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角思维

赏析诗词于无疑处生疑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脍炙

人口、饱受赞誉的佳词佳作。 对于早已
为人熟知的诗词，教师该如何引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指导其领悟更为深刻的认
识呢？

朗读是学习的基础。我和很多老师
一样，这堂诗词课在学生“大江东去，浪
淘尽”的朗读声中起始。 但与很多语文
课堂不一样的是， 在学生反复朗读，进
入情境之后，我随之抛出了第一个关键
问题：“该词中为何有些韵脚读起来不
够押韵？ ”以此引导学生关注古代汉语
的语音演变规律，帮助学生了解了“入
派三声”的音韵学知识。

课堂上，我要求学生以激昂之情朗

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体会词作者的情感； 自己就以无奈、怅
然之感示范朗读“多情应笑我，早生华
发”，引发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第二个
关键问题“‘小乔初嫁了’是否为闲笔？”
的提出，我与学生平等探讨诗词背后的
历史典故与作者意图，在提问中给予学
生必要的文化信息。

在课堂的后半段，仁者见仁的开放
式提问贯穿至终。“故国神游”究竟是何
人在游？“人生如梦”是否表达了苏轼的
某些消极思想等关键问题的提出，在点
拨学生思考问题方向的同时，引领其对
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理解走向
了更为深入、深刻的探究。 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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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学生
去年 9 月 1 日，学校迎来了新一届初

中学生，其中有一名学生很特殊。 她叫小
萍，下肢瘫痪，靠双拐挪步。

我惊呆了：这学生该怎么办呀？ 为何
不去特殊学校读书？ 为何不退学在家休
息？ 上厕所怎么办？

我惊叹了：这么小的孩子，就要承受
这样的痛苦，忍受他人异样的眼光，这得
需要怎样的毅力啊。

我思考着：她这么不方便，几乎动弹
不了，坐下来就是一整天；一桌一椅，一个
书包，就是她的天地。 该怎么帮助她呢？

这天早晨， 学生们已经在读书了，只
见一辆电动三轮车飞驰到教室门口，小萍
靠着双手的劲挪动身体，很麻利地抽身下
车，双拐先前行，“走上”台阶。我上前想帮
忙，她微笑着摇摇头。到了座位上，小萍先
坐下，再放好双拐，挪好双腿，拿出作业
本，开启她一天的旅程。

我被这一幕震惊了：孩子，你真棒。事
后听小萍的奶奶说， 小萍从小学开始，每
天就是这样生活的，没有落下一节课。 家
里人只求她能健康长大， 能有一技之长，
能坚强地走下去。

我的疑问又来了， 这学生不能蹦啊、
跳啊，该参加哪一个社团呢？ 跟任课教师
商量，征得学生本人同意，小萍报名参加
西塞山文学社。

于是，她开始了文学阅读。 教师把她
喜欢的书籍搬到她身边， 每到活动课，教

室里只剩她一个人，她就静静坐在那里津
津有味地阅读， 还用笔在认真地做批注。
她看过的书，都留下了文字，仿佛在和书
本沟通着。 我释然了：这孩子，有伴了。

她的文章越写越好，得到了文学社教
师的好评。

深秋，小萍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落
叶，不禁有些惆怅。 科学教师反映她的作
业有用过百度的迹象，英语教师反映她很
多单词不会写……我走到跟前问她：“长
大以后，你的理想是什么呢？”她毫不犹豫
地回答：“做一个正常人，一个能跳、能跑
的正常人。 ”

我的心又颤抖了。我该怎么把她从自
卑中解救出来呢？ 这天我们正好学习海
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诵读环
节，我叫了小萍。 起初，她读得很平稳，慢
慢地哽咽了。

事后我让她写一篇读后感。她写得很
真诚。 其中有这样一句：“我不就是海伦·
凯勒吗？ 班主任不就是莎莉文老师吗？ 我
有听觉和视觉，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
呢？ ”看到她在文章的触动下又阳光起来
了，我激动无比。课后，我发现她听课更认
真了，提问也更积极了。月考成绩出来后，
小萍已进入班级前 5 名。

从早晨深情的朗读，到课堂上精彩的
发言，到课后作业工工整整的小楷……我
感受到小萍弱小的身体里爆发出的力量。

赵丹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农村偏远学
校一定要积极关注教师的工作状态，增
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 新时代农村义务教育偏远学校
教师的工作状态

（一）无奈的选择，导致没有热情
农村偏远学校的教师， 普遍是城里

考编制落选， 为了找份工作而做出的无
奈选择。 不便利的交通， 人烟稀疏的乡
村，落后的环境和设施，让一些多才多艺
的教师教学技能无法施展， 才华得不到
体现，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前景，总感
觉与城里教师相比， 输在了职业起跑线
上。 繁重的教学任务使得教学效果不理
想。 长此以往，没有了工作激情和动力，
更不会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 这导致
部分教师工作随心所欲听之任之， 对学
生不冷不热，学生学习兴趣也不浓厚。 如
此恶性循环，学生天性受到遏制，教学质
量难以提升，教师情绪更加低落。

（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没有
情怀

农村偏远学校的教师由于地区偏
远，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缺乏。 繁重的教
学任务和永远做不完的应付性工作压得
他们喘不过气来， 觉得理想和现实落差
太大，难以树立对农村教育事业的信心。
他们的教育情怀和感悟还停留在个人认

知阶段，在工作中得过且过混日子，严重
影响了农村偏远学校的发展未来。

（三）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导致没
有责任

农村偏远地区学校和城镇学校相
比，不少方面都还存在着差距，任务重、
工资低。 当前，很多农村学校教师的责任
意识普遍弱化， 他们有的得过且过———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的不听劝说
“我行我素”，有的四处游说“忙于调动”
……缺乏正能量， 没有沉下心来认真考
虑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 没有把个人价
值融入农村教育事业之中的勇气和魄
力。 如果教师只把工作当一种谋生的途
径，可想而知，农村教师要想赢得学生和
家长的尊敬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态度消极，导致没有担当意识
教师只有心怀梦想、敢于担当，才会

有责任感、使命感，才会感觉到自己职业
的神圣。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由于
个人原因和现实条件的影响， 普遍缺乏
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对未来不敢期许，
对学生没有责任感， 对农村教育事业不
抱希望。 即便是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师
范生，在整体态度消极的氛围里，他们也
会放下理想，没有坚持自己的初心，随波
逐流，没有了担当，让教育失去了应有的
生机与活力。

二、 改善新时代农村偏远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工作状态的方法

（一）改善学校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关系到学校的形象， 关系

到教师的工作热情。 地方政府要优先发
展教育，倡导尊师重教新风尚，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硬件质量，让基本的教学
用具、网络多媒体等一应俱全。 这是一所
学校的必备条件，再难再苦，也要千方百
计给予保障。 只有条件改善了，教师才能
安心教书育人。

（二）提升教师的积极性
待遇问题一直是农村偏远学校教育

事业发展的瓶颈，很多学校连教师基本的
吃住问题都不能解决，又怎么能让教师潜
心教育？最基础的工作是应该满足他们自
身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俗话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只有解决了教师的后顾之忧，
他们才能轻装上阵，恪尽职守。

其次要真心关心农村偏远学校教师
的教学与生活。 无论是村委会还是校领
导，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教师之
所想，急教师之所急。 特别是对一些生活
特别困难的教师，要积极采取行动，给予
他们人文关怀和经济上的帮助， 让他们
感觉到自己被关心关注。

另外， 在工作中给予教师充分的自
主教学实践，切忌因为管理不科学，忽视
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 影响到心理状态
和教学积极性。 在学校管理上，要敞开大
门，让农村教师参与进来，发挥他们的智
慧和才干，提升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三）增强教师的责任感
作为农村偏远学校教师， 一定要不

断提升教学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大的困
难，也不该成为放弃教育事业的理由。 教

育主管部门利用各种途径引领每一名教
师把心交给学生，交给乡村教育事业，没
有这份初心， 就不适合在农村教育岗位
上从教。

（四）丰富教师精神文化生活
教育事业需要精气神， 才能让学生

从教师身上看到明天的希望， 只有给学
生力量， 给学生鼓励， 教育才会展现活
力，才会春意盎然。 农村偏远学校可以通
过丰富的精神生活进行弥补， 从教师的
身心健康出发，持续推进，就一定会让教
师感受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 进而爱
上农村，扎根农村教育。

结合农村偏远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
精神文化活动。 如具有农村当地特色的
节日等，鼓励教师参加，给予教师展现个
人风采的机会，拉近教师和村民的距离，
让教师更加了解农村人的善良和真诚，
增强教师的幸福感。 也可以在学校经常
性开展体育比赛和各种技能比赛， 如烹
饪、踢毽子、羽毛球、足球等，让教师感受
到大家庭的温暖， 感受到农村地区对教
师的关爱。 还可以组织观看一些充满正
能量的电影，如《我的教师生涯》《放牛班
的春天》《音乐之声》，激发教师献身农村
教育事业的决心。

农村偏远学校教师工作状态分析及解决办法
华容县注滋口镇中心小学 刘传星

这个学期 ，江
永县第一小学五年
级展开了跨越千里
的书信交流活动 。
近日 ，600 多 名 孩
子收到了来自重庆
忠县白公路小学同
龄人的来信。 孩子
们 拿 着 信 高 兴 极
了， 不时跟同学聊
“远方的朋友”。
黄云香 摄影报道

千里情谊鸿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