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把学数学与生活紧密结
合？ 近年来，我尝试指导学生写数
学日记，让学生走进自己的“数学
王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所谓
“数学日记”， 就是在教师的指导
下，学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
在数学学习和应用过程中的感受
与体会。

预习日记：为了让学生在较短
时间内进入学习状态，我在新授课
前指导学生预习，由于学生生活背
景不同，思考角度各异，所以对同
样的知识构建途径也是多样的。因
此，我指导学生在预习中记录自己
不理解的知识， 提出预习中的疑
问，并借鉴课本的想法，通过数学
日记展现多样化的见解，运用自己

的智慧填补课本的空白点。
反思日记：每堂新授课后，我让学生利

用数学日记的形式梳理所学知识，反思新知
识形成的过程，总结学到的基本规律及运用
规律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在学习
了简便计算后， 学生李昱晓在日记中写道：
我发现同学们虽然掌握了简便计算的基本
运算定律，但在实际计算的过程中没有建立
简便计算的意识，不能灵活运用。

纠错日记：每讲完一章，我们都要进行
一次单元测试，测试后我要求每个学生都要
写纠错日记。 在日记中，我不仅要求学生整
理出卷面中的错题，还要找出答卷的成功和
不足之处，并认真分析原因。这样做，不仅最
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再犯同样的错误，还可以
使学生对考试的成败有更深刻的认识，提高
学生对数学的自我评价和综合素养。

成果展示：数学日记是学生体验成功的
途径之一，它可以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发
展。 在实践中，我把优秀的数学日记通过以
下途径展示：每节课选一篇在班上读，每月
举行一次班级展览，每学期修改一部分有一
定思想的日记，向一些报刊推荐发表。

写数学日记，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
热情，加深师生之间的情感，深刻体会数学
与生活同在的乐趣。

（王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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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的双眼

我的第一课

� � � � 1998 年师范毕业后， 十八岁的我
被分配到偏远的汉寿县酉港镇偏坡小
学， 任教六年级语文。 班上有 78 个学
生，十二三岁的年龄,这对于刚站上讲
台的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第一堂课，该怎么安排?毕业班学
习任务紧,直奔主题?不行，我得严明纪
律。

那天，我刚到教室门口，嘹亮的歌
声立刻停了，迎接我的是一双双明亮的
眼睛， 那些眼神里, 有钦佩、 有怀疑
……我极力掩饰内心的紧张，连忙深吸
一口气,故作从容地登上讲台。

“同学们， 首先作一下自我介绍
……如果你们上课的时候听我的话，下
课了我就把你们当弟弟妹妹，和你们一
起玩，好吗? ” 同学们相互对望，笑着
齐声回答：“好! ”

正当我准备宣读班级班规时，一个

黄头发、圆脸蛋的男孩斜着脑袋说：“老
师，你刚才说把我们当弟弟妹妹，那你
会把你的教师菜分给我们吃吗?”同学
们哄堂大笑，我爽快地答应了。 一段小
插曲打断了我原来上课的计划， 我反
问大家：“那你们以后会怎样报答老师
呢? ”

“上课认真听讲，好好完成作业。 ”
“用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 ”……这就是
我要的效果!

“有好吃的给老师吃。 ”又是那个为
难我的家伙!他抬头的瞬间，我趁势表扬
他：“对!人要懂得感恩。”我走过去，拿起
他的语文书：“高伟， 不错嘛! 字写得漂
亮，名也叫得响亮，又懂得感恩。 ”他竟
然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又打开其他同学
的课本，即兴解读他们的名字，并寄予
希望。 同学们大概第一次遇到这么有意
思的老师，也被我逗乐了!我费尽心思准

备好的教案、 纪律都被抛到了九霄云
外。

那堂课，我又教孩子们用英语作课
前问候，还给他们讲述我丰富多彩的师
范生活。 最后教他们唱了一首《感恩的
心》。 我的第一课， 就这样愉快地结束
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班的很多学
生还经常和我保持联系。 尤其是在广州
发展的高伟，只要回老家，一定会来看
我。 他总说：“小学时，我很调皮，其他
老师总是批评我、打击我。 只有严姐姐，
把我们当朋友，她第一堂课就把我的要
求当了一回事，还表扬我。 是她让我重
新认识了自己! ”

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 其实，受
益的又岂止是他们? 如果不真诚地、真
心地融入到学生中，怎会有如此和谐的
师生情?

到学生中去
汉寿县南岳路小学 严丽蓉

返校第三天，诗词拓展课开始了，
我想给学生讲我喜欢的古诗词。

学生有些泄气。天气那么好，他们
特别想出去玩。

但第一天要学习返校流程， 第二
天下雨，第三天中午我又要开会。看到
学生有些小情绪，我连忙换一种方式，
不学新课， 讲讲家庭作业里我要求大
家背诵的一首小诗《花非花》。 讲到在
唐朝连日本天皇也是白居易的铁杆粉
丝时，学生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住了。

我讲白居易的写作特色： 浅显易
懂且蕴含道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写
完一首诗，就会念给老太太听，一直要
修改到老太太听懂为止。 比如“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一读就懂，而
且寓意深刻，学生表示很有同感。

转入对《花非花》的解析，学生理

解起来就容易多了。“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美好事物总是那么
短暂而容易消失， 短短一首小诗让人
咀嚼不尽，回味无穷。 学生完全被我带
入了梦幻般的诗境之中。

朗诵了两三遍，学生就读熟了，我
即兴演唱了一首《花非花》，学生感到
有些意外。 我讲到当代流行歌曲中好
多与古诗词有联系，比如《雾里看花》
这首歌，歌词是这样的：“雾里看花，水
中望月。 ”这难道不是受白居易《花非
花》的影响吗？

半节课过去，有停不下来的感觉。
趁机复习前一天家庭作业里布置背诵
的刘禹锡《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
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四月牡丹花开，
牡丹与武则天的故事是必须要提到
的。 学生又来了精神，身体坐直，眼睛

睁大。
相传牡丹违抗武则天的命令，没

有在冬天开放， 武则天大怒之下将牡
丹贬至洛阳，于是洛阳牡丹惊艳天下。
故事里的牡丹不但美丽， 更有一种气
节，就是要做自己，不人云亦云，不向
权贵低头。

“再来看《赏牡丹》这首诗，结合刘
禹锡的人生境遇， 也能看出作者在诗
中的情感寄托。”我说。像电光火石，学
生一点就通了，这让我觉得意外，因为
之前我并没有准备上课内容， 居然上
了令自己满意的一课。

这节课最后几分钟， 我给学生出
了一道简单的字谜：“丑虽有足， 甲不
全身，见君无口，见伊无人。 ”学生们对
下节诗词拓展课更是有无限期待。

沈建新

“咦，你的值日表怎么少
排了一天？ 星期一不用打扫卫
生？ ”看到我刚打印出炉的值
日表，同事问道。

“我是特意如此安排的。 ”
我说。

一年级小朋友人小力弱，
但安排值日岗位却是一个都
不能少：教室地面“洗脸”与桌
椅“排队”各需要 2 人，黑板、
走廊、 窗台“擦澡” 各需要 1
人，傍晚电器“休息”、垃圾与
卫生工具“回家”各需要 1 人，
合计每天至少安排 9 个值日
生，这还不包括我自己承包的讲台与书
柜整理。

班上 36个学生分成 4组， 其间还
需考虑因材施“工”：放学回家要乘车的
学生不能安排，擦黑板的学生必须选个
子高大的，负责清理垃圾的学生要住在
学校附近……

本来设想，将值日改为值周，一周
一周地打扫。 可刚入学的学生，扫个地
都要手把手教，一下子打扫一周，恐怕
难以胜任。 饭得一口一口吃，经验还得
一天天积累。

我突发奇想，把每周一设为“干干
净净日”。

这一天就由教师打扫卫生，学生们
只要保持干干净净就可以了。

在每周开启的第一天，每节下课铃
响后为桌椅排排队， 为地面捡捡纸，脚
踏实地（不把小脚放瓷砖上），窗明几净
（不把小手印窗户上）。

地可不扫，窗可不擦，但黑板必须
擦。 谁擦？ 我擦。

我与小朋友们约定，如果这一天保
持得干干净净，就不需要值日了。

小朋友们十分给力，教室里几乎没
见半片碎屑，雪白的瓷砖和明亮的玻璃
上也没有任何污痕。我遵守约定成为周
一全班唯一的值日者。

我想，等“干干净净日”条约深入小
朋友内心，在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后， 或许一周可以只安排两天值日，也
就是每位小朋友半个月做一次值日就
行了。

教室净一日，心情好一天，值日少
一天有何不可呢？

（吕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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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英语晨读时还是正式课堂上， 郴州市一完小都按照防疫
要求戴上了口罩。大大的口罩虽然遮住了孩子们的笑脸，却遮不住那
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邓美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