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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初探
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河北小学 黄燕

《感恩生命 敬畏生命》教学探究
澧县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唐志祥 曹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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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外出务
工人员不断增加， 造成留守儿童越来越
多。在长期家庭教育缺失的影响下，留守
儿童因“情感饥饿”产生了自卑、抑郁等
心理， 并对他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了不良
影响。因此，如何加强留守儿童的家庭教
育，是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
（一）研究意义
1.学校发展的需要。
学校是培养人的特殊场所。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的意见》中明确了中小学校在农村留守
儿童学习教育、心理健康、生活照顾、安全
管理等方面的职责任务。

2.学生自身完善的需要。
留守儿童在家里得到的教育资源严

重不足， 因此他们需要借助学校提供正
确的家庭教育。

3.家长的迫切需要。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家

长的共同心愿。留守儿童的父母待在子女
身边较少且教育能力不足，迫切希望学校
能承担起教育的职能。

（二）创新之处
提出解决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家庭教

育的有效方式，即：村校联手。 精准留守
学生各阶段学习、成长过程，量化留守学
生具体行为及实践活动， 多方位对留守
儿童进行家庭教育； 解决留守儿童缺乏
家庭教育的问题，并将之推广，为其他农
村小学关爱留守儿童提供可借鉴之处。

三、研究结论
（一）提出解决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的有效方式，即：村校联手。
本镇六村党委与学校共同合作，通

过组建由六村的“五老”人员及爱心人士
的代理家长队伍和六村的爱心女士及全
校女教师的“爱心妈妈”队伍等方式，做
到留守儿童成绩下滑时有人辅导、 生活
遇到困难时有人照顾、 心理出现障碍时
有人疏导、安全需要保障时有人看护。

村校联手机制的主要成果有：
1.结对帮扶机制。 各村设立留守儿童

关爱小组，村小组工作做到“六有”，即：每
个村有一个以“五老”人员为主的留守儿
童关爱小组和志愿者工作队伍；有“五老”
人员为青少年每年开展两次以上的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宣讲
活动； 有代理监护人帮扶留守儿童登记
卡；有一个为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建立的
区管村用的扶贫助学基金会；有为留守儿
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的好人好事登
记卡；每年有一次以上的代理监护人评先
奖优会或经验交流会。

2.教师爱心辅导机制。 全体教师始终
坚持“三个优先”原则，即学习上优先辅
导、生活上优先照顾、活动上优先安排，建
立起了“关键在校长，基础在班级，落实在
教师”的教育和辅导管理机制。 每个教师
每学期初确定帮扶对象，对留守儿童实行
“一帮一”或“一帮多”辅导。

3.量化留守儿童信息机制。 每学期初
对留守儿童信息进行登记， 建立联系卡，
加强教师与家长的交流，增强对留守儿童
的教育效果。

4.建立激励与沟通机制。 学校开通家
长热线电话，建立亲情视频聊天室，鼓励
留守儿童与家长沟通； 开展亲情书信大
赛，让留守儿童在字里行间尽情倾诉对父

母的感情；定期召开家长会，对监护人进
行个性化、量身指导。

（二）开展创新活动，提升素质机制。
关爱留守儿童的目的在于把留守儿

童培养成为身体健康、人格健全、习惯良
好、素质全面的好学生、好公民，努力为留
守儿童的幸福人生奠基。 为了达成这一
目标，我们既开展了大量的传统活动，同
时大胆创新活动形式：定期邀请法制副校
长给留守儿童做禁毒宣传和安全知识讲
座； 多次邀请区关工委的老领导和“五
老”代表为留守儿童做形势报告和励志讲
座；组织留守儿童在重阳节到敬老院开展

“关爱老人，温暖社会”的爱心活动；开展
“争做美德好少年”宣誓签名活动；利用
假期，和家庭监护人配合，指导留守儿童
进行社会实践，提高自立自强的能力；依
托省妇联留守儿童辅导中心知心屋项目
建设，积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

（三）创新家长学校的建设。
健全组织，建章立制，完善家校管理

体系；夯实基础，选配良师，激发家长参培
热情。

除了老师外，学校还请专门的家庭教
育指导师给全体家长上课； 学习有教材，
学校把湖南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编写的《小学生家长读本》作为家长
学校的主要教材。 此外，学校还专门针对
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制定了专门的留守
儿童家庭教育的读本，用来指导家长。 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增强了家长学习的效
果；以研促教，科研兴校，保证了家校发展
的动力。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
果，课题批准号为 XJK016QZXX001）

数学， 是培养和发展学生智力的最
好学科之一。 但是，数学知识比较抽象、
枯燥 ， 加上低年级学生注意力容易分
散，很难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为了让
学生从“苦学”变“乐学”、从“要我学”变
“我要学”， 就要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

一、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兴趣。
教师在日常生活和课堂教学中，要

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语言”。 教学中，微
笑的面容、温和的语言、真实的情感都可
以加深学生对老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从而乐于
接受教诲、 乐于积极思考、 乐于主动参
与。

例如：在一次数学课中，教室内嘈杂
喧闹。 我没有立即走到讲台上喊“同学
们，安静下来”。而是站在教室门口，用严
厉的目光扫视学生。学生们见我这般，很
快安静下来。 这时， 我才从容地踏上讲
台，将严肃的表情转变为灿烂的微笑，使
学生们感到安适、亲切。

“身体语言”除了上述的表情外，
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那就是“手
势”。 如在提到某一问题时，教师可以
先举手， 示意学生举手发言， 同时送
出期待的目光， 其结果是学生都敢大
胆举手回答问题。 而当学生答错或不
会回答时， 同样微笑着引导解题或示
意他们坐下，并带领全体学生鼓掌，鼓励他们继
续努力。

二、巧设悬念，培养学生的兴趣。
在巧设悬念时，我采用了启发式的谈话法。 首先

讲述一个小故事：“昨天是小花猫的生日，猫妈妈买
了 7 条很特别的小鱼（每条小鱼由 7 个小三角形组
成）。 在生日晚会上，小花猫不一会儿就把小鱼全吃
完了。 ”这时，我提出问题：你们知道小花猫吃的小
鱼里有几个三角形吗？ 然后进行教学“7 的乘法口
诀”。

接着出示准备题，以竞赛的形式，让大家计算
7 的倍数。 在同学们计算时， 我快速地说出答案：
14、21、28、35、42、49。学生们都感到惊讶，急于想知
道我是如何计算的。 这样设置悬念，激发了学生急
于求知的心理，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三、动脑动手，培养学生的兴趣。
在教学中，我充分利用直观教学和实际操作，调

动学生“有意注意”，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例如：在教学“7 的乘法口诀”时结合准备题，教

师先出示一条鱼，并贴到黑板上，然后师生一起数出
这条小鱼里一共有几个三角形，是几个 7？ 最后得出
算式 7×1=7，以及乘法口诀：一七得七。

以同样方法（示范）教学 7×2=14 后，出示 7×
3=□，问：应该摆几条类似的小鱼呢？首先请学生
在座位上摆一摆， 再请一个学生到黑板上演示，
评讲后得出算式 7×3=21， 乘法口诀： 三七二十
一。

在这里我借助了直观图形 （彩色小鱼 ），使学
生在加法数数的基础上，理解口诀的含义，促进学
生思维的清晰化、条理化。 让学生们通过眼睛、耳
朵、嘴、手、脑等多种感官参加到学习活动中，感
到自己是一名数学知识的发现者、 探索者、 研究
者。

四、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的兴趣。
任何新知识， 都要通过形式多样的训练才能得

到巩固。 愉快的教学情境可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
热情，让学生在学中有玩、玩中有学。

例如：教学“整百、整千数加减法”时，我设计了
游戏“摘果子”。 首先准备好录音机、苹果树、苹果算
式、篮子。 比赛规则是当音乐开始时，由 5 个学生分
别提着数字篮子 600、700 等， 他们一边跳着优美的
舞蹈，一边在苹果树上摘苹果算式 900-（ ）=300。
音乐停止时，看谁摘的苹果算式又对又多。

还有在教学 7 的乘法口诀后， 学生对背口诀已
感到枯燥无味，学习兴趣不浓。因此，我设计了“开
火车”“找朋友”等游戏进行训练。“找朋友”规则
是由几个同学举题分别向全体同学问：“我的朋
友在哪里？ ”另外拿到相应口诀同学答：“你的朋
友在这里。 ”如：“四七的朋友是二十八”。

通过教学过程的活动性、练习设计的游戏性，既
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

从学生实际出发，结合本地和本校特
点， 采取学生喜闻乐见和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学生了解生命的美好和脆弱，明确
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从而激发学生内心对
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美好生命的憧憬，感
恩生命、敬畏生命。

1.知识目标：知道生命是脆弱的也是
坚强的；明确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理解
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同等重要；了解
大自然的各种生命和人类休戚相关。

2.能力目标：学会谨慎地对待生命关
系，处理生命问题；在道德底线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追求生命的美好，追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培养敬畏
生命、热爱生命的情感。

(一)生命充电站
1.生命真美。 对于生命的美，你感受

到了吗？ （学生说）
2.生命是美好的，处处亦风景。可有时，

生命也是残酷的。 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看完视频，你觉得最让你感动的是什

么？ （学生说）
3.你们还知道哪些敬畏生命的故事？

（小组交流后再派代表于全班分享）
同学们， 我们的生命是平凡而美好

的，但平凡也能演绎精彩。
敬畏生命，首先应珍惜、热爱自己的

生命。 （齐读）
（二）生命救助站
1.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珍惜生命的

每一刻。想一想，我们该怎样珍爱生命？（小
组成员先从饮食、交通、校内外活动等方面

讨论交流，再派代表上台汇报讨论成果）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生

命之树需要我们时刻用心浇灌才能常青。
敬畏生命， 应该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让生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齐读）
2.生命的价值与尊严高于一切，不论

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还是身边熟悉的亲
朋好友，每个人的生命都弥足珍贵。

请欣赏并分角色朗读故事《生命通
道》。

2017 年的冬天，大李迎着朝阳，沐着
晨风，驾驶着出租车稳稳地驶进了坐落在
彭城最东部的高铁站。还没等他将车开进
停车场， 就见一名妇女背着一个小女孩，
慌慌张张地迎面而来， 对他说：“救救孩
子，我的孩子烧得快不行了。 ”大李见状二
话没说， 连忙载着急救病童向城里奔去。
孩子高烧得神志不清， 还出现了中风现
象。 焦急的妈妈一面掐着她的人中，一面
哀求着：“师傅，求求你了，能不能再开快
点！ ”大李顾不上搭话，赶忙拨打了 110，
“110 吗？我是 5529 号出租车司机。我的车
上有名重症儿童需要急救， 请求支援，请
求支援。 ”

3 分钟后，就见两辆交警摩托车在前
方开起路来，当时，正值交通的高峰时段。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车上的收音机响
了：“5529 号出租车搭载急救儿童， 请各
类车辆和行人提前避让。 ”消息一经播出，
前行的车辆纷纷向两边靠拢。路况有了根
本好转，车速也提了上来。车里头，妈妈用
哭腔呼唤着孩子：“燕子，燕子，我的孩子，
你别吓唬妈妈，你可要挺住啊！ ”车外面，

无数人都捏着把汗。时针啊，你慢点走；车
轮啊，你快快转；孩子的妈妈 ，你要沉住
气；可爱的燕子，你千万要坚持住啊。车拐
了 3 个路口，又闯了两个红灯，终于安全
地到达了医院。

在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下，命悬一线的
小生命终于得救了。

亲爱的同学们，此时此刻，你想做什
么呢？ （学生说）

敬畏生命， 既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也
要尊重他人的生命。 （女生齐读）

学校开展感恩教育， 通过情景演绎，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
地位。 以主题班会、道德与法治学科相关
内容为依托。为更好地培养每个学生感恩
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识和情感，继而外化
为行为，我利用主题班会课，从七年级学
生实际出发，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通过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如：观看视
频、欣赏图片、合作探究、分角色朗读、情
景剧表演、吟诗作画、唱歌跳舞等，调动学
生多感官， 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表演能力、想象能力、合作能力等多种
能力，让学生在“玩中学”，使学生感恩生
命的美好和不易， 内心自愿选择敬畏生
命，提高生命价值。

与学生共同欣赏的情景剧《动物的控
诉》以新颖的切入点，自然巧妙地和道德
与法治学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联
系起来，立意深远。

分角色朗读、吟诗作画能反观学生的
语文能力，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