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比荣誉更能有凝聚力
□□ 魏月琴

学校宣布本月进行广播操比赛，我

们班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摩拳擦掌，

因为这是他们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广播操

比赛，大家都希望能赛出水平。学校在

宣布广播操比赛时，附加了一个条款：允

许每班有两名学生不参加。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李岩，这名学生

小时候患脑积水，肢体不协调，走路都走

不稳，平时就很少出操。

班级事务要经过民主讨论，而讨论

一定会涉及李岩，为保护他的自尊心，我

以请他为老师做点事为由，带他离开教

室。

我给李岩搬了张凳子，他的腿绷得

直直的，手指不停地相互扭着。

“李岩，你想参加这次比赛吗？”我

问。

他摇摇头，半天才说，怕拖班级后

腿。

我有点心疼，肯定了他，列举了他的

优点。他慢慢地抬起头来，眼睛亮晶晶

的。我拿了些书给他看，自己回到教室。

教室里学生们正在激烈争论，看到

我进来，体育委员小飞激动地说：“李岩

拖后腿呀，比赛关乎班级期末评比呢。

既然有两个名额可以不参加，那为何不

用呢？”我看到有学生点头附和。

生活委员小云站起来说：“我支持李

岩参加，他是我们班的一份子。最后一

个学期，如果不让他参加，我想他会很失

落。”

话音刚落，小森接上：“我赞同小云

的意见，荣誉很重要，可我觉得让李岩得

到尊重，感受集体的温暖和友爱更重

要。我愿意每天教李岩做广播操。”又有

几个学生说他们愿意帮助李岩走队列。

至此，我心里百感交集，这些学生平

时调皮，没想到都有自己的见解。于是

我提出两点想法，请他们思考讨论：

1.不让他参加，得到荣誉的概率很

大，失去的是什么？

2.让他参加，可能会失去荣誉，得到

的是什么？

又一轮讨论后，进行了投票，据班长

统计，20%左右的学生反对李岩参加，以

小飞的理由为代表：名额不用白不用，获

得荣誉可以让班级加分；80%学生建议

让李岩参加比赛，理由是：一个都不能

少。

我肯定了大家的想法，强调班级允

许不同声音存在，让那20%的学生不要

有心理负担。最后，依据集体投票结果，

李岩成为广播操比赛队伍中的一员。

李岩每天在同学帮助下练习走队列

和广播操的动作，劲头十足，学习态度也

有很大转变。

比赛那天，我们班学生个个精神抖

擞，我突然发现李岩居然站在第一个。

原来学生们在练习时发现他的声音最响

亮，而且个子高，就让他来领队。我又一

次被学生们感动了。

伴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我们

班学生喊着响亮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

地迈步向操场走去。李岩的动作还是不

太协调，可他脸上充满了自信。我看到

了评委们赞许的目光，也看到学生们认

真严肃的神态。

当校长宣布本次比赛我们班获得第

一名的结果时，学生们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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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研学 感知传统

班主任故事
且行且思

师与生

10 月19 日，湖南省特殊中等专业

学校美术班的学生在江永县勾蓝瑶村

写生。近年来，江永县改造升级古村基

础设施，将勾蓝瑶村打造成“传统古村

研学基地”，吸引各地学生前来感受古

村风光和民族文化。

田如瑞 陈健林 摄影报道

在教学中，除了有

学优生的存在，也会有

学困生的存在。学困生

往往学习被动，缺乏独

立思考和钻研能力。那

么，我们如何对这部分

学生进行转化？

激发“学困生”的

学习兴趣。作为教师，

要保护好学困生的学

习兴趣。在设计作业

时一定要注意难易度，

不要让他们去做无法

完成的作业。没有情

感的教学是失败的，教师要关爱每

一名学困生，时时从语言、神态、动

作上规范自己的教学行为，多给学

困生赞赏、鼓励，让他们感受到教

师的关爱和信任，积极主动地学

习知识。同时，教师还要建立一个

能激励学困生的评价机制。评价

中，既要关注学习的结果，也要关

注学习的过程以及学困生个体的

思考变化发展。

合作自主学习，营造有利于“学

困生”学习的良好氛围。课堂上，学

生组成“四人讨论”学习小组，讨论

后由学困生代表小组发言，无论回

答正确与否都给予表扬和鼓励。开

展“一帮一”结对子活动，挑选那些

学习成绩优秀并乐于助人的学生担

任学困生的“小老师”。

加 强 对“ 学 困 生 ”的 学 法 指

导。学困生在学习上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概念理解不充分、基本技

能掌握较差、思维分析能力较弱。

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应及时对他们

进行启发和引导，帮助他们透彻理

解概念，掌握基本技能，提高学科

综合能力。

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合理

运 用 转 化 策 略 ，充 分 调 动“ 学 困

生”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能使他

们学会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

师专毕业的我，被分配到安平中学，

接任了初一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并兼任

一个班的班主任。

为了更多地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

下课时间，我和学生谈学习、拉家常，以

心交心，把自己融入到他们之中。我发

现这些天真淳朴的农村孩子并没有远大

的理想，大部分孩子读书是因为“父母要

我读书”，不是“我要读书”，学习目的不

明确，学习兴趣不浓。此外，学生的底子

薄、基础差，知识储备量远远不够。

在我的班级，由于学生父母文化水

平的局限、教育观念的偏差，农村外出打

工的家长居多，陪伴孩子的时间甚少，对

孩子缺乏必要的激励和引导，对他们的

学习关注更少，因此学生们不完成作业

的情况十分普遍。

尽管每节课，我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并把师生互动的“版本”降了又降，但是

课堂教学仍然显得十分尴尬：我自以为

简单的口语问题，学生却张口结舌、茫然

不知。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中，80分以上

的学生寥寥无几，最低分只有几分，不及

格的多达二十个以上。看到那一排排鲜

红的分数，我十分难受。

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应该帮助学

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教会他们为人处世

的方法。我利用课余时间，跟个别学生

谈心、交流；利用午休时间，让他们阅读

名人故事；运用自习课时间，给他们讲述

外面世界的精彩，使他们认识到“知识就

是财富”“读书才能成就未来”……孩子

们心中逐渐有了梦想。

如何引导学生热爱学习，帮助他们

向梦想迈进？我从赏识学生入手，用微

笑面对他们，用真诚感染他们。我蹲下

身子，用坦诚的心解答他们的疑惑。我

的课堂也逐渐走向质朴，当学生答对时，

我会给他掌声鼓励；当学生答错时，我会

送他微笑鼓励。课下，孩子们邀请我一

起跳绳、踢毽子，我都欣然答应，慢慢地，

我走进了学生们的心灵。

为了激励学生，我亲手布置教室，买

来兰花、月季花、仙人掌等盆栽，与学生

们一起出好每一期黑板报。学生坐在

焕然一新的教室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为了提高学生的读书兴趣，我自掏腰包

买来几十本课外书，建立了班级“图书

角”。每天课余时间和阅读课时，学生

都津津有味地看着课外书；每当下课休

息时，我就和他们谈谈阅读体会和收

获，渐渐地，他们变得爱看书了，养成了

每天阅读的习惯，写作水平随之提高。

他们爱上了我这个老师，自然也爱上了

英语课。

半年以后，学生们逐渐形成专心听

讲的课堂习惯；一年以后，学生养成了按

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两年以后，学生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基本做到课

前有准备，上课有精神，听课能专心，思

考会用心，答问声音响亮。等到初二下

学期期末考试时，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班级的学习风气逐渐

变浓。到初三毕业时，学生的学习成绩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及格率达到 90%以

上，优秀率接近50%，我由衷高兴。

刚来安平中学教书时，条件艰苦。

单是住在铁路旁一间简陋的楼房内，我

就因为火车轰鸣声，有两个多月难以入

眠。那段时间我总是头脑昏昏沉沉，嗓

子沙哑说不出话，脚钻心地疼痛，但我都

咬着牙坚持下来。

学校领导的关爱、同事的帮助以及

学生的真挚情感，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也给了我坚持下来的力量。校长邓

向阳经常询问我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困

难，帮我排忧解难；同事们常常邀请我去

他们家“加餐”；学生们也把从家里带来

的红薯片、落花生等美食送到我跟前，

说：“老师，您尝尝我们自己家产的东西

吧。”

每每看到这些情形，一种幸福感不

禁从心底油然而生，这不正是我们这些

平凡的人民教师的梦想和初心吗？能够

投身于教师队伍，为山区孩子点燃梦想，

不正是我一生的追求吗？这样的日子虽

然又苦又累，但是我幸福并快乐着。

平凡的幸福平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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