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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傍晚放学后，李妈妈在群里@我一条

信息：“俞老师，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小李体

训的事，他说今天下午体训时脚和腿都很

痛，还有很多作业要做。我想跟你说一

下，能不能不让他参加体训队了？”

参加体训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耗

费时间也有可能影响到学习，李妈妈的

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如果仅因为这样

就放弃孩子的特长爱好，很可惜。记得

开学初小李的自我介绍，说到自己体育

成绩好、跑步快时，他一脸的自豪和骄

傲。如果不坚持下去，这份自信也会随

之消失。所以，我随之在群里回了她这

样一段话：“孩子能参加体训队，说明这

方面有潜力，老师也在培养。锻炼不仅

能提高身体素质，而且能磨炼人的耐力

和毅力。如果自主放弃，下次就没有机

会了。所以请家里商量后单独联系我。”

直到现在，李妈妈也没有联系我，更没有

提出要更改。

二
大概晚上9点左右，我收到王爸爸的

一条微信：“俞老师，儿子说他报的兴趣班

不是他喜欢的，是因为别的班都满了才报

的。男孩子学什么十字绣。他写的字太

难看了，能不能换到书法班啊？”

这个班是刚接手的，没有见过王爸爸，

从他发的内容中隐隐感觉他心里有挺大的

不满。我当时正在开车，不方便与他微信

聊，所以发了我的电话过去，建议通个电话。

电话里我告诉他，学十字绣是孩子自

己提出来的，说明他也感兴趣。然后我向

王爸爸陈述了我的看法：王同学在学校里

好动，属于坐不住的。十字绣是一门很安

静、细腻的活，如果孩子愿意去尝试，说不

定是一件好事，能让他安静下来，专注地

做一件事。学这门技艺，我们不去期待他

能绣出多好的作品，或者学到什么刺绣的

本领，目的是培养他安静做事、细心做事

的品质，这对孩子将来的发展最重要。

王爸爸听了后又跟我说，儿子传话要

买十字绣的材料，又说不清，能不能帮我问

一下相关教师。我说五年级的孩子有能力

自己去问清楚，你要鼓励他自己解决问题。

三
学生参加学校的兴趣拓展班，经常会

碰到家长要求换班的事。例如上面两则

案例，李妈妈心疼孩子累，王爸爸认为男

孩子学十字绣不合适，家长们类似的各种

想法班主任都要理解。与家长沟通，我们

不要急着答应或者拒绝，从孩子长期发展

的角度看，把自己的看法跟家长说一说，

让家长换个角度来看事情，帮助家长看到

积极的一面，他们就会有新的认识。

这样既可以使双方沟通比较顺畅，也

不会因自己班的学生频繁调动影响到整

个年级组的安排。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

向家长传达了培养孩子的科学理念，在家

校共育上主动向家长伸出了一只手。

“老师，老师，小航说您的坏

话 。”“ 是 的 ，是 的 ，我 们 都 听 见

啦。”……我刚进教室，学生们就涌

过来对我这样说。

“他说了什么坏话啊？”

“老师，小航说你很烦。”

我心里确实有些不高兴，走到

小航旁边问：“你真的是这样说的

吗？”

小航低着头，羞红了脸。

“可以和老师说说原因吗？”

小航还是一言不发。

事出总有因，我联系了小航妈

妈。从她那里得知，最近孩子做作

业非常拖拉，她很着急，经常骂孩

子。后来，就听到孩子说“老师也和

妈一样烦”。

原来，小航由于写作业拖拉，在家被父母

催，在校被老师催，所以他觉得很烦。

第二天一早，我对全班说：“据我了解，昨天

小航的原话是‘王老师和妈妈一样烦’。老师觉

得这不算是在说坏话，而且小航把老师跟他的

妈妈放在一样的地位，这让老师感到很荣幸。”

只见小航又羞红了脸，其他学生则一脸疑

惑，我补充道：“作业不能及时完成，每天被大人

催，难免会出现烦躁心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经历？”

这下，学生们像打开了话匣子。

“我觉得爸爸妈妈和老师催我们写作业，是为

我们好，谁让我们没做完呢。”乖巧的学习委员说。

“有时候真的很烦，虽然我知道催我是出于

好心，但其实我自己真的会主动去做，只是速度

有点慢。”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小梦嘟哝着。

……

“可是，作业是一定要完成的，这是没得商

量的事情，我们也不想惹人烦。有什么办法来

解决这个问题呢？”

学生们陷入了思考，不一会儿，好几个可行

的办法出笼了，比如计时法、写保证书、比赛法

等等。小航也在积极地制订自己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小航交作业非常及

时，全班交作业情况都比之前好多了。也许，多

一分信任与放手，学习效率会更高，师生关系会

更融洽。

蔬菜上的“学问”

学案是供师生

共同完成一单元或

一节课内容的依据，

是本节课或本单元

重 难 点 的 变 式 再

现。因此，在制定学

案时，我们要充分考

虑到教材和学生的

具体情况，让学生能

顺利掌握相关语言

知识，全面提高学生

的综合语言实践能

力。

首先，学案应注重“实用

性”。学案的制定要因学定教，

切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学案导

学设计方案是让学生通读与本

单元相关的所有资料，然后由学

生共同确定本节的重难点，学生

自主表演和陈述自己的问题，同

时还要解决别人的问题。

其次，学案应注重“学”。我

们在设计学案时，主要考虑学生

的知识结构、知识水平等，本节

课应掌握哪些知识，发展哪方面

的能力，以及学生目前的水平与

教材之间的差距，准备一些适应

学生自身语言能力的活动和带

有探索性的活动。同时，注意设

计的层次和梯度。

最后，学案应注重“导”。既

然有了学案，教师在课堂上就要

注意自己的角色，注意自己对时

间的支配权，更要明确自己的任

务，提高业务能力。课下，教师

的工作要做得更深、更细，努力

准备各种材料，使之更适合不同

层次的学生需求，使材料更具逻

辑性、趣味性、生活化。这样在

课堂上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游刃

有余。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千万不

要认为有“学案”这个法宝就“万

事大吉”了。我们在日常教学中

仍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恪

守教育和教学规律。

这几天，我陆续听了几位优秀

教师的课，强烈感受到好课堂从理

念到实践道阻且长。我相信，这些

教师一定接受过许多次以学生为本

的教学理念培训，但是当真正进入

课堂实战时，一些根深蒂固的教学

陋习依然暴露无遗。

我反对一问一答式的教学模式，

因为教师问学生答的教学组织方式

一定会陷入单一的对话模式，很难有

每个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课堂提

问环节应避免一些有违学习常识的

陋习。我大致梳理如下：

陋习一：不断重复学生发言。
我发现，在以教师主导的“我来问你

来答”这种单向度的对话关系课堂

上，问题抛出后，一旦有学生配合教

师的节奏说出答案，超过 90%的教

师都会把学生的话重复一遍，以示

强调。重复时，有时还会把学生说

得不够到位的话再“添油加醋”进行

扩句，以这种方式巧妙地将标准答

案“塞给”学生。是这个答案特别

重要，需要通过“重要的事说三遍”

来强调吗？我看未必。教师总是

在重复学生的发言，一方面对课堂

有限的时间造成不必要的消耗，另

一方面容易让一些学生养成选择性

听讲的习惯，觉得错过同伴发言的

这一遍没关系，反正教师还会“重新

播放”。如果真的觉得这个答案特

别重要，需要强调的话，是让学生来

重复还是老师重复好呢？答案不言

而喻。

陋习二：迫不及待找人回答。
经常看到这样的课堂场景：教师的

问题抛出后，有一两个聪明的学生

立马举手，于是教师立即示意让其

回答。立即让好学生回答，这是以

优秀学生的思维替代大多数孩子的

思维，是“少数人的游戏”。让优秀

学生立即发言，满足了教师完成教

学任务的需要，但没有达成让所有

学生进入思考的学习目的。长此以

往，会让课堂上的大多数学生养成

只听讲不思考的惰性。每个班级都

不缺少这种特别聪明的学生，他们

能够捕捉到老师的心思，配合老师

快速推进教学流程。这样的课堂，

优秀生屡屡获得发言机会，但多数

学生整节课就是“听众”角色。

陋习三：问题零散不成体系。
不少课堂上，教师的问题一抛出，立

即小手林立，于是教师很快找人回

答，心里还满怀喜悦。如果教师提

出的问题都不需要思考，说明这是

低智化的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值。有

人曾经统计过，有的语文教师在课

堂上的提问最多高达 300 问，数学

教师会达到 150 问。如此频繁发

问，看似环环相扣，其实是“大题小

做”。碎片化、不成体系的提问，剥

夺了学生整体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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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桂东县四都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走进位于该镇西水村

的方兴菜篮子蔬菜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参观中，种植蔬菜的技术人员

耐心讲解了蔬菜成长的全过程。孩子们听完纷纷感叹：“原来每天吃

的蔬菜隐藏了这么大的‘学问’。”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在老师的带领

下，栽种蔬菜幼苗，在种植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里满载知识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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