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考试季”，这段时间，平日里沉默的
学校似乎爆发了，他们从幕后跳到前台，频频出现
在电视、广播、报纸的显眼位置，升学的“捷报”配以
鲜红的录取榜单，一下子成为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焦
点。

正应了那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
知”，学校的管理者们都明白，家长和学生最感兴趣
的无非是“考试”和“升学率”，学生若是能在自主招

生中胜出，提前得到一两张进入“名校”的入场券，于他的母校而言无疑
是最好的招生广告。

笔者常年在基层学校走访，发现即便是市县重点高中，也有他们的
无奈：大家都反映学校优秀生源流失严重，县里的“名校”担心生源被市
里的“名校”抢走，市一级的“名校”又常常被省级“名校”“掐尖”。 每年招
生，从提前批的自主招生考试开始，生源大战已经打响。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资讯、交通都极度发达的今天，家庭
条件稍稍好一些、学习成绩稍稍优秀一点的学生，都削尖了脑袋往“名
校”里挤。 那些处在金字塔下面部分的学校，自然沦为学生的“次优”选
择，如此，招生在即，学校必须为了生源主动出击。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关乎学校的“面子”和将来的存亡，所
以，能够在“考试季”抢得宣传的先机，学校定不会放过，学生考得好，他
们通过各种途径庆祝，制造出一副“捷报”频传的模样，不过是为了吸引
眼球，拉拢家长和学生，招徕好生源。

我们应该看到，学校“捷报频传”背后是无奈，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公
的大背景下，学校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 但学校也千万别在装备、生源竞
争中迷失了方向。 升学率从来不是决定一所学校好坏的唯一条件，因为
学校面对的不是一两个能够通过自主招生或者高考进入“名校”的所谓
“好学生”，而是为数更多的普通孩子。 让他们享受到“因材施教”的优质
教育，最终成长成人，方是一所“名校”应该有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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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主持人 余娅

今年是第 21 个“世界读书日”，身边
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么个节日。 我不
由得暗想，一个淘宝的“光棍节”，明明是
生造出来的，却偏偏红火得不得了。“读
书日”明明是个高雅的节日，为何却悄无
声息？

2010 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一项名为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最畅销的书
籍以教学参考、考试辅导、技术培训、时尚杂
志等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书籍为主。经典名著
既出版量小，又库存量大，成为图书市场不
受青睐的对象。 那什么样的书才是既有营
养，又吸引人兴趣的呢？

记得一件小事， 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在
汉寿县职业中专的课堂上，我曾向学生推荐
过很多自认为好的书，都没有成功吸引学生
注意。 一次无意间，我对学生说：“大家看过
外国名著《绿野仙踪》吗？”下面“切”声一片。
接着我简单地对学生介绍说：“这本书被称
为美国的‘西游记’！”孩子们蓦地睁大眼睛，
我趁热打铁：“虽是外国名著，但是情节很简
单，没有复杂的外国名字，讲的是一个小女
孩和狗、稻草人、狮子的奇遇。大家看看吧！”
一周以后，学校图书馆的老师告诉我这本书
借阅率飚升。

道理很简单，读书也好，购物也好，如果
吸引不了注意，感受不到快乐，纵使再高雅
的格调也是白搭。读书明明是一件能使人感
到快乐的事，却因为内容和形式的隔阂让人
望而却步，要读书还得有好书读，好书还得
有好嫁衣啊！

我这里说的好书，可能更多的侧重于内
容好、形式新的书，这种书是怎样的书呢？有
漂亮的设计和吸引人的外观，有质感不错的
纸张，有赏心悦目的排版设计，有简单明了
又引人注意的内容简介， 体积也不那么吓
人。

当然，作为老师，我们在向学生推荐好
书时也要讲技巧，把“读书”当成作业和任务
强压给学生，他们只会反感和抵触，只有摸
准学生们好奇的天性，不经意间吸引他们的
注意， 通过有趣的方式引导他们去读书，才
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让他们迫不及待地去
阅读。

学生上名校，母校也风光？
读者点题：常德的家长朱女士来信，最近，高校自主招生结果相继出炉，很多重点高中也在公布提前录取学生名单。 她从媒体得

知，自主招生结果出炉后，各地的名校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庆祝，好不热闹：有身强力壮的汉子拖着“热烈祝贺某某学校再创辉煌”的
移动牌匾，吸引着路人的眼球；电视台移动字幕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创意者，则暗示、鼓动已经录取或有望进名校的学生家长，到学
校指定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湖南师范大学唐露 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优高校，不
仅是学生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和父母的养育以及培养他的初中、
高中母校分不开。他优异的成绩属于个人也属于学校和家庭。所
以，录取结果出炉之后，家长出来庆祝、母校进行适当的宣传并
没有大家说的那样不妥。“酒香也怕巷子深”，升学考试本就是学
校表现自己办学优势的好时机， 而对优秀学生考上名校进行庆
祝，恰好能让社会直观地看到学校的成绩。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笔者认为，学校自我炒作的目的
是为了吸引社会上更多人的眼球，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使学生和
家长都把目光集中在这些重点高中和名校上。 这些学校为招生
大肆庆祝和宣传，名义上是为学校做推广，实际上是在进行争抢
优秀生源的大战。 高校出台各式各样的“自主招生”政策，名优高
中的学生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但会造成学校间的恶性竞争，而且
会增添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

@ 读者马全和 市场经济条件下，名校自我炒作，能够招收
更多的学生，产生更多的利润，改善教师的待遇，必然刺激自身
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傻子，如果没有真
本事，骗得了一时，骗不了长久。 若学校师资力量强、教学水平
高，说的是真话，炒作是有效的；如果学校教学水平一般，甚至很
差，说的空话连篇、天花乱坠，或许能逞一时之威，骗几个学生进
来，最终会被学生识破，透支的是学校的未来。 若把炒作比作一
条龙，没有诚信来“点睛”，仍然不能飞翔。

@读者纳言 我们很多的学校现在都特别急功近利。高中看
重学生的升学率、大学看中学生的就业率，因为升学率和就业率
直接关系到学校的“面子”。 殊不知，一所学校的好坏，“面子”不
重要，“里子”才重要，“升学率”“就业率”并不能反映学校的文化
底蕴，更不能体现学校育人水平的高低。当教育者的眼睛盯着这
些“面子”工程时，他们也偏离了教育的主旨。

好书也需好嫁衣
汉寿县职业中专 黄彦文

近年来， 网红逐渐从被网民关注的独特行为演变成
一种职业甚至一项事业。最近，网上就爆出一位母亲因为
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未来的理想是当“网红”，不知如何是
好。网红即“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
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

实际上， 每个孩子几乎都被问过“长大以后你想
做什么”，科学家、画家、工程师、医生和老师等，是常
见的答案。 但如果你的孩子说“我想当网红”，你会如
何回应呢？

图 /文 薛红伟

“我想当网红”

“捷报频传”背后的无奈

我的理想
是当网红

信息技术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株洲市攸县教育局 王德胜

近年来，我对信息技术在思想品德课教学
中的应用进行了积极探讨， 在引导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学习方面有些体会，现与同行分享
如下。

一、信息技术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的应
用

（一）运用信息技术，让生活呈现课堂，增
强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的知识来源于生活，生
活中有思想品德。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我们都可
以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推波助澜。 如在教
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一内容时，我通过影
片插入技术，在课堂中让学生观看香港、澳门
政权交接仪式，历史的瞬间、庄严的场面，令每
一位学生都亲身体验祖国的日益强大，从而自
然而然地产生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在讲授

“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时，通过幻灯片切
换的手段， 把婴儿们的被害照片设定播放，配
以音乐背景，再朗读有关新闻，激发出学生的
同情心和对商家们卑鄙行径的愤慨。这些教学
实例没有教师过多的说教，只是教师在教学设
计时运用信息技术加入生活镜头，以及新颖的
教学方式，让学生自己去体会、感受、判断、分
辨、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和提高认识，无形中改
变了以往思想品德课枯燥的情况，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二）运用信息技术，让活动融入课堂，发
挥学习能动。作为初中学生，由于人生经历、生
活体验不足等，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而信息
技术教学手段能够帮助老师把学生所没有体
验过和没有感知过的事物， 以直观的形式，呈
现在他们面前。如我在教学《学会合理消费》一
课时，把学生感兴趣的“买单车”问题作为引
入，让学生运用电脑自己设计推销广告，为我
推荐合适的单车型号、颜色、厂家、价格，效果
相当好。 接下来还有讨论环节、运用信息技术
动手设计自己的消费计划表等活动。通过活动
引导， 他们不止是找出了课本上的知识原理，
而且还发现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合理消费”
新方法。 事实证明，学生在活动中找到的理论
知识， 比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硬背的记忆深刻，
再加上信息技术手段播放的内容，其直观性使
学生更加记忆深刻终身受益， 让活动融入课
堂，极大地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三）运用信息技术，让探究延伸课堂，创
新学习方式。 思想品德教学中，学生对一些文
本的内容不太理解、不太熟悉，往往还有浓厚
的兴趣想了解相关的内容，通过上网查到非常
丰富的学科相关文字资料，可帮助老师极大地
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如在教学《关注经济生
活》一课时，学生们在网上搜查出了“贺喜爆竹

伤人，责任谁负”、“1998年山西假酒案”、“5角
钱引发官司， 法庭为消费者讨回公道”、“2003
年十大侵害消费者权益案”、“承租人拒不腾房
怎么办”……等好多案例资料，有效地满足了
学生渴望探索的心理需求。 同时，我还让学生
通过网络实现即时批改、 小组互动完成作业，
增加组内生生互动、小组互动、组际互动等网
络化交往学习方式进行知识探究。

二、信息技术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应用
的反思

（一）不能忽视先进的教学理念，而要以师
生教学互动为主，以信息技术为辅。 有了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有教师就忽视了还可以通过自
己的嘴和手与学生间的互动和对答等方式来
开展教学，而是与学生一起盯着电视机或幻灯
片屏幕，老师点点鼠标，照屏幕宣科，学生只是
被动地看着计算机上的内容， 没有思考的时
间，加速了学生厌烦思想品德课的脚步。 教师
要通过有意识开展信息技术与思想品德教学
相联系的横向综合的教学活动， 采取集文字、
声音、图像、图形、视野、动画等多种传播媒介
于一体的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教学方式，为学
生多方位、多角度、多途径地传递信息，创造教
与教、教与学、学与学互动交流的信息环境。

（二）不能忽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要以学

生思考创造为主，以老师组织为辅。 有的老师
却把所有教学内容、 所有教学环节都纳入其
中，本来准备板书的内容，都事先输入计算机
里，上课时直接投影显示出来，这样虽然节省
了时间，却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其效果并
不理想。 教师要注意把握好使用多媒体的频
率， 思想品德课堂不应该演变为电影欣赏课，
以及艺术鉴赏课。 我们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学
习热情的程度，学习能力的高低，选择适合学
生的教学方法。

（三）不能忽视学生的实际操作，而要以学
生观察探究为主，以演示播放为辅。 要摆正学
生（主体）—教师（主导）—信息技术（辅助）之
间的关系，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必须提供学生
自主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在网上探索新的想
法，在体验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可以将
课堂延伸到学生的课外学习活动中去，利用信
息技术的交互性特点，课后要求有兴趣的同学
继续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学习和探究。

总之，如何适时适度地选用信息技术辅助
思想品德教学是一门学问，在当今“互联网 +”
时代更值得探讨研究，我将不断探索信息技术
和思想品德教学更完美的结合，增强思想品德
学科思想教育的真实性说明力，引领感召学生
们一路前行，体会思想品德学习的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