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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桂梅老师说：“我是教语文的，我是教人
学语文的，我是以语文教人的。 ”话语间满是作
为语文教师的自豪。 未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取决于今天我们培养怎样的儿童。 语文，作为
母语学科，决定了语文教师必须有更深的情怀
与更大的担当，必须成为永远的思想者与终身
的学习者。 一个语文教师，除了自豪，更要有责
任与担当。 教人语文，莫如以语文教人，的确如
此。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感
受到语文老师不仅要给学生讲语文， 带着学生
学语文，更要用自己的语文气质去感染学生，这
种气质就是“语文化”。 怎样才能做到“语文化”
呢？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阅读广泛有学问
数学知识是呈阶梯状逐层深入的，而语文

知识却不同。 它就如同散布在夜空的满天繁
星，你摘一颗就收一颗，收得越多，你就越光
彩，然后身体的每个细胞中都充盈着文化的气
息，这种气息对学生来讲就是一种魅力。 这样
的教师，在课堂上旁证博引，联通古今，格言、
故事信手拈来，就像一朵朵鲜花带着馨香朝学
生扑面而来。 即使是满堂灌，那也是素质教育
啊！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体验，是
一种愉悦地倾听、接受和悄然改变。

教师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在向学生传
达关爱的信息，教师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感染学生，引发学生的共鸣，久而久之，他们对
老师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和深沉的归属感。 教师
的人格涵养对熏陶学生的情感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一个爱阅读有学问的老师，他的学生也
一定爱博览群书。

我们常常要求 “学生一杯水， 老师一桶
水”，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孩子们的思维不
是我们所能想像的。 有一次，我正上毛泽东的
《卜算子·咏梅》，读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有个孩子发问了：“老师，这里的梅花
指的是腊梅吗？ ”我一下被问住了，当我正想用
老伎俩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时，有个孩子举
手了：“老师，我知道，这春天开的叫梅花，属蔷
薇科，腊月开的叫腊梅，属腊梅科，它们是完全
没有任何关系的两种花。 ”学生给我上了生动
的一课，让我明白，如果不加强学习，连小孩子
都比不了啊。 我们班的孩子特别爱看书，我给

他们购买了 300 多本课外书籍, 如 《昆虫记》，
《少儿百科全书》，《中华上下五千年》等等。 学
生们阅读这些书后，都纷纷提问：“老师，文化
是艺术吗？那文学呢？ ””老师，木乃伊是怎么制
造的？ 为什么要制造？ 别人干嘛要偷木乃伊
呢？ ”“老师，下大雨时蚊子会被砸死吗？ ”作为
一名语文老师， 应该主动阅读那些专业的、政
治的、历史的、科学的书籍，这样才能满足孩子
们的需要，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精神高地俯瞰
我们的每一堂课。

二、见解独特有思想
教师思想的内容包括教育观、 学生观、发

展观、知识观、教学观、资源观、质量观等，有思
想的教师是功力深沉，擅长考虑，见解高明，富
有个性的教师。 有思想，会使我们兴趣广泛、内
心鲜活、积极地捕捉各种有意义的信息，会使
我们的人际交流变得有档次， 使我们的生活，
特别是精神生活变得丰富，使我们从琐碎单调
的生活境遇中摆脱出来。 做有思想的教师，能
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有思想的教师
会把研讨教学、研讨教材、提升质量当做本人
的职业价值追求，在自我反思、沟通合作、改进
创新中努力完成自我超越。 教师应当是文明的
拥有者与代言人，而不仅仅是对教材文本的解
说，更不是单纯对教参内容的反复与再现。 课
堂教学应是对教材文本审视之后的创造，是一
种富有生命张力的精神活动。 一个文明积淀深
厚的老师，他也会看教材和教参，但他更关注
课外大范围的文明，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属于
本人的思想文明领地。 这样，在教学中，就有了
属于本人的话语与思想，能够旁征博引，进入
“教学如有神”的境界。

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师离开了教参就不知
道怎么上课，教了这么多年的书，我有一个深
刻感受，如果上课用别人的观点，这堂课怎么
都不生动、不深入。 我们都知道“推敲”的故事，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到底用“推”还是
“敲”呢？ 作者贾岛坐在毛驴上自言自语，撞到
大文家韩愈的轿子都不知道，所以，他后来有
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王安石有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 先前不是 “绿”， 他用过
“吹”、“拂”、“扫“、”过“，经过九次修改，才得一
“绿”字，带给了我们满目苍翠，一碧千里的江

南好风光。 这些古代文豪，因为追求独特，留给
我们万千文化瑰宝，而这些瑰宝，穿越沧桑，流
传到今天，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在他们的思想
里感动着、受益着。 独特才会经典，经典才会永
久。

全国著名语文专家赵大鹏老师说过：“不
随波逐流，不墨守陈规，做一个有追求、有自己
独特教学思想的语文教师！ ”

三、能说会写有才气
这里的有才气与前面的有学问是不相同

的。 陈景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他做不了
一个好老师，因为他不善言辞。

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它的终极目标就是
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作
为语文教师， 如果自己这两方面的能力都不
行，那怎么培养得好学生呢？

首先，语文教师应该乐于写文章，不说写
好，但至少要愿意写、乐于写。 我们不一定是诗
人，但应该具备诗人的气质；我们不一定是作
家，但应该拥有作家的情怀。 时常动动笔，写感
悟、写反思，精心锤炼也好，妙手偶得也罢，写
得多了，写成习惯了，不知不觉便养成了浓浓
的书生气。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如果一个教
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深入的思
考，那么既便是有 20 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
一年工作的 20 次重复， 除非善于从经验中不
断反思，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进，永远停留
在一个新手型教师的水准上。 ”他给出了一个
教师成长的简洁公式： 教师的成长＝经验＋反
思，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教师的成长过程离不开
不断的反思。 反思不仅是头脑内部的想一想，
而是一个不断实践、学习、研究的过程，是自己
与自己、自己与他人的深层次对话，不断地自
我反思是教师发展自我的必由之路。

其次， 语文教师还应该有一幅好口才，语
文本来就是语言艺术。 课堂上，或丝丝入扣，或
诙谐幽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富有感染
力的语言是最能抓住孩子的心。 语文教师还应
该是讲故事的高手，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
外国的、现存的、杜撰的，无论多么深刻的道
理，都能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表达
出来。 我们班的孩子，一听我要讲故事了，精神

明显地为之一振， 不管是关于人类发展方面
的故事，还是有关文字起源的，或是地球自传
公转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爱听。 一年级时，我
编了一个《聪明虫与调皮虫》的小故事：“小孩
子的体内都有聪明虫，也有调皮虫，调皮虫老
带着你干坏事，你如果不打败他，就会被调皮
虫掌控，变成调皮孩子。 ”我不断地更换故事
内容，虚构故事情节，以前他们还悄悄问家长
是不是真的，现在都快相信是真的了。 这种通
过故事来管理班级， 规范孩子们行为的方法
还挺有效的。

四、尊重学生有胸襟
这里说的有胸襟， 指的是对学生要有尊

重、平等、宽容的气度。 说得更直接点，就是要
尊重儿童心灵的自由，破除他们对老师、对权
威的迷信，让孩子们直抒胸臆。 在我的课堂上，
经常会出现一些令我瞠目的“反动派”。 《刘胡
兰》课文中有这样一个环节：敌人想收买刘胡
兰， 便对她说：“告诉我村子里谁是共产党员，
说出一个，给你一百块钱。 ”刘胡兰死也不说，
敌人把她打得鲜血直流。 我向学生提问：“你想
对刘胡兰说些什么吗？ ”他们都积极举手发言，
很多孩子都称赞刘胡兰非常勇敢，可这时有个
学生站起来，大声地说：“刘胡兰，你真傻，说一
个给一百块钱，还不挨打。你怎么不说啊？打起
来多痛啊！ ”听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回答，我深吸
一口气，先肯定他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自私而
真实的想法，然后再向他讲述汉奸叛徒的可耻
行为， 一堂语文课生生的变成一次革命故事
会，教学效果却非常不错。 还有的孩子说：“老
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句话不通，你说过的
字后面要加名词啊。 ”孩子们对老舍也有意见，
在《养花》的最后，有这样一句“不劳动，连棵花
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 ”他们越读越觉
得别扭，这难道是真理吗？这是什么真理啊？我
还喜欢这样善于思考的孩子，他们用自己年少
活跃的思维带着我一起思考，让我日渐僵化的
思想也有了一些鲜活的气息。

李镇西老师这样说：“今天我们怎么对待
学生，明天学生就会怎么对待他人。 未来的公
民，正诞生于今天的课堂中。 ”做一个语文化的
语文老师，让未来的公民儒雅高贵，这将是一
个民族的气质。

做一个“语文化”的语文老师
常德市汉寿县东正街小学 祝世美

培养小学生数学学习兴趣， 是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的条件，让学
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也是减轻学生过重负
担的有效措施。 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
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是广大数学教师
必须重视的问题。小学生正处于接受新事物、新
知识的初级阶段，对于新事物有着积极、活跃的
心理因素。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牢牢抓住他们
的这一特点，调动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让
学习变为一种乐趣， 从而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
成绩。在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小学生的学习兴
趣，是值得每个教师思索和探究的问题。

一、关心学生，注重兴趣培养
学生如果喜欢他们的老师，那么自然会对

这个老师所教的学科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这
样发展下去， 相信他们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提
高。 因此，教师就需要有一颗博爱和宽容的心，
体贴和关心学生。 特别是成绩较差的学生，这
部分学生往往对学习没有兴趣， 上课无精打
采、灰心丧气。 为了消除他们这种强烈的自卑
感， 教师就需要在教学中努力寻找他们的优
点，并及时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鼓励，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数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二、创设情境，激发好奇心
“好奇”是儿童的天性，是兴趣的源头，所

以在教学中，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引发学生的好
奇心。 例如：我在教“能被 2 整除的数的特征”
时，先写出一个数“312”，问学生这个数能不能
被 2整除，学生经计算后，回答“能!”接着，我让
学生自己来报一个数，看老师不用计算能不能
迅速判断出谁说的数能被“2”整除，谁说的数
不能被“2”整除，这时，教室里气氛十分活跃。
当教师对学生报的多位数都能准确说出能否
被“2”整除时，同学们感到非常惊讶。 接着，我
进一步提问：“你们自己不用计算，能准确地一
眼就看出一个数能否被 2 整除吗？ ”学生们都
摇了摇头。 此时，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出
击，说道：“你们想知道能被 2 整除的数有什么
特点吗？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想!”我继续说
道：“今天我们就来找一找能被 2 整除的数有
什么特点。 ”在老师精心创设的情境下，孩子们
的求知欲望达到了极点，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使学生乐学、爱学。

三、点拨启发，引导自主发现
数学教学中， 有许多新知识与旧知识有着

紧密的联系， 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自学这些知
识，这样的新课就可以大胆放手让学生去自学，

只需在新知识的生长点上给予关键性的点拨。
例如：小数的乘除法，它们的计算法则和整数的
计算法则基本相同， 只是小数点的位置是新问
题。于是我就请学生自己动手计算，在小数点的
位置问题上进行点拨， 学生发现原来小数乘法
仅仅是小数点在移动， 于是很容易地突破了这
个难点，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动手操作，调动积极性
在教学中, 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尽

量利用形式多样、灵活多变、生动活泼的教学方
法,为学生学习创设一种愉快的情境,让学生感
到每节课都有新意,都有新鲜感。 如在学习平行
四边形、三角形、梯形的面积时,其基本方法是
通过剪和拼, 使新学习的图形转化为已学过的
图形。 学生一旦掌握了这种基本方法,就能举一
反三,很容易学会这几种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我特意安排一节课, 专门让学生动手剪拼图形,
观察剪拼成的图形与原图形的关系。这样，学习
以上三种图形的面积公式时,就水到渠成，一点
即通。 动手操作这种学习方式能吸引学生多种
感官参与学习, 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 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情境设计，
不但使学生对学习数学产生兴趣， 而且有助于
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

五、直观教学，吸引注意力
心理学研究表明：直观、形象、新奇的东西更

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总是与学
习材料直接相关的，运用生动的语言和直观的教
学手段，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的同时还能发展兴趣。 所以，在教学长
方体和正方体时，我会让学生通过直观的方式去
观察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再加以比较，通过
直观生动的教具演示，使学生对长方体和正方体
的特征及两种几何图形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有了
深刻的认识，同时为以后学习长方体和正方体表
面积、体积计算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六、激发热情，感受学习快乐
学生的学习是认知与情感的结合， 每个学

生都渴望成功，这是他们的共同心理。因此，教师
要认真研究课堂教学策略， 激发学生学习的热
情，体现学生的主体；要有意识地创设各种情境，
为各类学生提供表现自我的机会； 要了解学生
的需要类型，尽可能地创设各种条件，满足他们
的不同需要，使他们都能获得成功。比如：提出问
题时，可以根据问题难易程度的不同，让不同层
次的学生进行回答， 这样可以使每个学生都有
成功的机会，都能在学习中感受到成功的快乐，
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如何培养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衡阳市衡阳县山水完小 聂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