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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课堂
教学攻略

一天，我在八年级（5）班上环境保
护课，正当我讲得津津有味时，突然教
室的角落传出一声清脆的鸟叫声。 课堂
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打乱了。50多双明
亮的眼睛，望向坐在角落里老实巴交的
孩子———小杰。

我停了下来，在同学们关注的目光
下，小杰不情愿地拿出一只羽翼未满的
小鸟。

忽然间，我的灵感一闪而过。 这堂
课的内容不是环境保护吗，何不拿这只
鸟“做做文章”呢？ 于是，我把课堂内容
转向了这只小鸟。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从‘小鸟’的角度讨论
一下环境的保护……”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孩
子们就争先恐后开始讨论了。

“环境是我们的家，也是鸟儿的家！ 捕捉鸟
儿，就是破坏环境。 ”随着孩子们讨论的不断深
入，所有的焦点似乎都集中在小杰身上，他一声
不吭，把头埋在桌子下面。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有点后悔，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伤害到了小杰？ 我灵机一动，示意学生都
停下来，让小杰说说为什么捕鸟？

或许是憋了太久， 小杰的话匣子一下打开
了。 原来，这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小杰只是想为
它治疗。

终于，学生们安静下来了，我内心深处突然
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堂课带给我的启发，也似
这团火一样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捕鸟到底好不好？ 学生的心里肯定有答案。
我让学生通过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 试图让他
们通过思考得到从书本上不能获得的知识。 同
时，我也给小杰留下辩解的机会，他给出的答案
令所有人意外，这堂课又演变成有效的德育课。
孩子们在这样的课堂上， 收获的可不只是知识
这么简单。 唐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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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了，我又要写评语了。 这批
学生是我从一年级带上来的，我已经
写了 10 个学期的评语， 有了思维定
式， 实在想不出什么新鲜的语句，怎
么办呢？ 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

为什么不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
写评语呢？ 说干就干。

“今天的小练笔是———写评语。
你要评价的对象就是你的同桌。 ”

“这个怎么写？ ”教室里顿时议论
声一片。

“你还记得老师以前给你写的评
语吗？ ”我问。

学生们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有的说：“老师一般都是写优点的。 ”有的说：

“老师如果要指出缺点也比较委婉。”有的说：
“老师会写一些勉励的话。 ”学生们满脸都是
兴奋。

我简单地向学生们介绍了写评语的目
的———总结优缺点，帮助同学不断进步。“同
桌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你觉得他最大的
优点是什么？他有哪些地方还不够、还需要努
力的？ ”我循序渐进地引导着。

有些学生陷入了沉思， 有些开始窃窃私
语。“老师，我可不可以写成诗歌？ ”小雅冷不
丁地喊了出来。

有想法，学生的思路已经打开了。 我说：
“写作方式由你自己定。 可以写得幽默些，也
可以写得诗意些。 ”

学生们奋笔疾书，有的边写边点头微笑，
有的写几句就看同桌一会儿， 有的写完了还
在反复品读……不一会儿， 我就拿到了新鲜
出炉的评语手稿。

学生们的评价很诚恳， 很真实。 小墨写
的：“查作业时，你是‘柯南二代’；上课时，你
是‘金话筒’；写字时，你是‘书法家’。 你真是
名副其实的语文课代表。 ”

小旭写的：“赛场上， 你潇洒奔跑的样子
是那么美丽；教室里，你认真思索的侧影是那
么动人。你乐于助人，同学有难，援手相助，你
让我领悟了友情的可贵。 不过你与粗心交上
了朋友，这个朋友很不好，和它绝交吧。 ”

我拜读着学生们的评语，决定尊重原创，
原封不动地输入电脑， 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写
评语的难题，学生们也得到了一次锻炼。总是
说作文难，难作文。 看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
没有帮助学生找到写作的兴奋点。 只有真正
地让学生“我手写我心”，学生们的潜力就是
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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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小组助我快乐成长

“老师用校园里掉落的树叶，教我们做拓印画真有意思。”12 月 19 日下午，
新田县新隆镇中心小学的少年宫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美术兴趣小组的孩子
们正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制作树叶拓印画。

通讯员 何新瑞

传统教学背景下， 学生的学习活动
过分依赖教师， 作业完成后往往上交完
事，对思考过程很少进行反思，失误后总
结教训只是笼统地归结为粗心， 由此导
致相同的错误一再发生。

反思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核心。 数学
反思是一种智力活动，更是情感活动。 什
么样的情境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反思
呢？ 通过真实的、具有挑战性的一组相关
学习任务可以促进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
性思考能力。 我用一个实例，帮助大家理
解。

题目：公园有一个正方形池塘，工程
师准备在池塘四周种上树， 要求每边都
种 50 棵。 请你算一算，工程师需要准备
多少棵树苗？

很多学生马上解答 ：50×4=200
（棵）。

我要求学生说理， 学生们充满自信
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要求学生再次审
题，并示意他们画图辅助，思考有没有其
他可能。

学生终于发现此题隐藏着“机关”：
池塘四角的树只能种一次， 因此需要准
备的树苗就是 50×4－4=196（棵）。 这
时，教室里发出一片感叹：“啊呀。 我刚才
做错了。 ”“我怎么当时就没发现呢？ ”

当学生有如此深切的体验时， 我引
导学生反思：“你认为自己思考时存在什
么问题？ 如何才能克服？ ”

有学生回答：“我审题不清、 不够全
面，今后要认真地审题。 ”有学生说：“在
以后的学习中，我脑海里要经常有图。 ”

教师创造“逆境”，推动学生反思，使
学生尝到一丝苦涩， 正是这样的教学才
能激活学生的数学思维。

小学生的反思落实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非智力因素，即对学习状态的反思；
二是智力因素，即对思维模式的反思。

自身学习状态是影响学习质量的重
要因素，它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 通过对
自己学习的兴趣、态度、意志进行反思，
可以明确自己的问题所在。 教师应该引
导学生经常这样思考： 我学习时是否充
满激情、积极探究？ 我表达想法时是否清
晰？同学发言时我能否做到认真倾听？我
是否勇于解决生活、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对思维模式的反思要从“得”与“失”
两方面考虑。“得”的反思是总结成功经
验，把学习过程中正确、优秀的做法加以
强化，从自发状态上升到自觉状态。“失”
的反思重点在内容：哪里出错了？ 原因是
什么？ 以前错过吗？ 怎样改正？

傅崇军

一个二年级的男孩，站起来回答问题，得到
教师的肯定评价后，如释重负般长出一口气，跟
同桌做了个鬼脸，好像逃过一劫似的；坐在我旁
边的女孩，整节课都沉默寡言，我鼓励她回答问
题，她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教师的态度很和蔼，课堂的气氛很和谐，孩
子们为何还会如此紧张？ 我通过随机访谈，似乎
从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在我们的课堂上，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
像一个“幽灵”，足以让孩子心生恐惧。 它的名字
叫“错误”！

其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便知道这
个世界有个叫“错误”的东西，触碰到它，就会引
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教师的批评、家长的警
告、同伴的嘲笑、作业本上的红叉、试卷上的分
数，等等。 对“错误”的恐惧是孩子在课堂上紧张
的主要原因，而教师的态度则是催化剂。

教师往往从自身经验出发， 为孩子设置了
太多的“不可能”，那些宝贵的“可能”被稀释了、
淹没了。 孩子们过早学会了规避和挑剔，而不是
创造和宽容。“错误”真的存在吗？ 在我看来，在
孩子的世界里，“错误”是不存在的。 每一种“错
误”都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和表达，甚至是天才的
创造和天赋的体现。 课堂是有生命的课堂，有温
度的课堂。 课堂期望实现“无错教学”“无错参
与”，教师应把对孩子潜能的开发和活力的激发
放在课堂教学的首位； 把那个如幽灵般的“错
误”从我们的头脑里和课堂上驱走，让每一个孩
子“肆无忌惮”地展现他们的精彩。 张瑞峰

孩子，你为什么
害怕发言？

以反思激活学生的数学思维

乐教乐学

且行且思

多角思维

尹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艺术设计专
业 ， 毕业证书不慎遗失 ， 证书编号
105381201105004860，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我可以再挑战一次吗？ ”
“下一次，我一定能做得更好！ ”
“老师你看，我们想出了这个办法。 ”
……
每每在“舞动心灵”课程上听到学生这

样说，我的心里都是暖暖的。 作为一门心理
游戏课程， 并不适合直接教授心理知识，所
以我们设计了各种心理游戏活动，如团队合
作游戏报纸车轮， 考前减压游戏撕纸环，亲
子关系游戏保护鸡蛋， 自我认知游戏自画
像，生命教育游戏纸船漂流记，思维能力训
练游戏记忆力考验等，目的都是让学生通过
体验获取知识。

这门课程以走班形式组织实施，授课教
师并不了解学生，所以不论他们的学习成绩
是否出色、行为表现是否优秀，只要有积极
的心理状态就可以获得师生的认同。

第一次课上，我们玩了一个“抓手指”的
游戏。 教师讲故事，如果故事中出现“苹果”

这个词， 学生就要用右手抓旁边同学左手，
同时也要逃掉左边同学对自己左手的抓取。
当教师第一次读出“苹果”后，学生们哈哈大
笑，笑自己抓住了别人，也笑自己被别人抓
住了。 在融洽的游戏氛围中，教师引导学生
明白：我抓住了别人很开心，那是为自己庆
贺成功；我被别人抓住了同样开心，那是为
别人庆贺成功。

在日常教学中，学生一般通过品德课或
班主任的谈话教育了解人应该具备的优秀
品质，而通过游戏体验的方式学习知识还是
第一次。 在心理游戏体验中，教师会对学生
进行正面引导， 让他们感受成功的乐趣、失
败的挫折，帮助同伴的快乐，激励同伴的幸
福。

记得在一节注意力训练课中，我们设计
了数数活动。 游戏刚开始时，学生们都能顺
利过关，当难度增加时，有的学生开始受阻，
但他们仍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一个性格内向的女生挑战一分钟内
以 7 个数字为跨度，从 99 倒数到 50。 站
上讲台，女生闭眼调整呼吸，然后睁开双
眼， 流利而有节奏地完成了挑战。 课后，
女生兴奋地对我说：“老师， 我从来没有
收获过这么多掌声，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快乐。 ”

有的学生可以体验到成功，有的学生则
需要勇敢乐观地接受失败。曾经有一个学生
挑战数数游戏，虽然练习过，但还是没能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挑战。 挑战失败，学生们依
旧报以热烈掌声。 他没有沮丧，而是笑着走
下了讲台。

在一次次或成功或失败的游戏体验中，
学生一点点获取积极的心理能量，他们打破
了原本的认知系统，建立了新的肯定自我的
认知，面对难题不再退缩，而是告诉自己“试
一试”“我可以”。

龚红燕

和学生一起玩心理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