学生熟悉的生活购
物引入，比如：小方带了 195 元钱，买了一
个书包用了 98 元。 问：小方该怎样付款？
他还剩多少钱？ 学生有过类似的经验，他
们大都会说小方先付 100 元，营业员找回
2 元，他还剩（95+2）元，然后再将上述生
活问题进行数学化，即 195-100+2，于是，
对于 195-98这类的简便运算， 学生就掌
握得牢固了。

二、捕捉“生活素材”，激发学习兴趣
数学知识是抽象的，数学的学习是枯

燥的。特别是学习计算，学生的情绪更低。
为此结合教材特点，学生特点，以及学生的生活环境，让学生
在情境中学习，在情境中掌握，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例如，在学习《年月日》一课时，我就谜
语引入创设情境，“有两个宝宝真稀奇， 身穿三百多件衣，天
天都要脱一件，等到年底剩张皮”这是什么呢？学生好奇心被
激发了，争先猜出了谜底（年历），这时候，老师提出问题，学
生在旺盛的求知欲的驱使下，兴趣盎然地学习新课程，体会
学习数学的乐趣。

三、回归“生活天地”，提高数学应用能力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任何功课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需要

教的，即孩子自己会学，学了会用，会解决实际问题，光纸上
谈兵是没有用的。数学教学如能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加以演
练，会有利于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发现数学
就在身边，让学生认识生活中充满了数学，生活真有趣，数学
真有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常常是整合着各类信息
而综合显现的。 我们可以将其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接近实际
情境的实践活动中去解决数学问题。 如，在教学“相遇问题”
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操场上去模拟同时相向、同时同地
反向、相遇、同地同向、追上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对相遇问题
中常见的专用术语有了清晰的认识后， 理解和掌握算理，解
法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种模拟生活的实践活动，使学生感到
数学的优越性，体会到数学与社会的关系，懂得了数学的真
正价值，提高他们真正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四、设置“生活背景”，培养学生数学意识
当学生掌握了一些数学知识后，可让学生充当某些角色，

如营业员，车间工人，调度员等。 当他们运用学到的知识去学
着安排生活。如学习了求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后，让学生当空
调零件装配车间主任，合理安排各组人员人数的编排，使生产
效率最优化。当学习了组合图形面积计算后，让学生作为土地
管理人员去安排各农家宅院的用地面积。 在这样一个以参与
者身份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既提高了学生运用知识的兴趣，又
培养了实际计算、测量能力。 在体验活用知识的快乐中，他们
对这部分知识的理解得到了巩固， 教师只有把学生真正带到
生活中去， 将课堂中的数学知识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结
合起来，才能使学生体验到数学的美和创造的美。

综上所述，我认为数学教师的任务归根结底是把枯燥抽
象的知识更儿童化、生活化的设计引进课堂。正如，数学巨匠
康托儿所说：“数学的精髓在于自由。”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
生活本身又是一个巨大的学生课堂。数学课堂再现数学知识
与自然科学、人类生活的联系，不仅扩大了数学教学的信息
量， 而且也培养了学生用数学的意识和各方面的实践能力，
为学生今后的生活、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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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在班主任工作漫
谈中说道：“光强调班主任管理好班级是
不够的，而是要研究怎样去艺术地管理班
集体。 ”

班主任是实施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计
划的骨干力量。对学校全面贯彻国家的教
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全面执行学校教育工
作计划， 推进素质教育起着保证作用；是
班级集体的组织者、管理者、是学生健康
成长的引路人； 是儿童知识的启蒙者、儿
童智力的开拓者、儿童心灵的陶冶者。 良
好的班级集体的形成， 是班主任创造性
的、辛勤培育的结果。班主任也是学校、家
庭、社会教育力量的协调者，是联系任课
教师的纽带，是沟通学校、家庭、社会的桥
梁,在培育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小环境上
起着重要的作用。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现代化
建设的接班人”、“教育兴则国家兴”，伟人
们都在不停地提醒大家对孩子教育的重
要性。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在一个国家中的
重要地位，没有对孩子的优良教育就没有
国家未来的强盛。所以，小学教学，要重点
培养孩子们的基本素质，在传授知识的同
时要让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以及各方面
的素质的培养。小学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
群体，他们刚刚踏入学校，正在经历着人
生的第一次重要的洗礼，所以对于小学生
的管理、教育、培养要格外的耐心。而班主
任就会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班主任不仅
要在学习上、生活上而且还要在心理上进
行立体式的全方位教学和管理。 所以说，
小学班主任教学是最具有艺术性的。

一、班级常规管理的艺术性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

质教育，切实有效地贯彻小学生守则和小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使学生逐步达到行为规范的要求。加强安
全教育，防止学生发生交通、溺水、火电、
食物中毒等方面的意外事故， 一旦发生，
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并做好有关善后工
作。 严格执行教学常规，在教学工作中，每
个环节都有明确具体的自我要求， 检查、
督促、 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要
特别重视建立课堂学习规范，努力提高学
习效率。 根据小学生自身的特点，自身加
强人格魅力的培养。只有具有独特人格魅
力的班主任， 其语言让学生感到无比亲
切，有无穷的感染力，让学生感到有家长
般的关怀和温暖，使班主任的管理工作变
得容易。这种人格魅力，并非与生俱来，而
是在长期的班主任工作中，在与学生的交
往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与学生接触和管
理的过程也是班主任们自我成长的一个
过程。

二、 培养学生干部的艺术性
小学生是一个刚开始接触新鲜事物

的群体，所以对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不
能马虎， 培养干部时也不能草率行事。
笔者认为，在小学生干部委任时也要进
行民主的选举制度，让他们从小就有民
主思想，也给他们一个独立思考、独立
辨别事情的机会。 我觉得在选举时也要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让所有同学都有被
选举的机会，而不是传统的依照成绩的
好坏来任命班干部的做法。 这样做的好
处就是让学生也深深体会到学生除了
学习以外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的。 引
入竞争机制也不宜过于复杂，我们可以
通过简单的“评分系统”、“竞争上岗”等
方法来实现，在教育的同时也增加了班
级的学习气氛。

三、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教育的艺术性
传统的教育方法在教育学生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时都会对学生进行“炮轰式
教育”， 不停地在他们耳边重复着传统的
教条话，学生不仅无法体会班主任的良苦
用心还会造成他们的反感，小学是最敏感
的时期，所以教育时要注意手段和方法的
艺术性。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一系列活动让
学生亲身感受一下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学校开展“爱护环
境活动日”， 班主任带着学生观察周边的
环境，发现白色餐盒污染环境，垃圾没有
分类，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让学生自觉
主动地将垃圾分类，从小养成爱护环境保
护地球的好习惯。

四、学习积极性培养的艺术性
不可否认， 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

习，所以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是
班主任最严峻的问题。 小学生天生好动，
对所有新鲜事物都非常感兴趣，但是长期
的学习也会使学生容易失去对学习的热
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是使学生想
学，爱学，能积极主动的学习，从而对学习
产生兴趣。而自主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
方式， 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会学习的同时，
还要关注到学生的学习热情是否被激发。
只有充满热情， 积极主动的学习才更有
效。 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小学生多表扬、多
鼓励的方式进行学习兴趣的培养，这是和
小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相吻合的。

综上所述， 小学班主任在教学过程
中， 只有对小学生进行日常行为规范、学
习积极性、心理健康、以及道德人格培养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教育， 注意方式方法，
提升管理和教学艺术，才能使班级管理和
学生教育显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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