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的孩子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学习生活闭塞， 对一些从媒体接触到的
社会现象认识比较肤浅，因此，构思作文
时，想“优”也无从下手。 其实，农村的生
活本身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大舞台，农
村特有的淳朴善良、 乡俗民情等都是宝
贵的习作素材，教师只要引导得法，就能
帮助农村孩子从习作困境中走出来。

一、在大自然中学写作
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花

草树木， 飞虫鸟兽……是天然的动植物
园，教师要充分引导学生发挥观察力、想
象力、动手操作能力去感受大自然的美，
生活的美， 习作的素材才会源源不断地
涌出来。 那么怎样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呢？

首先，要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做到
用眼睛去看，用心去看，事事留心，处处
注意，并养成习惯。 大自然中有许多有意
义的值得观察的事物，教师要多引导，要
多提醒，使学生不错过宝贵的生活画面，
及时捕捉到观察的信息。 其次，观察要有
顺序。 观察事物要注意由上到下，由远到
近，由外到内的顺序，当然，顺序不是死
的，一成不变的，但只有注意到顺序，才

能观察得更加全面。第三，要看到事物发展的过程，有时要长
时间地持续观察，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观察对象的发展过
程及其特征， 才能捕捉到别人没有发现或没有写过的闪光
点。 第四，要调动各种感官来观察。 如描写月季花，可以引导
学生慢慢地靠近月季花，从远处看月季花是什么形状，再走
近看它的枝、叶、花、茎是什么形状，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然后
闭上眼睛，轻轻地抚摸它的每一个部分，看给自己留下什么
不一样的感觉，同时慢慢地用鼻子吸气，感受月季花散发出
来的一缕缕淡淡的清香。

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四季的交替变化都能引发学生奇
特的想象，学生通过联想和想象，在大脑中对感性形象进行
加工和创造，是克服习作干瘪、平淡等毛病的一剂良药。农村
一年四季都有农作物，都有不同的自然景观，紫色的茄子，红
色的辣椒，绿色的韭菜，弯弯的黄瓜，低头的稻穗，金黄色的
麦浪，蓝天白云，远山近树，村庄田野，无不给学生插上想象
的翅膀，只有合理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他们眼中的事物才
会是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了。

二、在参与校园生活中学写作
小学生对学校生活最熟悉，也最有感情。 多姿多彩的校

园生活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 丰富他们的习作素材，
激发他们的习作欲望。 让小学生在参与校园生活中学写作，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引导：

1、观察校园的生态环境。 如春天校园里苍翠的松柏，茂
盛的樟树，绽放的迎春花、海棠花……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教师可以带领或启发学生课间去观赏夏天，雷雨交加，花
草树木在狂风中颤抖；秋天桂花飘香，落叶缤纷；冬天，雪花
飞舞，厚厚的白雪粉饰着整个校园。 这些都是孩子们可以随
手拈来的写作素材。

2、留心校园的人和事。同学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
和教师之间往往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都可以启发学生写
进自己的习作中。

3、关注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授课情况。 学生的学习和老
师的授课时时都在发生，是活生生的、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

4、留心观察大课间活动。 好动是学生的天性，在学生做
完“击鼓传花”、拔河比赛”等活动后，再引导学生把活动过程
写下来，由于是亲身经历了的事，学生感受非常真切，过程也
非常清晰，要求他们把这些完整的过程和真切的感受记录下
来，学生一般都能写好。

三、在参与家庭生活中学写作
农村的孩子从学校回到家里后，会不同程度地干着各种

家务活，洗衣、扫地、喂鸡等。家务活伴随着他们成长。农忙时
还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捡棉花、插秧苗、收稻谷等劳
动，学生在劳动中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也品尝到了劳动的
酸甜苦辣。因此，引导他们写自己的亲身感受，他们会很容易
下笔。

在参与家庭生活中学习写作，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观察：父母间的关系、孩子与父母的相处、孩子独自在家的情
况，学生从父母的操劳中捕捉到的情感变化，学生把这些内
容带入到习作中，反映了活灵活现的、平淡的家庭生活，他们
也因此日益热爱自己的家庭了。

四、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学写作
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获得亲身的体验，这本身就是重要

的习作过程。在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时，教师要精心组织，让学
生带着目的参加活动，带着目的观察，感受活动过程：如义务
清洁公共场所，帮助孤寡老人做家务，慰问残疾人，种花栽树
等，学生的生活阅历丰富了，内心体验充实了，何愁无话可
说，无事可写，无情可抒呢？

总之，只有从农村的实际出发，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参与
学校生活，参与家庭生活，参与社会活动，养成了留心观察，
乐于交流，勤于动笔等良好习惯，实现了从“要我作文”向“我
要作文”的转化，学生的习作才算真正地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校
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学校工作的
领头人，有效的校长管理往往会使学
校工作事半功倍。

科学管理是管好学校的关键，有
约束的管，具有刚性，理是疏导的意
思，具有柔性。 一个好的学校应该实
行科学管理，民主治校，做到刚柔相
济，管与理有机结合。 可以说，教学是
学校的魂魄，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而
科学管理则是前提。 具体从这三个方
面体现：

1.制度管理是保障。俗话说：无规
矩，不成方圆。 学校建立起健全师德
规范，课堂常规，考勤制度，民主评比
制度， 教职工考核制度和岗位制度，
并用这些制度去规范教职工的行为。
在制定学校管理制度时，在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保持
一致的基础上，也要符合广大师生员
工的根本利益，并获得广大师生的支
持和拥护。

2.人本管理是基础。 在学校管理
中， 客观上存在着校长与教师之间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但绝不能把这种
关系简单地看作是支配与服从。 校长
要明确教师的双重身份， 既是被管理
者（相对校长而言），又是学校的管理
者（相对学生而言）。因此，应彻底改变
权利支配和硬性服从， 让教师参与管
理与决策，尊重教师，相信教师，最大
限度发挥教师参政议政的作用。 以人
为本，师资是教育的桥梁，师资队伍建
设是办学的永恒主题。 学校应该成为
师资队伍成长提高的基地， 校长最大
的贡献就是带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

3. 把安全工作融入学校常规管
理，形成安全工作约束机制，把对学
生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部门工作，

教学管理，班级管理，学科教研活动
中，形成人人都是责任人，安全工作
人人抓的安全管理约束机制。 实现高
效监控，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抓安
全工作“以防为主，责任到人”的基础
上，找薄弱点，抓关键点；寻找隐患，
发现问题；针对隐患，强化对策；落实
监控，构建安全网络。

当然，作为一名校长，有思想是
前提，最重要的是实践，校长期待着
“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
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
治”的可喜局面。 校长期待着每一位
教职工能像“法家”一样依法行事，能
像“儒家”一样调和关系，如“道家”一
般进入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境界。
而这种境界岂能一个“管”字而为，学
校不仅要靠规章制度，铁面无私制约
人。 还得靠“理”来讲道理和理顺关
系。 规章制度执行不了，实际上是道
理没有讲清楚，关系没有理顺，同样
的一件事，在这所学校处理的顺顺当
当，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可能就处处磕
磕碰碰，为什么？ 背后都是学校内外
的各种关系没理顺。 有人说，我可以
强化管理。 强化对于短时的一事一人
可以， 但对于长期繁琐的学校工作，
对于学校的兴旺来说， 毫无帮助，甚
至起相反的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当
校长管理学校，重要的不是管，而是
应该把功夫花在“理”上面。 善“理”才
是学校的最高境界，那么如何去理顺
学校的各项关系呢？

1.理头绪。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如
果校长样样管，头头抓，校长就成了
“孙悟空”。 这就需要校长们将众多的
工作分出主次轻重缓急， 瞄准一根
弦，以一发而带动全身。 其实，校长的
主战场是学校，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教

育教学管理上。 在治学思路上既要突
出短期目标， 又要体现中期规划，更
要凸显长期的美景蓝图，而且无论哪
一类目标，都要找到学校发展的切入
点。 同时，还一定要与当地老百姓对
教育的需求以及国家对学校发展的
要求相结合，切不可纸上谈兵，不切
实际，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2.理情绪。 实行情感管理的核心
是民主治校，实施的原则是“得人心
者得天下，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 ”
在情字上下功夫，全心全意为师生员
工办实事，办好事。 当教师发自内心
的感受是“学校是我家，家兴我兴，家
衰我衰”时，那么教师热爱学校，关心
学校，为学校出谋划策的情感潜力就
会自觉地迸发出来，那么学校的管理
就会进入一种“自由王国”的境界。

3.理层次。 学校管理总存在个先
后总分关系，校长要拿出思想，把握
方向和原则，大胆地相信班主任和老
师，让他们根据学校的发展思路去独
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校长切忌事无巨
细或当甩手掌柜。

4.理秩序。 管理的关键环节在执
行，执行顺不顺畅，存在着秩序问题，
如果执行环节出现疲软， 再清晰先进
的理念， 再科学的管理决策都将化为
乌有。 可见，对于校长来讲，在日常管
理过程中，一定要有慎重决策的意识。
要充分凸现管理者的毅力和决心，让
广大教职工真切地感受到你是一位值
得信赖和依靠的校长。当然，倘若条件
变化了，我们也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
体现出学校的灵活性和发展性。 这就
要求学校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有理
性，又要讲究原则性和科学性，从而实
现学校管理的秩序化、最优化，不断提
高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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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学 校 之 管 理
岳阳县张谷英镇中心学校 袁雪峰

高 中 数 学 兴 趣 教 学 略 谈
安乡县第一中学 曾云桃

数学是高中所设学科中比较重要
的科目，它不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决定学生高考成败的重要学
科。然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数学又
是学习起来比较困难的学科。诸多原因
都给数学的教与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那么作为数学教师，应该怎样改变这种
现状呢？ 结合数年教学经验认为，兴趣
是学生学习的最好老师，我们应该从如
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引导学生
学好数学。以下略谈一下对如何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的一些看法。

一、进行情感交流，促进学生的学
习兴趣

情感因素在教学过程中有着独特
的作用。 学生的心理状态是不稳定的，
他们对某个学科的兴趣往往随着对这
个学科的老师的情感变化而变动，一个
受学生尊敬、喜爱的教师，学生往往乐
意上他的课。所以教师在课内外要加强
与学生的交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动
向，关心他们的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学
习、生活中的困难，争取成为学生的知
己良友， 消除教师与学生的不信任感。
同时还要善于挖掘学生的闪光点，激发
他们的上进心。融洽的师生关系会使学
生将对教师的感情迁移到数学的学习
中，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因材施教，给学生创设成功的机会
学习上的成功最能成为学生增强

自信并自愿继续学习的一种动力，每学
期、每单元的开始都可让学生自定切合
实际的学习目标， 确定相称的竞争对
手，开展“结对子赛”，并通过及时批阅
的作业，课堂前五分钟基础练习，课堂
上的小测验等，使学生能经常从这些机
会中看到自己的成绩与进步。 教学时，

教师要从大多数学生的数学基础和智
力水平出发， 确定教学的坡度和进度。
根据学生的差异， 灵活调整教学要求，
采取分层教学，对能力不同的学生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布置难易度不同的作
业，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相应的训练和
提高。

三、创设问题情境，唤醒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

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认识兴趣，是推
动学生学习的动力。人们的求知欲望和
认知兴趣， 除产生于认知的需要外，还
产生于人的好奇心，好胜心。因此，教学
过程中，教师必须创造条件，如设疑、质
疑，设计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学生想
知而未知的问题，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 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
充分活动，动脑、动口、动手，在学有所
得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促使学生形成
认知兴趣。 教学实践证明，学生一旦对
学习活动产生兴趣，就会产生探求新知
识的热情，就会成为学生持久的学习动
力。

四、结合现实生活，激发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

在教学中，根据实际，有机地向学
生讲述数学的发展史和学好数学对将
来实现祖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引导学
生把数学知识和日常生活中周围的事
物联系起来，使学生感到数学就在自己
身边，在生活中时时、处处、事事都要用
到数学。 增强数学应用的意识，明确学
习数学的意义和重要性，诱导学生的学
习动机， 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如在讲授数学必修模块之一的指数函
数时，提前给学生留了家庭作业：有两

个人甲和乙是初中同学， 初中毕业后，
甲考上了高中，上了大学，而乙下海从
商了。若干年后的一天，甲、乙两人在大
街上巧遇， 此时的乙已经是腰缠万贯，
而甲却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寒暄之后，
乙讥笑甲说：“上学学知识有什么用？看
你虽然读了大学， 生活也不是很富裕，
而我却吃穿不愁，还有车开，生活多么
惬意！ ”甲听后并没有生气，而是很和气
地说：“老同学， 不如我们做个生意，生
意的规则是：每天我都给你 10万元，一
直持续 30天， 而你第一天只需要给我
一分钱，第二天给我 2 分钱，第三天给
我 4分钱， 每天都是前一天的两倍，这
样持续 30天，你看如何？ ”乙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那么同学们，大家猜，一个月
后是甲赚了还是乙赚了？ 我讲完之后，
同学对这个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有的同
学还脱口而出“乙赚了！ ”第二天，那些
说乙赚钱的同学迫不及待地问：“老师，
为什么是甲赚了呢，这里面用到了什么
原理呢？”接着这些学生的问题，开始讲
授指数函数的内容。整节课学生都在聚
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 可见，这样一个
生活中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经常拿
生活中的一些与数学有关的问题来考
学生，对相应知识的教学起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让
学生轻松愉快的学好数学，教师就应该
在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上入
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主观能动
性，使枯燥乏味的数学学习变为丰富多
彩、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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