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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故事

教学只局限于课堂上的 40 分钟
吗？ 下课铃响不仅意味着本节课的结
束，同时也是另一段学习的开始。

那天，我听到了发生在三年级公开
课之后一段精彩的师生对话。

参加完一堂公开课，教师钱辞苑回
到教室。只见她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巧克
力。她说：“今天，大家都参与了公开课，
从课前预习、课堂展示都很棒，所以每
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奖励，但我这还多
出一些巧克力，你们觉得谁可以拿到额
外的奖励呢？ 说出你的推荐人选，再给
出合适的理由。 ”

问题抛出后，经过短短几秒钟的思
考，学生们随即分享了各自的评价。 学
生 A 说：“我觉得朱洪硕今天的发言很
有质量。 ” 钱老师追问：“怎么有质量
了？ ”学生结合朱洪硕的发言内容给出
了补充说明。钱老师笑着说：“你很会推

荐，理由很充分。 ”
学生 B 发言：“我想推荐方逸欣，虽

然她今天全程都没有被老师叫到发言，
但是她几乎每次都举手。 ”钱老师也肯
定了他的推荐：“举手非常积极，就是认
真思考的表现，值得推荐和表扬。 ”

……
学生们推荐中有的关注思维质量，

有的关注参与程度， 有的关注表达能
力。 就这样，一种课堂学习的评价标准
已经不知不觉印在了学生的脑海。

教师创造出的充满教育味道的“巧
克力”，不仅是学生的彼此发现、认同与
称赞，也是在 40 分钟后的再思维、再成
长、再提升。

我曾在外地借班上过一节公开课
《夸父逐日》。 课的最后几分钟，我给学
生推荐了一本书， 也就是课文的出处
《山海经》。 课后，我就与这个班的学生

告别了。 但没过多久，他们的老师联系
我，说要给我展示一下学生们完成作业
的情况。

我经历过许多次公开课，也经常会
布置一些课后作业给那些仅有“一面之
缘”的学生，但这通常只是一种课堂环
节的展示。 我不禁追问自己，以往在公
开课上布置的作业有落实、评价吗？ 我
们常在公开课的结束时段“挖坑”，却又
总是忘记“补坑”。 我们太关注那 40 分
钟的“表演”是否漂亮，却不在意“散场”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学生回家后纷纷阅读起《山海经》
和其他小古文来。 不仅阅读，班级内还
开展了丰富的小古文学习活动。 没想
到，学生们真的从“这一篇”走向“这一
类”，从“一堂课”走向“一门课程”，让那
节公开课中我抛出的“接力棒”得以“传
递”下去。 赵昌竹

我的第一课

春耕学农事

正是春耕季节， 江永县潇浦镇锦堂美村的孩子跟着家长
来到田间，近距离认知农事，在农业生产中感受劳动的艰辛。

田如瑞 摄影报道

乒乓球在我国是体育运动普及
率最高的球类， 而在科学教师眼里，
乒乓球还是一个信手可得的实验器
材。 在很多实验中，都有它的身影。

气体流速越大压强越小，简单的
一句话，学生很难理解，但如果用乒
乓球做一个实验，效果就不一样了。

我把乒乓球放置在漏斗里， 问：
“如果把漏斗倒过来，在不用胶水、不
接触球的前提下，大家有什么办法能
在几秒钟之内不让乒乓球掉下来
呢？ ”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用力吸气，把乒乓
球吸住；但当场验证之后，学生们发现达不
到预期效果。

我让学生再用力吹气试试，结果出乎意
料，乒乓球在漏斗口旋转，就是没有掉下来。
结合科学原理分析， 学生们便恍然大悟，了
解了“气流越大、气压越小”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可以运用在另一些实验中。
将乒乓球放在水龙头下，让水流冲刷乒

乓球。奇怪的是，乒乓球没有被流水冲走。其
实这和气流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球偏离水流
中心时，周围的水流产生压力差，让乒乓球
回到中心。

取两只玻璃杯， 口对口置于桌面上，杯
口相距 1 厘米，在两只杯子中放入一个乒乓
球，对着杯口之间的缝隙吹气。 每吹一口气，
乒乓球就滚到对面的杯子里， 如是往复，甚
是神奇。

捏住洗衣机排水管的中部用力甩动，使
半截管子旋转起来，将另一端的管口靠近乒
乓球。 乒乓球似被魔力所吸，从管子下端进
去，上端出来。

“大家打乒乓球时，有没有遇到过球被
弄瘪的情况？ 怎么处理？ ”对于我的提问，有
学生提出， 可以利用气体热胀冷缩的原理，
把乒乓球浸到热水里，让瘪的地方重新鼓起
来，恢复原状。

乒乓球在水里不一定能浮起来，你信吗？
取一个较大的可乐瓶， 从中间剪成两

半，将瓶子的上半部倒扣在下半部中，再将
乒乓球放入上半部瓶子里，快速注水，乒乓
球是不会浮起来的， 只会紧紧贴在瓶颈处。
原来这也是压力差的原因，乒乓球下表面接
触空气，上表面接触水，水的压力大于空气，
乒乓球只能乖乖地呆在水底了。

此外，乒乓球还可以用音叉来体现声音
的震动，代表月亮演示月相变化，还可以用
毛皮擦过的塑料尺靠近乒乓球，使乒乓球受
到静电吸引而滚动。

吴笔建

“你给我擦干净！ ”正在给学生
讲解习题的我被这句喊叫吓了一
跳。抬头一看，只见小何怒气冲冲地
拿着本子在前桌小张面前挥舞，吸
引了全班学生的目光。

“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
小何带着哭腔：“她用铅笔把我

的本子全画花了。 ”
“你为什么要这样？”我问小张。
“是他先抄我的答案。”小张说。

“我没有抄，我在找橡皮。 ”小何马上回
复。

上课时间， 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全
班的学习，我劝小何回到座位。

可是没等我讲解几句， 又听到小何和
小张的争执。我大声道：“安静下来，你们浪
费的时间，下课铃响后我也要补回来。 ”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我继续上课，并关
注着两人的状态，发现小张虽然在气头上，
但转过去帮小何擦本子。 直到下课两人没
有再说过一句话。

下课后，我把两人叫到办公室。经过疏
导， 两人都承认了错误， 我趁机表扬了他
们。

我对小张说：“刚才课上老师一提醒
你，你马上意识到要把小何的本子擦干净，
这说明你的内心已经很勇敢地承认了错
误。而且你知道抄作业是不对的行为，这点
我也要表扬你。 ”

我对小何说：“我相信你没有抄小张的
作业，近段时间我发现你进步特别大，上课
积极举手，作业质量也好了很多。但上课时
间，你因为要找橡皮，站在同学旁边看来看
去，对同学有影响。 你再想想，上课时间橡
皮不见了，又必须用，应该怎么做？ ”

“可以向同学借或者举手跟老师说。 ”
小何说。

我说，“事情通过沟通都能很好地得到
解决。 因为误会，发生这场闹剧，不仅影响
大家的学习，也影响同学之间的感情，这不
值得。 我希望今后看到你们互帮互助。 ”两
个人互相说了“对不起”，放松多了。

董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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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从课结束那刻开始

大山深处，小溪尽头，层峰叠峦之
间。两层楼房前伫立着木质篮球架。这
就是绥宁县党坪乡麻地村小学。

初秋早晨九点，空气热乎乎的。 既
忐忑又兴奋的我端起教材， 对着办公
桌前的小方镜，整理了一下衣领。

“你一定行！ ”在老书记鼓励的话
语和目光下， 我鼓起勇气走进了教
室。

站上讲台， 我羞涩地低着头说：
“今天由我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数
学。 ”

“老师，七凤挤我！ ”这时，一个响
亮的声音从教室后排传来。

我抬头， 张七凤圆圆的脸蛋白里
透红。 张七凤比我小两岁，平日里，她
总是要我叫她“七姑”。 我们是发小，曾
经一起放牛，砍柴。

比我个头还高的七姑， 似乎有些
委屈：“我不是故意的，我、我手脚有这
么长……”

我问“七姑”：“下节课给你换个座
位，怎么样？ ”“七姑”露出了笑容，“小
老师真灵性！ ”

霎时，全班同学都盯住了我，我窘
极了，赶紧换话题和学生说：“同学们，
我教你们一首诗吧？ ”

我重新走上讲台背诵：“千里修书
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
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

“老师，我知道。 这首诗是要我们
同桌、邻桌之间互相关心，不要斤斤计
较。 ”刚才那个响亮的声音再次响起，
而教室里也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趁热
打铁， 赶紧按着自己的备课内容给同
学们上课。

教材内容上完后， 我给同学们出
了一道课外延伸题： 一瓶感冒药 80
粒，每天吃 3 次，每次吃 4 粒，可以吃
几天，还剩多少粒？

“可以吃六天，还剩两粒。 ”“不，可
以吃六天，还剩八粒！ ”一时间学生因

为答案争执起来。
我始料不及： 他们的思路都有道

理，可是我该如何讲解错误答案？ 我的
脸火辣辣的。

“七姑”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写着。我
走到“七姑”面前，希望她能“解救”我。

瞧我来到她面前，“七姑” 提出自
己的疑惑：“老师，剩下八粒是正确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做错了呢？ ”

瞬间， 全班同学们都带着怀疑的
目光看着我。

我无言以答， 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此时，下课铃响起。

“他们为什么做错题了呢？ 老师下
节课再做解答。 ”我的第一节课就这么
草草收场。

回到办公室， 看见老书记面带笑
容，我羞得无地自容，赶紧拿起书本研
究。

这事虽已经过去 40 年，但它时时
告诫我：“学不可以已”。

学不可以已
绥宁县长铺镇第一小学 于大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