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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没有永远顺风的船，经历风吹雨
打会使人变得更加坚强和理性。 从小接受挫折
和磨练意志教育，对学生的成长是件好事，也是
我们教师的一份责任。根据调查研究表明，在现
阶段小学生的实际教育中， 磨练意志教育的主
要内容包括耐挫教育、自控力教育、艰苦奋斗教
育以及培养自理能力的教育， 它是素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对小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
育、成长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抓手。

教育是当今最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学
生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师的责任，也是社会、
家庭共同的责任。 在对小学生实施磨练教育的
过程中，会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连锁反应，牵
一发而动全身。据多项调研报告显示，现在的小
学生面临着“四高四低”的处境：学生的生活水
平高，生活自理能力低；家长的期望值高，但学
生的学习欲望低；科技文化知识难度高，而学生

的吃苦耐劳能力低； 社会市场经济对人的素质
要求高，但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低。不少孩子只
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钱就找爸爸妈妈，今天
邀上一群哥们游乐场里溜一圈， 明天逢过生日
在同学中摆宴席，大手大脚的消费，任性、自私、
懒散等不良习气在他们身上一览无余， 容不下
批评，受不了委屈，接受不了老师的教育，甚至与
父母产生摩擦、受到父母的批评就离家出走的报
道也屡见不鲜。现实的社会背景和触目惊心的案
例告诉我们，小学生的磨练教育刻不容缓。

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学
生中进行磨练教育也得慢慢来。 现在社会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 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完善的环境
下， 如何对中小学进行磨练教育， 培养其不畏挫
折、勇于面对困难、敢于挑战的意志品质，是当今
许多发达国家共同研究的课题。在美国，各种夏令
营、野外求生训练班都会教给学生正确对待失败；

在英国，学校专门推出遇险逃生课程，解析人在灾
难面前失败的案例， 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逃生措
施； 在我们的近邻新加坡， 也有社区服务改造指
南。国家未来的复兴和强盛，没有青少年坚韧不拔
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斗志是不行的， 磨练教育要
从小学抓起，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在面对困难和
矛盾时不退缩、不回避、勇于担当，敢于挑战。

磨练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石。 应试教育和
素质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 应试教育是
以考试为直接着眼点， 素质教育则以全面提高
学生素质，开发学生潜能为根本着眼点。磨练教
育所要求的是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 这正是
素质教育的一个侧面，它让学生受益终身。从教
育的客观规律看，知、情、意、行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无论是培养学生的政治
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还是培养学生的学习
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无一例外地要经

过意志力的培养和锻炼这一阶段。意志信念的形
成是教育的升华，是素质的基石，也是认知转化
为行动的精神支柱和持久动力。 然而，意志信念
的形成不经过反复的实践磨练只会限于空谈。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对学生进行磨练
教育，也是培养人才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些蜚声
政坛、哲坛、文坛、科坛的名人，大都经历过各种

“磨难”的考验，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铸就
霸业，现代的华罗庚曾因学费而中途退学，一生
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
自学，终于成为当代著名的数学家。一位哲人说
过：“一个人一生中没有经历过不幸的人是不幸
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人才
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全是一帆风顺，前途是光
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不要让学生的生命
里缺失挫折教育， 其所经历的磨难只会让他们
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浅 谈 小 学 生 的 磨 练 教 育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洗洛镇中心小学 田 心

日常生活中， 农村初中生平常开口说英语
的机会较城市学生少，英语早读课便成为他们说
英语的黄金时段。 即便是这样，一部分学生在英
语早读课上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这就直接暴露
了某些英语教师早读课的不足。本文根据现实生
活中农村初中英语早读课的困境为英语教师们
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提高学生说英语的能力。

一、当前农村初中英语早读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不开口，教师不作为。 学生不知道

开口或不愿意开口，教室里只有少数几个学生
在小声读书；教师放羊式管理，虽然人在教室但
不过问学生，有的教师还会迟到或早退。

2、优生、学困生两极分化严重。 一般是学
生自由朗读，或者英语科代表从头到尾带读，学
生跟读，但教室里纪律糟糕。 成绩好的、爱好英
语的学生在认真读书、背记东西，成绩差的、不
喜欢学习英语的学生只在动嘴唇，甚至发呆或
做与英语不相干的事情。

3、教师包办早读课。 教师经常把早读课当
作正式的英语课来上，一直讲授到下早读课，没
有给学生自己熟练、内化的时间。

二、原因探究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学生

英语水平不一，要读、要背的内容太难、太多，或
者教师不重视、准备不充分，但是每一位英语教
师都有责任、有义务将英语早读课上好，以提高
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下面，我们综合各种具体
情况，一起来探讨英语教师可行的改进措施。

三、改进措施
农村初中英语早读课是在部分学生摸黑

起床，忍受严寒，长途跋涉准点赶到教室开始
的。高效的英语早读有助于提高学生读英语、说
英语和笔头表达的能力，我们以早读课 40分钟
为例进行探究。

1、教师导读、导说
学生之所以需要教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

因为教师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有效的指导方法。
教师应该适当对学生的语音、语调予以指导，指
导方式既要保证知识的广度，又要照顾知识的
深度。 其次，教师也可以在短暂的导读之后，请
学生领读，这是对领读生的一种肯定和鼓励，也
是对其他学生的一种鞭策，激励其他学生也来

争取领读的机会。再次，教师偶尔也可以引进竞
争机制，引导学生快速进入早读状态，提高他们
的英语口语能力。说的内容可以是句子、语段、也
可以是短小的故事、总结等；既可以是对家庭作
业的检验，也可以是当堂课临时布置的话题。 教
师需要及时表扬说得好的、进步显著的学生。 教
师既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要对学生
说错的地方及时指正。最后，进行早读过关制，对
学生的早读情况及时评价与跟进也是很有必要
的。这些措施能够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爱上英语
早读，养成热爱读英语、说英语的好习惯。

2、学生个人读、说英语
教师可以将当堂课的内容和预期目标板

书在黑板上，让学生努力达成，以作为对学生评
优的依据。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应提出更
高的要求， 比如可以推荐阅读英语报刊杂志或
名言警句， 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去参加各种级别
的英语比赛；对于中等生，教师应让他们夯实基
础，不断寻求好的学习方法以提高读英语、说英
语水平；对于学困生，教师应及时找到他们的难
点并给予指导和鼓励。 我们要分层教育：培优，

扩中，也要提低。每个学生说英语的能力都上去
了，整个班级的英语水平才能提高。

3、学生合作读、说英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两人一组、 三人一组或

多人一组，采取分角色、分任务朗读、领读和跟
读等方式，以增加阅读的趣味，从而调动起学生
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学生合作的过程，就是他们
的知识和思想交流、碰撞的过程。教师可以为学
生创设大情境，以提供少量知识点为切口，让他
们自己去组织语言、 自由表达。 读和说的过程
中，小组成员是伙伴，是纠错者，也是鼓励者。教
师则是组织、协调者，保证各小组的合作交流有
序进行，课堂活而不乱。

一节早读课只有 40分钟， 除了教师的 10
分钟至 15分钟，其余时间都应该留给学生。值得
一提的是，教师把时间留给学生自己读、说英语
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地进行个别辅导，让学生们
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好好读，用心记，畅快地说。

英语教师应该矢志不渝地为提高农村学生说
英语的能力而努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贡献。

论农村初中英语教师如何高效利用早读课提高学生“说”的能力
浏阳市淳口镇楼古中学 吴金花

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的“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对教育的词
义进行了具体解释：“教， 上所施， 下所效也；
育，养子使作善也。 ”

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社会对教育
的期望值普遍升高；有人说，教育改变命运，认
为教育是获得权力、地位、金钱和改变身份的
工具或主要途径；有人说，教育蕴藏财富，今天
投资金钱、时间、精力下去，考上好大学，找到
好职业，然后把投资收回来，挣更多的功利。
但在教育家的眼中，教育却有它独道的内涵。

学校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教育应该是
一个美好的词汇。可是为什么当今社会我们的
教育却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教师厌教，学生
厌学。 为什么会这样？ 其内里的原因，颇为高
深，太过复杂。 我想把它简单化，教师为何厌
教？ 学生为何厌学？ 一言以蔽之，源于不快乐。
教得不快乐，学得不快乐，因而生厌。

我想，老师的不快乐部分源于攀比。 与其
他行业比待遇， 总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比别人
累，而别人的待遇比自己好，心里窝火；与自己
行业比付出， 总会觉得别人的所得比自己多，
而别人的付出比自己少，心里不甘。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办法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
容易。 这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摆正心
态，即使门庭若市，日进斗金，也不会快乐。

我想，学生的不快乐源于不被认可，因而

找不到自信。 学生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
们家庭出生不同，生活环境各异，兴趣爱好也
不一，因而各自性格迥异。 这样一群鲜活各异
的个体，到学校后，被要求按照统一的标准一
心一意的学书本知识，应付各种各样大大小小
的考试，没有学好，考不到好的分数，就受白
眼，挨批评，遭打击，这样的次数多了，学生哪
能找到自信？ 没了自信，他又哪能快乐？ 于是
乎，厌学、叛逆、混时渡日的思想就都来了。 这
样一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厌学，成绩
越差；成绩越差，越厌学。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智力方面都是没
有问题的。 之所以产生差别，是他们注意力分
配的问题。 在学习上分配的注意力越大，他的
学习成绩越好；反之亦然。同样的道理，在某方
面分配的注意力越大，他在某方面的成绩也就
会越好。注意力上来了，就说明兴趣上来了。兴
趣上来了，就说明他能积极主动的对待这个东
西了，也就是他在这方面找到自信了，他做这
个事快乐了。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开会时，
在培训时，又何曾时时刻刻都能做到像优秀学
生听课那样的认真呢？就能保证自己从来没讲
过小话、玩过手机、开过小差？我们自己尚且做
不到如此，又怎么能要求还未成年、定力远不
如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上就如此专注呢？

学生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参差不齐也是正
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教育上，文化知识

的学习仅仅只是一部分而已。但是，当前，文化
知识的掌握、各类考试的排名，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成为了衡量学生学和老师教的最重要的
指标。 在这样的指挥棒下，老师对学生的评价
也就渐渐单一，除了分数，看不到其它。慢慢地
发展到今天，教育就只剩下了分数，以致于淡
忘了教育的初衷：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

教育也好，学生也罢，除了分数，还应该有
诗和远方。 这里的诗是什么？ 就是让每一个学
生都能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这里的远方是什
么？就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很好地规划自己的
未来。

让每个学生有了诗和远方，学生就能找到
自己的自信，从而真正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学
生从学习中感受到快乐了， 自然就会爱上学
校，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地学习，从而找寻和
体验更多的快乐， 这样他的分数自然也就高
了。可是，要让每个学生都能有诗和远方，那就
需要老师具有教育的情怀，无私的奉献，需要
坚守我们的教育阵地。

在那个曾经很违背教育规律的时期，我带
过一届所谓的普通班。那是一群分数相对来说
较低的学生，把他们聚在一起，无疑向他们宣
告学校对他们的放弃。这也无形中加大了班级
管理的难度。但是，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学
校没有放弃他们，老师没有放弃他们。 我每天

早起，带他们越野跑；每天大清早，我站在教室
门口迎接每个学生早自习； 每天下自习后，我
陪他们到熄灯、睡着。我组织他们搞文娱晚会、
文体活动，我带他们参加野炊。 我找出每个学
生至少一个优点。 放假时，我精心设计了很多
奖项，给每一个学生发放了用他们自己卖废品
勤工俭学换来的钱买的奖品。 我告诉他们，今
后的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现在的
分数，不一定是将来的生活。可是，现在对待学
习的态度，一定会影响他们将来的生活！

还记得， 有一个家长十分感动地对我说，
他的孩子拿着奖品一路哭着跑着向他报喜，他
得奖了！ 那个孩子是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在原
来的学校，他因为成绩差，受尽了冷漠，哪还能
得奖。一个小小的肯定，让他找到了自信，他的
成绩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后来，他参军入伍；现
在，他生活幸福。

教育不应只是眼前的分数，还应有诗和远
方。而且，只要让学生觉得有了诗和远方，他们
也就能取得不菲的分数！

谁说不是这样呢？
所以，行动起来吧，用我们独具魅力的慧

眼，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用我们善于赞美
的舌头， 毫不吝啬的夸赞每个学生的闪光点；
用我们各自擅长的方法，尽情放大每个学生的
闪光点。这样，他们一定会既拥有分数，又拥有
诗和远方。

教育不应只是眼前的分数，还应有诗和远方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中学 刘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