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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笔者担任一年级（1）班的语文
老师。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读书的好习惯，笔
者在班里建立了“阅览图书角”，并在第一时
间建立了班级微信群，开展了有趣的读书活
动。 笔者还要求学生每天晚上坚持读书 1小
时，请家长监督并陪读。 读书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天下午放学后，笔者准时布置阅读任
务。 晚上，学生在家里朗读并用铅笔对好词
好句作出标记；家长上传读书视频或图片至
班级微信群，最后点评或反馈。 晚上 8 点左
右，笔者利用微信群查看学生完成读书的情
况，不定时地对每个学生作出简短的激励性
评价，并在读书方法上给予学生及其家长指
导。 笔者多次在微信群里强调“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的道理，告诫家长：“要做孩子读
书的表率。 陪伴孩子是家长一生的责任。 在
孩子读书时， 家长坚决不能看电视或玩手
机。 ”

在阅读过程中，学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
样的困惑，如不认识字、读不懂句子的意思、
不理解整篇故事等。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

象。学生刚刚入学，知识水平有限。为防止学
生丧失读书的兴趣，笔者充分利用班级微信
群与家长交流，耐心告诫家长：不要代替孩子
读书，采取“大人读一句、孩子跟着读一句”的
方法达不到读书的效果。 同时，让家长引导
孩子掌握读书的好方法，给予孩子更多的自
主学习机会，让孩子逐渐喜欢上阅读。 当孩
子遇到生字时，家长应该让孩子多读一遍拼
音，并且联系上下文琢磨生字的意思。

可是，也有些家长热衷于搞“题海战术”，
并不重视孩子的阅读情况，只让孩子一味地
做题。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在微信群里发布
了一些先进的读书方法，慢慢地获得了家长
们的支持。 家长上传的视频和图片增多了，
引起的反馈评价也不少。 这充分证明，读书
对孩子成长有好处。 于是，全班学生的家长
主动参加读书活动。 在教师和家长们的共同
努力下，班上的“阅览图书角”的图书种类越
来越丰富。 这些图书都是学生自愿捐赠的。
在图书角，他们互相借阅，共同阅读，互相讲
解故事的内容。

辛显才

微信“读书角”

教学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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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思维

“妈妈生日快
到了，我要画一幅
画送给她！ ”近日，
石门县子良镇茅
坪小学学生覃天
娇利用晚上的兴
趣小组学习时间，
在老师指导下完
成了画作。

据悉 ， 该校
57 名学生 ，43 名
是留守儿童，小小
年纪就在校寄宿，
缺少父母陪伴，性
格变得有些孤僻。
为此学校决定每
晚为这些寄宿的

留守孩子们进行兴趣小组活动辅导，球类、绘画、影视欣赏、朗诵、合唱等活动陆续开展，为
留守儿童创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会交流、学会分享，寻找自身价
值。 通讯员 康淼 毛金平

精彩“夜校”

每位教师都是课程的开发者、建设者。 既
然教学是师生与文本、作者、编者的对话，就有
必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文本解读与重构。

以二年级上册《狐假虎威》《纸船和风筝》
为例。

《狐假虎威》是一篇经典寓言故事。 如果只
是单纯了解内容，理解寓意，这堂课可能上得
平淡无味。 不少老师以重点句段来进行分角色
朗读、表演，可以提高课堂的趣味性，但从思维
发展与提升的角度看，意义并不大。 从课文最
后一段入手揭示寓意，再联系生活理解，大概
就是常规手段了。

可以从思维架构的培养上重新建构吗？
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指着板书“狐

假威”）。
生：狐假虎威。
师：真的吗？ 你们读给我听听。（学生读完

第 5 自然段）
师：（指着板书）读到这里，你认为可以填

哪个字呢？
生：（不假思索地）虎。
师：我看不见得。 再浏览 1至 5自然段。
学生纷纷带着疑惑静静地读，陆续有新收

获。
生：我觉得应该是“天”，狐狸借老天爷的

威风蒙住了老虎。
更多学生如梦初醒，表示赞同。
师：这个故事其实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

环节是———
生：狐假天威。
师：第二个环节才是———
生：狐假虎威。
老师打破常规，没有用“狐假虎威”来统领

整个故事， 而是从故事发展的情节上一分为
二，以“借天威，蒙老虎”“借虎威，吓百兽”，让
学生思维的条理性清晰起来，理解内容和揭示
寓意就水到渠成。 正是由于在设计上造成了学
生惯用思维的冲突，深层次地激发了学生探究
兴趣，评价、分析、创造这些高阶思维就能比较
顺利地运行。

《纸船和风筝》是一篇充满温情的童话，浅
显易懂，可以充分利用板书来引导学生重构文
本解读。

师：（在“纸船”前面、“风筝”后面分别出示
一个括号）这两个括号里可以填什么？

生：“松鼠”和“小熊”。

师：为什么不直接把题目改成“松鼠和小
熊”呢？ 请大家默读课文，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生：松鼠和小熊是通过折纸船和风筝送给
对方，成为好朋友的。 并且在吵嘴之后，又是通
过纸船和风筝和好了。

师：是纸船和风筝让松鼠和小熊“相识成
友”，也让他俩“和好如初”。 那纸船和风筝就是
他们友情的———

这个问题对二年级学生来说比较深奥，可
以整理和评价学生发言，逐步提炼。

师： 他们的友情因纸船和风筝而产生、发
展。纸船和风筝就是他们友情的桥梁、纽带。题
目是文章的眼睛，用“桥梁、纽带”来作题目，就
比单纯用两个主角作题目显得生动活泼得多。

从“知道了什么”到“发展了什么”，一个是
知识的获得，另一个是技能的形成。 同样是思
维发展， 却有明显的高阶与低阶层次的不同。
在《纸船和风筝》一文教学中，“纸船和风筝”既
是松鼠和小熊友谊的纽带、桥梁，也是文章的
线索、眼睛。 当学生建立这样的意识后，在解读
文章和习作中，题目的拟定，线索的设置就会
潜移默化地运用。

岳自奎 廖芝

重构《狐假虎威》的故事
每学期的主题课程是学生最盼望

的，学习开始前，学生们讨论这一次的
学习主题， 有的学生提出探究地球奥
秘，有的学生想寻找旅行的意义，还有
的学生关注四季更迭……文艺委员的
提议让大家产生共鸣：“2018 年是我国
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 5周年。 丝路情，中国融。 今年的主
题课程就选择‘一带一路’吧！ ”

随后的班会课上， 学生们以对话、
表演等方式展示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西交流的
大门，“使者相望于道， 商旅不绝于途”
的故事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生表
演情景剧时，仿佛置身汉唐盛世，目睹
古丝绸之路上使者和商旅来来往往、络
绎不绝的繁华景象。

语文教师借机告诉学生，这个故事
出自汉代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并
将《史记》作为本学期传统文化阅读书
目。 一时间，班级中掀起阅读《史记》的
热潮。

品德和社会课上，教师倡议大家搜
集“一带一路”时政信息并制作成动画
剪报，利用课前“口展 200秒———新闻袋
袋裤”时间播报“一带一路”新闻故事。
班级关心时政的“新闻主持人”播报了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至今，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通过共商、共建、
共享形成的成果。 学生们惊叹着，感慨
着，用思维导图记录下收获。

分享互动过后，学生们迎来了“彼
得潘”戏剧节和“爱心义卖节”。 恰好有
学生家长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
建设中韩自贸区而外出工作，学生们决
定今年戏剧节就以这个学生的故事为
雏形展开创作。

班里的“小作家”担任编剧，每个学
生都自由申报角色，教师通过台词表演
确定每个角色的扮演者。 定导演、选演
员、背台词，学生们跃跃欲试。 与此同
时，“小音乐家” 开始为剧本创作音乐，

“绘画大师” 着手制作剧目海报，“手工
达人”也着手设计服装和道具。

戏剧节结束，学生们紧锣密鼓准备
“爱心义卖节”。 财商社团成员展示“一
带一路”范围和丝路新图，阐述“一带一
路”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情况，数学教
师指导学生进行物品分类和资产统计。

主题课程里， 学生在兴趣中学习、
在体验中获得、在过程中拓展，以开放
的眼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开阔的国际
视野给这段学习注入情感和活力。

宫 茜

“一带一路”
打开成长之门

乐教乐学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小航开心地和笔者
分享了一个好消息：“老师， 我买到我喜欢的摩
擦笔啦!我也有摩擦笔用啦！ ”

可是刚过两节课， 小航就哭哭啼啼地来找
笔者。一问原因，才知道原来是班上好几个学生
都笑话他傻，本来只要 3 元钱的东西，结果花了
50 元。 他很委屈地说：“老师，我怎么知道这个
东西多少钱，我喜欢就买了嘛。 ”

笔者和小航妈妈交流了这件事情。 他妈妈
说：“小航的确没有用钱的概念， 一般我们都会
满足他提出的要求，如果要求不合理，我们会给
他分析原因，他听了都会表示理解，不会乱买东
西。他想要一支摩擦笔也和我们说过，只是当时
我们没有立即答应他， 是希望他的字写得更漂
亮一些以后再买，他当时也同意了。 平时，我们
也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一般一个星期 50元。 ”

听了小航妈妈的话，笔者发现了几个问题。
一是孩子都已经 9岁了，还很少有购物经历，连
一些常用物品甚至是学习用品的价格都不知
道，这很不利于孩子财商和数感的培养。二是孩
子基本的需求都已经在家里得到满足了， 还有
必要一个星期给 50元的零花钱吗？笔者与小航
妈妈进行了沟通，她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笔者也和那个卖摩擦笔的孩子进行了沟通，教
育他要诚实地和他人交易。 他也有点委屈地跟
笔者说：“老师， 不是我要卖给他， 他自己给了
50 元，拿了我的摩擦笔就走了……”笔者建议
他把钱物再换回来，他也爽快地答应了。

这件事情双方看似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还是引起了笔者的思索： 一个三年级的孩子
竟然没有一点购物常识， 仅凭喜欢就倾尽所有
去花费（他当时身上一共只有 50 元钱），这是谁
之过呢？诚然有父母的责任，但笔者作为一名数
学老师，带领孩子们学习了人民币的知识，可是
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行为却令人啼笑皆非，这
难道不是“高分低能”的表现吗？ 在以后的教学
中， 笔者一定要多创造机会让学生用知识服务
于生活实践，多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办事。也许会
出错，也许会把事情搞砸，但这些错误和失败何
尝不是一种生活的历练呢？

其实笔者在第一次家长会时也给家长们提
出了要在生活中学数学的观念， 特别提出了关
于时间和人民币的认识要在生活中多实践、多
运用，可多数家长并没有引起重视。 可见，家长
们观念的提升也是教师不可忽视的一个教育范
畴。 邵丽英

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英语课外知
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书写能力，长
沙高新区雷锋小学近日精心策划了二至
六年级学生英语手抄报评比活动。

二至三年级制作字母卡片， 四年级
制作单词卡片，五至六年级制作手抄报，
在活动中，学生们积极参与，用自己的智
慧和巧手， 制作出了一张张精美的英语
卡片、 英语小报。 许多作品不仅色彩丰
富、图文并茂、书写美观，而且版面设计
新颖独特，充满了童真、童趣，让人赏心
悦目。尤其在内容上更是涉猎广泛、生动
有趣，有中西文化介绍、地道的口语、优
秀作文、猜谜语、脑筋急转弯，也有歌曲
歌谣、英语笑话、故事、单词游戏等等。

丁建华

且行且思

50元当 3元带来的思考

巧手制单词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