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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县上江圩镇荆田村教学点坐落

于连绵起伏的江永县都庞岭中。 目前，教

学点只剩下一名老师和七名学生。 今年

61 岁的义湘全在这里执教了 40 年，是教

学点现今唯一的退休返聘老师， 除了教

学，还担起了行政、会计、保洁、提供营养

餐等工作。 “我不继续教下去，就没有人

来教这些孩子。 ”义湘全说。

田如瑞 摄影报道

且行且思

五一期间， 我布置学生假期每人写
一篇关于《身边的税收故事》的征文。

我信心满满———去年，学生已写过
类似的征文， 并且获得了一个一等奖，
两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 学生们经过
一年的学习与成长定会有更多的写作
素材。

假期结束，我把作文收上来检查，结
果全班 64 个人的作文，唯独一人勉强合
格。 我再一次仔细阅读不合格的作文以
及去年获奖征文，寻找原因。

七年级的学生不懂“税”，因此写作
主题围绕着“什么是税”“税的来历”“对
税的初步认识”而写。 到八年级，学生通
过学习《道德与法治》详细了解了“税”，
也明白公民应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但
由于写作素材少， 所以上交的征文主题
仍停留在七年级的思想上。

为解决学生写作时“无米下锅”问
题，我决定组织税法知识竞赛。

上课铃响后，我走进教室，在黑板
上写上———“税法连着你我他” 知识竞
赛。 书写完，一些学生立马明白了我的
用意，那厌烦的表情立马浮于面。 作为

主持人，我首先宣布竞赛规则：一共三
个问题，每个问题三次抢答机会，回答
正确得一分。 然后，我将学生分成“小
税侠组”“税宣侠组”“好公民组”“纳税
大王组”，每组派四个代表，其余人作为
后方援助中心，帮忙解惑。 比赛开始，我
引出“税”的含义以及来历，当我说到
“税”由“贡”“赋”而来时，一些厌烦的学
生好似有了些许兴趣，竖起耳朵认真听
着， 我抓住时机提出第一个问题———
“举例‘古今纳税人’”。

这时，讲台下开始讨论开来。“小税
侠组”第一个举手发言，阐述古代农民的
田赋；“好公民组”也积极举手，解说现代
个人所得税；“税宣侠组”不甘示弱，列举
汉朝颁布征收车船税“算商车”。第一轮，

“小税侠组”“税宣侠组”“好公民组”各得
一分，课堂气氛越来越活跃。

我暗自高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的兴趣一旦被激发就会主动去做，
成为写作文的有心人， 写的作文也会融
入情感。 我趁热打铁，及时给予表扬。 紧
接着，我又解释国家收税的原因与用途，
树立学生依法纳税的意识， 再次引发学

生思考：“不依法纳税国家会怎样？ ”
当问题再次出现时， 四个小组的学

生激动地举手抢答，第一个举手的是“纳
税大王组”，他们联系学校生活，谈了税
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表明不依法纳税国
民素质会越来越低；接着“好公民组”联
系生活，谈了税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
明确不依法纳税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越来
越低；第三个发言的是“小税侠组”联系
国家现状， 谈了税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作
用，明确不依法纳税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每个小组发言结束后都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

这时，“税宣侠组”举手示意，“老师，
我们也要发言，我们不要加分。 ”我微笑
点头同意。“税不仅在教育、生活、国防上
有作用，在环境保护、文化保护方面也贡
献不小，如湿地公园、博物馆、历史文化
馆的建设……”“税宣侠组” 滔滔不绝地
阐述着，其他学生仔细聆听。

书读多了，生活积累丰厚了，就会引
起倾诉、表达的欲望，于是便开始写作，
只有让学生走出教室、融入生活，才能调
动学生语言表达的积极性， 才会有感而

发，达到写作的目的。
“税原来这么重要！ ”我发出感慨，

“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你们应该
如何做？”我抛出最后一个问题。这时，全
班齐声回答———“依法纳税”。 我笑了，同
学们也跟着大声笑了起来， 这笑声伴随
着下课铃声飘扬在校园内。

第二天，我再次收到了 64 篇有关税
的征文， 这次全部合格， 所写的主题新
颖，丰富多样，如：小小税宣员，争做社会
好公民，姑妈的新生活，税收福祉等，我
选出了最好的八篇，四篇上交县教育局，
四篇上交市税务局。最后，征文分别荣获
县一、二等奖，市优秀作品奖。

作文的选材与学生的积累、兴趣、思
路有关，学生的信息被深锁在大脑里，写
作时就会无从着手， 只有将写作的自主
权交给学生， 引导他们写自己身边的故
事，从而获得开启写作之门的钥匙，写出
来的作文才会多姿多彩。

打开写作之门的钥匙
洞口县文昌街道城关中学 伍欣

课上放歌， 在一定程度上能愉
悦师生，让每一课都上得顺畅自如。

这几天，上《草原》一课时，我放
了一首腾格尔的《天堂》。 学生们完
全陶醉在腾格尔的歌声中。上课时，
我明显地感觉到很多学生仍在回
味。我和颜悦色温馨提示，反复强调
重点内容……我颓丧地发现， 无论
我的语调如何抑扬顿挫， 肢体再怎么比往
日夸张，仍有很多学生不能够集中注意力，
真不妙，腾格尔的歌声钻进他们心里去了。

我开始反思： 以美好的心境走入课文
学习的初衷没错，但过犹不及，腾格尔音乐
的气场太足， 完全盖过了学生对新课新知
的探索欲望。 让全身心沉浸在音乐享受中
的学生，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即刻投入到
相对平淡的语文学习中， 何尝不是难为他
们呢？

这一教训需要牢记， 但在课堂上放歌
的想法没有改变。

《丝绸之路》的教学开始了。 我以学生
熟悉的《西游记》背景讲述，过渡到丝绸之
路，再以“丝绸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一问
贯穿全课，引导学生探究，感悟丝绸之路的
神奇与伟大。 学生朱梦怡有感而发：“真想
不到，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黄瓜、石榴、葡
萄等都是从丝绸之路带来的。 ” 见时机成
熟，我播放了那英演唱的《丝路》。歌词以及
沙画视频对丝路的描摹， 都与课文内容紧
密相合。

对于明天《把铁路修到拉萨去》教学中
的放歌，我有另一番设想：先打印歌词，分
发给学生们品读， 然后再聆听韩红演唱的
《天路》。继而，以“是啊，多么神奇的一条天
路。这样的天路，在建造时一定会有许多我
们无法想象的困难。 筑路工人又是怎么面
对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把铁路修到
拉萨去》”一语过渡到课文的学习。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我始
终以为，这样的课堂学生们更乐意参与。

占洪良

数学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数量关
系和空间形式， 它来源于客观世界的
实际事物。 但生活中有的事物并不是
一下就可以找到数学的原型， 这就需
要教师有敏锐的观察力， 善于从生活
中提炼数学知识，再返回到书本上来。
例如“教学两步计算应用题”，教师可
以跳出数学课本， 带领学生在生活中
提炼数学知识， 找到这节课的关键
点———关系。

第一，说关系，说说你与老师是什
么关系？ 与同学、 与父母都是什么关
系？ 让学生对“关系”这个词语有一个
初步了解。

第二，猜老师的年龄，先猜老师有
多大年龄？“50？”不对。同时告诉学生，
这是数量； 加一个条件：“小 5 岁”，那
老师几岁呢？“45”。“45”也是一个数
量，那小 5 岁是什么呢？ 引出是相互比

较产生的“关系”。
第三，猜扑克牌的张数，让学生猜

老师手里有几张扑克牌，“11？ ”不对。
同时告诉学生这是一个数量， 添一个
关系：“比它多 2 张”，那老师手里有几
张？ 根据关系， 学生一下子就求出来
了。 接下来的新课，出示小白鸭、小灰
鸭、小花鸭的图片，小白鸭、小灰鸭分
别为 18 只、24 只，求小花鸭有多少只。
有了前面的基础， 学生知道必须有关
系才能求出小花鸭的数量。

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重组教材内
容，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生活素材，让数
学贴近生活。 例如，教学“减法的一些
简便计算”时，我并没有按照课本的例
题进行教学， 而是利用多媒体创设学
生喜闻乐见的问题情境：月底，小强的
爸爸和小强的叔叔领了工资， 相约去
超市购物，超市里摆了许多商品，小强

的爸爸看中了一双球鞋，价值 198 元，
他身上有 323 元； 叔叔看中了一块手
表，价值 397 元，他身上带着 465 元。那
么，他们该怎么付钱呢？ 这里，我赋枯
燥的数字以“生命”，把教材中的题材
改编成了学生感兴趣的生活问题，使
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学习当中， 同时也
让学生真正认识到数学就在我们生活
中间，“生活处处有数学”。

雷学芬 贺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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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师“守望”七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