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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是
香港言爱基金会在湘西援建
的第一所思源实验学校，实
行九年制一贯教学。 在初中
的历史教学中， 我们通过创
设生动逼真的历史情境，帮
助学生在感知中形成历史表
象， 培养了学生历史思维和
科学创新能力， 达到了良好
的教学目标。

创设历史情境要求教师
收集各类具体、生动、形象且
能表现“主题”的资料，通过
巧妙的剪裁和合理的编排，
创造性地设计出布局构思有
新意、 推动思维有实效的富
有启发性的历史情境。

一、语言描绘历史情境
运用教学语言创设情境

是一种简捷、方便、经济的教
学手段。 对一些无法运用实
物和物像直观展示教学情况
的内容，可运用语言的声调、
节奏、情感等多种因素，绘声
绘色地勾画、描述情境。 如学
习张衡发明地动仪时， 如果
教师照本宣科或学生自读教
材，效果并不理想，而一位教
师在介绍了地动仪的结构后说：“如果哪一个方
向发生地震，那个方向的龙就吐出嘴里的铜球，
会‘铛’的一声掉在铜蛤蟆嘴里。 于是，一旁观察
的人就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位了。 ”这一个

“铛”字，使学生似乎听到真的声响，感觉到了地
动仪的神奇。 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具体、生动、形
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对某些历史人物、 历史
事件、历史场面做绘声绘色的描述，生动逼真地
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创设出生动的历史情境，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 使历史场面和历史
人物“活”起来，使学生在脑海中再现历史的真
实情境，大家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不
仅能更好地理解教材， 而且充分激发了学生的
想象力。

二、直观教学展现历史情境
直观教学是创设历史情境最主要的方法。利

用直观教学方法来再现历史的方法很多， 如历
史地图、文物挂图、模型、图片、图表等，也可利
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幻灯、录音、录像、投影、课
件、计算机网络等。 在历史教学中，图片、文物、
模型等是最常见的传统直观教具， 用这些传统
的直观教具创设的情境， 能让学生直观清晰地
看到，再通过讨论、交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
来，这种教学效果将大大优于传统学习。 现代教
学手段的应用，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具有传统教
学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为从根本上改善
历史教学环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有条件的学
校应当充分利用。 在现代教学手段创设的生动
的历史情境下学习， 不仅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大有好处，而且能调动其情感因素，促使其将认
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相统一。 将现代信息技术与
历史学科教学整合， 为学生创建一个兴趣盎然
的历史学习环境， 已成为历史教育工作者在历
史教学改革中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三、角色表演体验历史情境
通过表演，学生主动参与、体验和感受历史

过程，探索和认识历史问题，可让学生对历史产
生亲切感，加深其内心对历史的认识。 历史情境
创设中的角色表演有两种：一是进入角色，二是
扮演角色。“进入角色”通常是教师用“假设你是
……” 让学生通过想像尝试与古人互换角色。

“古人”可以是具体的某个人，如齐桓公、诸葛亮
等， 也可以是某种身份或阶层的人。 如在学习
《秦王扫六合》一课时，教师带领学生走进历史，
提出“假如你是秦王，你将怎样治理来之不易的
江山？ ”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学习热情十
分高涨， 大家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
来，纷纷给秦始皇出谋划策。 教师还可以根据教
学内容把历史小品引入课堂， 让学生编演历史
短剧，扮演历史角色，再现历史。 另一方面学生
通过进入角色和扮演角色这两种方法， 能够亲
自体验和感受历史， 激起不断追求新知识的欲
望，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

历史课堂教学要转变“课堂等于教室”的观
念，把学生生活纳入课堂教学，真正做到“从生
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只有这样，生活化的历史
课堂才是充满智慧和魅力的历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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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桶车学校 叶明坤

龙山县桶车学校以创“规范 + 特
色”的学校，建“敬业 +专业”的师资，育

“合格 +特长”的人才为目标，内强师生
素质，外树学校形象。获得了 2015年度
龙山县教体系统九年制学校年末目标
考核第一名，今年又以构建和谐师生关
系为切入点，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一、师生关系现状及原因简述
不少教研机构和学校的调查结果

显示：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认为教师不好
相处； 教师以学生成绩评判学生优劣；
学生不能和教师说心里话。而在日常的
教学中也时常能看到、听到教师不尊重
学生人格的言行，体罚、变相体罚、辱骂
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学生公然
与教师相对抗。这种现象不仅与我们的
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影响了教育教学质
量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更可能对学生
的一生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这些
问题的出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师道尊严” 是师生关系紧张的
思想根源

自古以来，教师都处在一种权威的
地位。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已经
成为教育中的主体，教育的过程应该是
师生双方在平等地位上的良性互动，但
是部分教师依然不能放下架子， 以平
等、民主的心态对待学生，从而导致师
生之间关系紧张，无法拉近彼此之间的
距离，消除彼此之间的心理隔阂。

2、“应试教育” 是师生关系尖锐的
社会因素

我国长期以来以学生成绩作为考

核学校、教师的主要依据。 作为学生成
绩高低的主要决定者———教师与学生，
不得不为分数疲于奔命，从而使师生之
间产生强迫学习和逃避学习的矛盾，教
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久而久之，
师生之间关系变得紧张。

3、 评价方式单一是师生关系疏远
的重要诱因

在日常的教学评价过程中，教师对
学生的评价往往是“一俊遮百丑”，只要
成绩好就什么都好。 长期下去，那些不
被教师看好的学生就永远只能躲在教
室的一角，感受不到成功的喜悦，这必
然导致师生关系变得疏远、淡漠。

4、 课堂教学模式化是师生关系淡
漠的必然因素

许多教师开始在课堂教学中转变
教学方式、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去学习。
但仍然有不少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还采
用传统的“满堂灌”方式，居高临下地向
学生说教。这样的教学不但会使教师得
不到学生应有的尊重，反而使师生关系
渐行渐远。

二、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策略
1、树立平等、民主的师生观
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应该

转变观念，摒弃“师道尊严”的架子，从一
切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思想中走出来，真
诚和善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把学生视为
朋友。 用民主平等的思想和态度进行教
育教学活动， 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意愿和
学生的个性特点， 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民主、平等的
环境中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爱和尊

重，从而与教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2、具备爱心，关爱每一个学生
教师拥有一颗真正爱学生的心，才

会去尊重其人格，满足其需要，引导其
发展， 才能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才能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学生的缺
点错误，才能用耐心去雕塑学生，才能
真心实意地去服务学生，用赞赏的眼光
去欣赏学生。 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得到
学生真正发自内心的爱戴。

3、展现教学魅力，提高课堂效率
师生关系最主要的是建立在教学

的双边活动之中， 教师教学活动的方
式、方法、水平、质量直接关系着教育的
成败。 教师应通过精心准备，在课堂教
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
生在好奇和兴趣中自主地实现课堂教
学目标的设计要求，从而获得理想的教
学效果，才能使学生收获成功。

4、评价方式多元化
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建立一种公平

合理的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全面、自由、
和谐的发展。在教学中要对考核评价持
多元标准， 不应只以一张考卷定成绩，
而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以促进学生
健康发展为目标，把评价的重点放在纵
向评价上，以学生现在的状况与之前作
比较，体现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

总之，师生之间能否建立良好的关
系，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的好坏。 我们
要真正树立关爱学生、 服务学生的思
想，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
养和业务素质，从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关注教育中的“边缘生”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第五小学 彭大卫 向碧波

龙山县第五小学是一所典型的城
镇学校，4870余名学生来自全县各地。
人数最多的一个班级有 80余人，他们的
学习成绩、行为习惯总有好差之分。作为
一名教师，既要关心“优生”，也要重视

“边缘生”。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就
要特别关注“边缘生”的成长。

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对家庭教育课
题、留守儿童课题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值
得注意的问题。在留守儿童调查中，有个
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差， 回答问
题反应慢，学习比较落后，学习态度也不
好，作业拖拖拉拉，课堂上不认真听讲，
经常走神。 但他爱劳动，比较关心班级。
起初我们曾与其家长电话联系或见面交
谈，就其学习问题商量对策，但由于他的
家长工作忙， 没有时间和能力对其进行
辅导，家长表示会在家里督促其学习，但
是效果不明显， 这名学生上课还是经常
不专心，家庭作业也仍不按时完成，学习
几乎没有长进。再联系家长，家长则表示
无可奈何。 所以我们决定通过班主任帮
他补上落下的知识， 督促他认真完成每
次的作业，绝不让他不掉队。下面就谈谈
我们是怎样关注“边缘生”成长的。

【辅导策略】
作为一个人民教师，面对学生特别

是“边缘生”，要做到：诚、爱、严、宽、实。
现结合前面介绍的案例， 具体阐述我们

的做法。
1、诚
我们每期都要求班主任进行家访，

与学生在家庭接触中， 首先要摆正自己
与学生的位置，要认识到教师既是“传道
授业解惑者”又是为学生服务的。教师的
任务不仅是教知识、讲道理，更是为促使
学生成才。要让学生相信你，就必须坚持
一个“诚”字，以诚待人、以诚取信。

2、爱
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是高尚

的，这是教师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教师
要多给学生关爱，温暖和帮助，让他们感
受到老师的关心，体会到集体的温暖，使
他们乐学、勤学、善学。 但有一部分教师
更多地关注那些聪明伶俐、 成绩好的学
生，而对那些学习成绩差、行为规范差的
学生则关注得比较少。 我注意到了这个
问题，便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我认为

“边缘生”更需要爱，更需要关心。
3、严
对学生的爱要在心中，在行动中则

表现为“严”。 学生犹如一棵棵正在成长
的小树，既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又需要
施肥剪枝除虫的管理。 所以要严格按照
《小学生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 来约
束管理他们， 培养他们遵守行为规范的
好习惯。

4、宽

对学生在思想教育、 行为规范方面
要求要严， 但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又要
宽以待人。 即使对于那些犯了较严重错
误的同学也要慎重处理，不能“一棍子打
死”，不能动辄定为“品质”问题，因为他
们毕竟还是学生， 有各种缺点和犯错误
都是正常的。这些孩子多有自卑感，自尊
心又很强，如果受到过多的冷落，便会在
心理上失去平衡，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因
此,教师平时上课中要掌握分寸，少批评、
多鼓励、不讽刺，积极找出他们身上的“闪
光点”，保护“边缘生”的自尊。对学生的错
误处理教育上不是处分、惩罚，而是教育
从严、管理从严，因为处分、惩罚很可能会
挫伤学生的自尊心，给他们的心灵上笼上
阴影，会给他们带来终生的伤害。

5、实
帮助“边缘生”，一方面是指出方向、

找出差距、树立信心；一方面又要实实在
在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一定要落
到实处、一丝不苟，而不是“点到为止”。

在这几年的实际工作中， 我们体会
到：“边缘生”的转化工作既是难点，也是
重点。只有大家都来关心“边缘生”、爱护

“边缘生”，“边缘生” 才会积极改变。 总
之，教师不但不能放弃“边缘生”，更不能
排斥他们，而是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了
解他们、研究他们，找准他们差的原因，
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