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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课（12）

《三个儿子》是小学二年级六单元中的一
篇课文，是一个生动感人的生活故事，课文通
过三个妈妈对自己儿子的评价和三个儿子在
妈妈面前的具体表现形成强烈的对比，极其生
活化，浅显的文字中包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大道
理———“为人子，方少时，孝与亲，所当执。 ”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唐萍老师通过引读与
情景渲染等方式， 让学生四次走近“三个儿
子”。

课堂伊始，复习生字开始，唐老师带领学
生复习生字， 并在学生齐声朗读之后予以表
扬，“老师是这样夸奖你们的，课文里也有三位
妈妈在说自己的儿子呢。 ”以此过渡到本节课
的授课内容。

唐老师：“谁来读一读你找到的三位妈妈
说儿子的话？ ”学生齐回答：“我的儿子既聪明
又有力气，谁也比不过他。 ”“我的儿子唱起歌
来好听极了，谁都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 ”“有

什么可说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学
生第一次走近到妈妈们口中所描述的儿子。

唐老师走到学生中间，随机采访一位“妈
妈”， 拥有一个既聪明又有力气的儿子感觉怎
么样？ 被点名的学生昂首挺胸，抬起头，回答
道：“我很自豪。 ”这是学生第二次走近文章中
三位儿子，不过这一次学生更多的是体会到妈
妈语气里的自豪、得意与平静。

三个不同的妈妈，说话时的心情、语气也
是不同的，在师生配合角色朗读中，学生第三
次走近妈妈眼里的儿子。唐老师在一旁进行引
读：一个妈妈（自豪）地说……又一个妈妈（得
意）地说……另一个妈妈（平静）地说……从语
速和语调上进行把控，多次的练习也让学生们
更加能体会妈妈的内心，同时也学会表达不同
的情绪。

妈妈对自己儿子有一个主观认知，那么被
夸的三个儿子表现如何呢？ 三个妈妈打了水，

拎着水桶回家去。就在三个妈妈筋疲力竭的时
候，三个孩子出现了。面对沉甸甸的水桶，他们
是怎么做的呢？ 几分钟的学习时间之后，学生
们在课本里找到了答案，并争先恐后地表演起
来。 （力气大的）一个孩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在
转，真好看！（嗓子好的）一个孩子唱着歌，歌声
真好听。（没有什么特别的）另一个孩子跑到妈
妈跟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
了。 这是第四次走近“三个儿子”，但是这一次
学生转换了角色，由“妈妈”变成了“儿子”。

唐老师说，情境渲染中，让学生们充分地
说，尽情地发挥，走进情境，走进妈妈们的内
心，体会妈妈们的心情和需求，然后再看三个
孩子的表现，强烈的对比，学生们很快就领会
了课文中老爷爷“为什么只看到了一个儿子”，
明白了老爷爷看到的是那个“没有什么特别
的”孩子身上那宝贵的“孝心”，主题就此升华。

本报记者 彭静

四次走近“三个儿子”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
中学东校区今年将试水

“1+3” 人才培养试验项
目， 根据试验要求制定
的培养方案， 在人才培
养模式、课程设置、师资
配置等方面呈现不少亮
点和特色。

在面试这一环节，
学校进行的是绘画技能
展示和心理测试， 通过
观察学生在完成任务过
程中所表现出的合作能
力、 沟通方式、 自我意
识、领导素质、价值判断
等， 在对不同方面进行
评价后， 综合得出学生
的成绩，从而进行选择。

学校在课程设置
上， 通过整合初三和高
中的教学内容以及对初
三暑假的统筹安排，让
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带着问题走进社会
资源单位、走进博物馆、走进大学实验
室，去进行知识的运用和理解。 这种内
容的整合， 也能保证学生进行社会调
研、人物访谈、社会实践服务，通过与不
同职业、年龄人员的交流，促进个人的
社会责任感。 这些知识的运用、人格的
培养，都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而
更好地迎接高考。

教师是实现培养目标最关键的因
素，因此该校为“１＋３培养试验”选配
的老师都是学科背景知识丰富，对跨学
科领域的知识有涉猎，有较强的学科知
识整合能力。 这些教师能有意识地进行
学科间的知识融合，开展跨学科的教学
教研活动。 同时这样的实验班会有两个
班主任共同研究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状态。 一个班主任侧重于学生日常管
理，班级建设，另一个班主任则侧重于
学生的专业学习、 学科社会实践等内
容。

“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试验。 ”执
行校长程学军认为，该改革试验项目丰
富了教育培养方式，提供了一条值得尝
试的人才培养模式，赋予了学校相当的
自主权来安排课程内容和课时，把 4 年
的时间整合使用。

张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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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遇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学生，他发音有点问题，
一开口就脸红，刚开始同学们和他私下交流都有些困难，更
不要说上课发言，上台演讲了。 我首先是鼓励他，并且私下
跟同学们三令五申：逢他发言，一定不能笑，不能催。 这样，
他渐渐地能举手发言了，即使说得不好，我也总是表扬他，
鼓励他。说实话，有时为了等他发言，我心里其实挺急的，但
我不能表现出来，绝不能让任何学生看出我心中的急躁，我
总是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时不时地给他补上两句。学生也懂
我的意思，对他特别宽容。

慢慢地，这个以前特别自卑的孩子，很快地融入了集体
之中，脸上还时常泛出羞涩开心的笑容。 可久而久之，这孩
子养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他讲话时必定要看着我，不然
就讲不下去。

有一次，我们开展一次说话训练，他站在台前，眼睛始
终盯着我，我看着他，他便说得很流畅，我一不看他，他便不
知所措，连外班的小朋友都发现了这个小秘密。 我很着急：
虽然孩子表现出了对自己的依恋，是一个老师值得骄傲的。
但这样下去，必然不利于他的成长，万一他以后的老师不看
着他的眼睛听他讲话呢？我的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这样

不行！ 所以，在前不久的一次课上，我以非常强硬的态度要求他回
答问题，并且没有看着他，只是要求他一定不能放弃，一定要说出
来。 虽然很难，虽然等待了很长时间，但他做到了。 我长舒了一口
气。 也许这个孩子会难过，会不解，会从此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我相
信，长大了，他一定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我们班的一些学生大概从来没见过我在课堂上对学生那样强
硬，还把那天的事写进了日记里。 事后，我又想了想，觉得这样做并
没有错。 就算是一个母亲，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离开自
己的庇护，去独立搏击风浪。

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确，我们
是怎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应该怎样去疼爱别人的孩子。 对别人，
我们也许不能提出这样过高的要求， 但老师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
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学生。 每一位学生
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心理学家也证明：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
是渴望被赏识。 作为老师，是可以给学生这个机会的，只要我们以
一颗母亲的心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不管他是懦弱还是勇敢，不
管他是聪明还是愚钝， 不管他是活泼还是沉稳……如果能做到如
此，那么，每一个学生都一定会变得鲜活灵动、生气勃勃。 向华平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
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从 1993 年开始，制订了一张特殊
的课表。 课表一共有三个主要内容：诗歌鉴赏课、音乐鉴赏课、电影
鉴赏课，安排在早读或者自习课时间，这些都是他自己添加的，带
领学生习得文化知识的同时，领略艺术之美。

有人说他不务正业，然而他说，他相信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教
室的四面墙， 穿越高中的 3 年时光而陪伴学生一生。 他要给学生
“开窗”，让他们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风景。 王时

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读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很
难想象，一个不喜欢读书学习的教师，能培养出爱读书
学习的学生。 教师若经常在教学中表现得捉襟见肘甚至
“理屈词穷”，学生马上会对你“另眼相看”，觉得你“没文
化”，甚至要求学校让你“淡出”三尺讲台。

教师带头读书学习，这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种言传
身教。 爱读书、有学养的教师，往往都是学生心目中的偶
像，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学生刻意揣摩效仿，有很多
学生就是在教师的熏染下爱上读书的。 一个腹有诗书气
自华的教师生活在学生中间，学生课上课下都愿意走近
你，走近你的“文化”，走近你的“海阔天空”。 否则，他会
对你“敬而远之”。

读书是要全身心投入的，即手到、心到、身到。 手
到：读书须动笔，坚持记笔记、摘录，写感言、随笔。 心
到：强调的是思考性阅读，读而不思犹如观而不察，如
此就是“读书死、死读书”。 身到：把读书学习与工作创
新结合起来，将读书思考和实践化为研究成果，影响更
多的人。 不能学以致用，不能知识迁移，这样的阅读是
没有价值的。

任何一本书都不是简单的文字拼凑，而是作者经历
和想象的真实写照。 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更
要有很好的悟性， 今天的读书体验就是明天的课堂实

践。 只有书读多了，知识面广了，领悟能力强了，在课堂
上才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课堂才能高潮迭起，精彩纷
呈。 这样学生就会在享受中快乐学习，教师就会在享受
中轻松施教。

如果不想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就要
读学术著作。 学校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科学基础知识，
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想要提升专业素养，更应该多读
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 首先要走近大师，读陶行知、叶圣
陶、苏霍姆林斯基、杜威等中外教育名家的教育理论著
作；其次要熟悉当下一些实力派教育专家，如李希贵、张
文质、魏书生、于漪、朱永新、肖川等人的作品；再次要学
习教学名师的课堂教学艺术、教学随想。

除了阅读书籍之外，还需要专业的引领。 教师不搞
科研，就不是好教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
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 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已有的教
育理论和现实问题， 并以研究者的精神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教学问题，其教育质量必然会大有提高。 而一个不
搞教育科研的教师不可能赢得学生、家长、社会的认可。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教师能否获得职业幸福感需要一
种能力，需要一种职业境界，这就依赖于教师是否从事
教育教学研究，是否树立“教师即研究者”的专业发展理
念。

近日，在湘潭县云龙实验小学，六年级孩子迎来了一份最特别
的毕业礼物：“24 点擂台赛”和 “数学日记”制作。 六年级的数学老
师利用文体活动课时间对学生展开训练， 还积极动员学生回家和
家庭成员一起参与。 在为期半个月的准备时间里，同学们为了争夺
最后的“点子王”，一有时间就和同学 PK。

老师希望学生们在这些好玩的数学活动中， 感受到数学的文
化魅力，带着对数学的热情跨上初中学习的航程。 通讯员 赵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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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艺术之美并行

教师要静心研学
汉寿县第二中学 吕琢

特别的毕业礼物教学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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