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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小明把我的衣服弄湿

了！”“是小惠先跑过来撞到我的，他

把我的水壶都撞翻了。”“昨天小明也

撞我了，还把我的腿给撞疼了。”“是

你先撞我的！”……

这是教师在学校经常看到的情

形，我还遇到过高年级学生之间争执

时翻一年级的旧账。说来说去就一

个意思——这事不赖我。

低年级学生遇事总说是别人的

错正常吗？关于这个问题，皮亚杰的

儿童道德发展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一

是自我中心性，他们的游戏活动只是

个人独立活动的任意行为，与成人、

同伴之间还没有形成合作关系；二是

根据事件的结果进行判断，只看结果不看动

机；三是服从绝对权威，即对成人的服从，他们

认为违反了成人的意志就是错误的。

再来看看前面孩子的表现，似乎就能想明

白了：对小惠来说，自我中心性导致他不需要

关注自己跑动时周围的环境，只顾自己跑，而

且只看结果，不管原因。水洒在衣服上了都是

小明的错。对小明来说，应该也是如此。

在一年级这个崇尚权威的年龄段，这种情

况下需要教师或家长及时介入，帮助孩子分析

原委，促进相互谅解。

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大约在8岁左右孩子

的思维发展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可逆阶

段。这时孩子已经从自我中心性中解脱出来，

能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到同伴间的社

会关系，尊重共同约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

则，这标志着儿童道德认识开始形成。

8岁前的孩子遇事需要靠权威解决，8岁

后的孩子有了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就不会发生类似事件了？

事情不是绝对的，孩子的成长速度有快有

慢，发展水平有高有低，这些都是正常的。只

要我们能够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尊重现状

的基础上带着孩子不断进步，总有一天孩子能

成为有着高尚情操的公民。

如果成年人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一味强

化孩子自我中心认知，凡事总觉得自己孩子没

有任何问题，则很可能拖延孩子向高层次思维

发展的时间，阻碍自律阶段的到来。

如何向前带动孩子，促进儿童与同伴之间

形成合作关系，是使儿童摆脱这种自我中心的

唯一方法。而一旦脱离了自我中心性，认识到

规则只是在维护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儿童就会

倾向于自觉遵守，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自律。

我曾听过一节市级公开课，

课题是统编教材必修 1《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第三课第一框“伟

大的改革开放”。执教教师以

“听爷爷奶奶讲故事”导入，课堂

以改革开放历程为主线，按照

“看进程，忆改革开放”“谈变化，

悟改革开放”两部分进行教学设

计。在课堂结尾，教师播放了视

频“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让学生看视

频并谈谈本节课的收获。教师的设计意图

是通过播放视频并联系本节课所学知识，

让学生感受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

面对这一问题，一些学生在回答时非

常恰当地运用了所学知识。忽然，一位女

生站起来说：“老师，我可不可以用歌曲来

表达我的心情。”听到这里我顿觉惊喜，如

果学生用歌曲来表达学习的收获，属于有

感而发，说明这节课真正做到了入耳、入

脑、入心，学生真的能够通过这节课理解我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接着又一位学生站起

来说：“老师，我也想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最后教师说：“好，那就让我们一

起来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请同学们

起立，我们共同唱《我爱你中国》。”教师在

PPT上播出了《我爱你中国》的伴奏曲，全

体学生站起来大声歌唱。

这节课，如果两位学生自发地用歌声

来表达，将会是一节更动人的课，是一节精

彩异常的课。遗憾的是，教师设计了课堂

结尾共同唱歌的环节，并指定好了“演员”，

这样就把学生的自发为之变成了教师有意

为之，破坏了整节课的氛围，大大降低了这

节课的真实性和实效性。

这节课，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

教学时，如果能够让学生自发通过歌曲来

表达对国家政策的认同，将会是一节让学

生动心和动情的课，是会让听课者留下深

刻印象的课。但是，教师在这里的情境设

计犹如画蛇添足，让学生的真情实感变成

了按照预定剧本演出，使前面所做的努力

付诸东流，留下了缺憾。

高中思想政治课要达到打动学生、培

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取决于教师

的学科素养和教育素养，直接表现为教师

教学设计的能力。好的教学设计会润物无

声地打动学生，能够通过水到渠成的效果

引导学生情感自然流露，实现文本、教师和

学生的水乳交融，做到知识与情感的有机

结合。

“感觉你们班赵丽的家长有意躲

着你。”与我同行的何老师说。

“我也感觉到了。”我纳闷道，“不

过也无所谓，为什么家长见到老师一

定要打招呼呢？”

“家长对你态度变了，说明对你

有意见。赵丽现在怎么样？这孩子

可当过我的班长。”

何老师的话提醒了我，她带这个

班时赵丽是班长，我接班后两个月换

了班长。

第二天，我从另一位学生家长那

里间接了解到，赵丽的家长认为我

“偏心”，我当班主任后，赵丽就不是

班长了。

结合赵丽的课堂表现、学习成绩

下滑等实情，我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

性，决定家访。事情果真像何老师及

那位家长所言，赵丽的家长对孩子没

当上班长一事无法释怀。

我坦诚地向家长介绍了班长产

生的过程及自己的想法：小学低年级

孩子小，班长等班干部主要由班主任

指定。到了中高年级，孩子有了自主

管理意识及能力，班长就不再由班主

任指定，而是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产

生。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民主意

识。赵丽在选举时以一票之差未能

胜出是很遗憾，但这也正是孩子找不

足、求进步的开始。之后，我又肯定

了赵丽的优点，同时指出她落选后情

绪波动较大，尤其发言不如以前积

极，成绩也有所下滑等问题，并说了

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小孩子上进心强

是好事，但要正确对待荣誉及挫折，

小时候受点“挫折”并非坏事，事事顺

利也不一定是好事。只有胜不骄、败

不馁的人将来才能更好地完善自我、

适应社会。

自那次家访后，赵丽的家长又和

以前一样老远就同我打招呼，赵丽上

课时也高高举起小手积极发言。

良好的家校关系对学生的成长

会产生积极影响，而这种良好关系的

培养，往往需要班主任从细节做起。

否则，不起眼的小事也会使家校双方

产生隔阂，不及时消除就会影响学生

的情绪。就像文中赵丽的家长，如果

我不及时“望闻问切”发现并解决问

题，也许家长就不仅是“避之”而是

“旋走”，赵丽也许不仅是发言不积极

而是破罐破摔，甚至会有一批学生及

家长受到影响。

《天上的街市》是统编语文教材七

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的内容，也是七

年级学生学习的第一篇现代诗歌。记

得我第一次上公开课便选择了这一内

容。时隔一年半，我再次选择这一内

容参加学校赛课，无论准备方向还是

心态都完全不同。

第一次执教时，我没有系统的思

路，只是一味盲目地东拼西凑，整个课

堂看似热闹，实则没有太多内涵。第

二次执教，我有了明确的备课思路。

我在自己所带的两个班进行问卷调

查。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问题：现代诗

歌知多少、写作背景知多少、诗歌意象

知多少。调查发现，学生对现代诗歌

无论是体裁、意象，还有鉴赏方法方面

的了解少之又少，运用“知人论世”走

进文章深处的意识也没有形成。明确

学情后，我的第二次备课有了更准确

的方向。

要想让学生学有所得，需要设计

有效的问题，让学生快速有效地理解

文本的重难点。第一次执教时，因为

设计的问题过于零散、不明确，学生的

思维受到了很大局限，似乎找不到问

题的关键所在，回答问题时也没能聚

焦和达到预期目标。第二次执教时，

我吸取了第一次上课的教训，以一个

主问题串起全文，在此基础上抛出一

些相关联的小问题，加深了学生对文

本的理解。比如，我设计的主问题是：

假如你此刻也在天上的街市游览，此

番游览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部分？

这个主问题很好地将文本与学生的阅

读感受联系在一起，释放了学生的个

性化思维。

第一次上完《天上的街市》公开课

后，我只是觉得课上得不好，但哪里不

好自己也说不清楚。第二次上完课，

我有了确定反思的方向：不能把自己

局限于某一点，要善于从自我反思、结

对反思、集体反思等多个角度来审视。

新课程攻略

且行且思

班主任故事

湖南省中小学美育成果展示暨新发展创新研讨会活动

于5月20日至21日举行，桂东县沙田一完小在活动中进行

了1个案例分享、3块展板展示，并全面介绍了学校开展棕

编民间艺术进校园活动的研究成果。图为该校孩子在老师

的指导下，运用“十字穿编”“交叉穿编”等方法，编出“万千

世界”。

钟俊菲 郭颖 摄影报道

乐学乐教

编出“万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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