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踏着铃声步入教室，耳边却
传来抽泣的声音。 环视四周，我发
现学生张晗、张静在抹泪。

为了不影响课堂进度，我先让
其他学生练习演讲《学会合作》一
文，然后悄悄来到两人旁边了解详
情。 原来，学校需要统计学生家长
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张静却把张晗
父亲的名字直接喊了出来，引起其
他学生起哄， 结果两人闹起了别
扭。 此情此景，让我联想到这节课
的学习任务———练习演讲。当时头
脑即闪现出一个念头： 何不来个

“现场直播”？ 稍作构思，我便放弃
了事先准备的课堂内容，直接围绕

“姓名” 演讲起来：“姓名是一个人
的代号，不要因为别人知道自己或
长辈的名字而恼怒、伤心，相反应
该高兴才对，知道的人越多说明知
名度越高。 ”

说到这里，我顿了顿，瞥了一
眼张晗和张静，发现她们已停止了

哭泣，抬起了头，情绪显然稳定了
许多。之前拿别人名字开涮的学生
赵振似乎理直气壮起来。 不过，接
着我话锋一转，旁敲侧击起来：“虽
说名字是用来叫的，但不能拿别人
的名字开玩笑，每个人都有维护自
己姓名的权利，这是法律所赋予的
权利。玷污别人的姓名是违法的。”

听了我的这番演讲，赵振的脸
涨得通红，而那两名女生的脸上少
了之前的难过。看来我的目的达到
了，恶作剧者受到了教育，受伤害
者得到了安慰。接着，我以“我的演
讲到此结束”戛然而止，教室里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

之后的课堂就顺理成章了。学
生对演讲的技巧有了切身的感受，
他们争先恐后地将《学会合作》演
绎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 看到学
生在这节课上的精彩表现，我的内
心满是欣慰。

李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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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乐教

有些学生，对作业总是草草应付。 怎
样才能改掉学生不良的学习习惯呢？

经过精心设计，我推出了作业“亮点
加分制”：每次作业批改，除了相应的等
级分之外，如果作业中有亮点（值得大家
学习的地方），就可以再加 10 分，一个亮
点加一次。 到学期结束时，将这些亮点分
统计起来，达到一定分值的学生，可以获
评本学期班级的“勤学之星”，没达到相
应分值但有进步的， 可以获评“进步之
星”。

“亮点加分制”的实施，让学生的学
习习惯慢慢变好， 作业质量也有了很大
的提高。 经常忘交作业的小雨能记得准
时上交作业了；小涛的“看拼音写词语”
能全对了；学生的造句再也不是“老生常
谈”，有新意的句子比比皆是……一次作
业，有的学生能加好几个 10 分。 每次发
作业本是学生最高兴的时候， 他们互相
比较着谁加的分多，谁造的句子有新意，
谁的字写得端正。

最深刻的改变发生在小瑞身上，这
是一个从不认真写作业的学生， 字写得
像天书。 可实施“亮点加分制”后，有一次
放学前，他神秘地对我说：“明天，我会给
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

第二天， 小瑞希望我能第一个批改
他的词语抄写。 我答应了，把他的作业本
放到第一个。 但不巧的是，接下来两节课
我都有课，没时间批改。 小瑞急了，第二
节下课就跑来问。 看他这么心急，我连忙
当着他的面批改起来。

这次的词语抄写小瑞确实做得不
错，干净、整洁，一个个字好像刻出来一
样，更难得的是一个词语也没抄错，要知
道他可是这方面的“困难户”呀。

“瞧这笔锋，瞧这结构，都说字如其
人，你长得这么帅，字果然也帅。 ”我一边
批改，一边故意大声地发出惊叹。

在我的声声惊叹中， 小瑞兴奋得小
脸通红，解释道：“老师，我爸爸每天都练
字，他的字写得可好了。 为了写好这次的
词语，我在爸爸边上观察他写字，观察了
好几天。 我抄完后还检查了两遍，所以这
次才能全对。 ”

“字写得这么好，还能认真检查，应
该加两个亮点分。”说着,我在小瑞的抄写
本上批了个“100+20”。

黄卫东

图为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乡中心小学的徐
霞老师给该校二年级的学生上绘本阅读课。 孩子
们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既获得了愉快的情绪体
验，也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本报记者 王燕 摄影报道

有一种阅读从绘本开始

这是一节初一语文课，我说：“今天
我们该上贾平凹的散文《风雨》了，但老
师研读了一个上午，都不知道这篇文章
该怎么教。 上课铃响了，我只能慌兮兮
地来教室了。 现在咋办呢？ ”

这时， 一个男生大声说：“没事，就
让我们七嘴八舌说一说好了。 ”

前排的一个女生举手了。 她平时很
少举手， 但每次举手发言质量都很高。
她站起来说：“我在读这篇文章时发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题目是‘风雨’，但文
中找不到一个‘风’字或‘雨’字。 ”

“啊？ 还有这事？ ”大家都低下头查
证———果然如那个女生说的那样。

我赶紧说：“你读书真是仔细，谁也
没有发现的事让你发现了。 可是，真的
好奇怪，没有出现‘风雨’，怎么写风雨
啊？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

那个女生又说道：“所以，这节课我
们是不是就顺着这个思路，看看作者到
底是怎样来写风雨的。 ”

对此， 学生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

情。 我趁机说：“那太好了，感谢你，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咱就听
你的。 ”

课堂上有 20 多名学生参与发言，
精彩纷呈，让我惊叹不已。 仅课文的第
一段， 就有 6 名学生谈了精彩发现，下
面是第 6 名学生的发言。

生：老师，就这段话，我还有话要
说。

师：还有？太好了。今天真是惊喜不
断啊。

生：大家请看这句：“然后一切都在
旋，树林子往一处挤，绿似乎被拉长了
许多，上扭，往上扭，落叶冲起一个偌大
的蘑菇长在了空中。 哗地一声，乱了满
天黑点，绿全然又压扁开来，清清楚楚
看见了里边的房舍，墙头。 ”大家有没有
注意到这里有两个“绿”字？ 我从“绿”字
里也看到了风的猛烈。

师：我想继续听你说。
生：大家想想看，这里的“绿”其实

是什么？

全体：树林子、树。
生：是的，但作者为什么不说是树

似乎被拉长了许多，树全然又压扁开来
呢？ 因为风吹得整个树林子变了形，根
本分辨不出一棵棵树了，看上去就是混
沌一片的绿色。

师：你的语感太棒了，我读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绿”字呢？
我佩服贾平凹，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体
验，可惜我们很多人都缺少这种敏感。
在我的眼中，也是看“树”是“树”，看

“绿”是“绿”。 我现在更佩服你，你竟然
能捕捉到作品中的语言细节， 太了不
起了。 针对一段文字，我们就谈了这么
多，接下来的发现会更精彩。 我已经等
不及了。

“师道尊严”让教师在讲台上总是
觉得自己是真理，但事实上，强势的教
师往往会压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教师
适时示弱，师生关系会更融洽，课堂会
更和谐，教学会更有效。

徐赛儿

在课堂上示弱

一、缺陷学生的定义、分类及特点
缺陷学生是指由于遗传、疾病、事故

等原因造成的身体某一种器官的机能障
碍的学生。这种障碍在时间上是持续的，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常生活和学习。
根据缺陷对学习的影响， 可以把这种学
生分为三类：

1.肢体残缺学生。 肢体残缺主要是
上肢、 下肢或躯干的动作机能有显著的
持续性障碍。动作机能的障碍，影响了他
们活动的范围、内容和形式。这类学生接
触的事物、感知的世界，相对正常学生来
说是狭窄的，不完整的。特别是他们对他
人身姿感知与自己身姿感知的差异，造
成了他们性格上的不完整性， 他们有的
存在自卑感，有的行为孤僻。

2.听觉障碍学生。 听觉障碍主要是指
听觉器官对声音感受能力有显著性障碍，

包括轻度难听直至完全耳聋。听觉障碍影
响学生与他人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影响社
交活动的开展和社交能力的提高。 同时，
听觉障碍的学生言语机能发展迟缓，甚至
影响推理、判断等思维能力的发展。 在性
格上表明为畏首畏尾，过分盲从等。但是，
研究表现， 在一般的二十多种智力活动
中，正常孩子胜任语音性测验，而听觉障
碍孩子则胜任动作性测验。这是因为有机
体具有代偿功能，它使得听觉障碍学生有
了良好的视觉和动作感觉能力。

3.视觉障碍学生。 视觉障碍是指视
觉器官对事物的感知能力有显著性障

碍，包括弱视直至完全目盲。据研究表明
正常人获得信息， 百分之九十以上靠双
眼。 视觉障碍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的困
难可想而知。 在性格上，多表现为多疑、
神经质倾向。 但是，视觉障碍学生，听觉
和触觉的发展比正常人好。

二、缺陷学生的管理措施
特殊学生是与普通学生一起受教

育，还是单独在特殊学校班级受教育，历
来是教育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反对者
认为， 单独受教育可以保护特殊学生的
自尊心、 自信心。 特殊学生在特殊学校
里， 可以享受到在普通学校中享受不到

的乐趣。反对者认为，特殊学生终究还是
要回到现实社会中生活， 一起受教育可
以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我认为，特
殊学生完全可以在普通学校一同受教
育。在素质提高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它能够形成相互
尊重的社会环境， 保护特殊学生的自尊
心和自信心， 使他们有勇气接受未来社
会的挑战。

在缺陷学生的教育过程中， 教师不
仅自己要爱护、关心、帮助特殊学生，还
应该教育其他同学关心他们。 让特殊学
生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不足。 比如目盲
学生往往听觉和触觉较好， 我们教师就
应该引导他们多使用听觉和触觉， 以便
加深和完善他们对事物的感知和理解，
从而促进其智力的发展， 鼓励其生活的
勇气。

班级缺陷学生的管理
衡阳县曲兰中学 徐华

亮点分

一次即兴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