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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之间因沟通

不畅产生了许多矛盾。为了帮助学生

掌握沟通技巧，避免类似问题发生，我

带着学生创编生活剧本，以演为线、以

议悟理，开展了沟通为主题的班会课。

课前，我收集了班级中发生的3个

有代表性的沟通片段：自己犯错，指出

别人的错误，商量事情。

课上，“小演员们”全情投入，演绎

得生动自然。表演到老师询问学生是

否忘记做值日时，小演员不服气地说：

“老师，我马上要回教室写作业了，今天

作业很多。况且小红也没做值日，为什

么只说我！”小演员刚表演完，就有学生

迫不及待反馈他发现的问题：“被别人

指出错误后怎么能这样狡辩和推卸责

任呢，太没礼貌了，承认错误的态度要

诚恳”；当小演员扮演检查人员来到教

室时，他冷冷的一句“教室怎么脏得像

垃圾场，快点打扫干净，不然把你们班

卫生分数扣光”刺激了全班学生，大家

义愤填膺，“就算别人犯错了，也不能用

这样的语气说话，会伤害对方”；最后一

组学生表演结束，小演员一句“你不借

我，我不跟你好了”竟引来了部分学生

“眉目传情”，有的孩子还悄悄低下了

头。交流环节，李萌说：“之前有同学向

我借跳绳时就是这样的。我只有一根

跳绳，借给她我就没得用了，但不借给

她，我又害怕她不跟我做朋友。”听到这

里，张鹏回应说：“真朋友不会不考虑你

的感受，更不会用威胁的方式跟你说

话。”话音刚落，全班响起此起彼伏的掌

声。

小组演绎结束后，我提议提炼人与

人沟通发生问题的原因。不一会，学生

就说出了自私、自大、不平等关键词。

通过场景重现，学生明晰了问题，

并尝试剖析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

法。为了让学生有更深切的感受，我选

择将演绎进行到底，鼠标一点，屏幕上

跳出 3 个沟通挑战：一是跟同学沟通，

不能在不经过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自己

的文具，二是跟老师解释今天早上迟到

的问题，三是跟家长商量报名冬令营。

5分钟的小组排练时间，学生们忙

得热火朝天，每个小组两位演员两位导

演，演员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反复推

敲。相较于刚上课时学生略显拘束的

样子，现在他们已经全情投入到情境之

中，并在一次次练习后悄然解锁了不同

的沟通技巧。

小组展示环节，温柔的语言，顺畅

的交流过程，让所有学生感到愉悦。从

沟通不畅时的痛苦伤心，到有效沟通时

的愉悦欢欣，学生明白了沟通的重要

性。

班会课进入尾声，我让学生对比前

后两次演绎，他们发现了问题症结和解

决办法——指出别人错误时要情绪平

和，温和沟通；自己犯错时要诚恳反思，

勇敢地说出来并知错就改；与他人商量

事情时要学会换位思考，有理有据把自

己的观点说出来。

随着问题的层层突破，沟通不畅这

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被慢慢解决。

作业，既是给学生布置的课题，

也是教师自己反思教学得失的重要

机会。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当前学

生在完成作业时存在一些问题：态度

不端正，学生“不愿做”；主次分不清，

学生“应付做”；知识没学懂，学生“勉

强做”。 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达到

通过作业来实现课标要求、教学目标

的目的。因此，提高作业的有效性，

让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形成互补，是

教师在教学环节中要着重思考的问

题。这就需要根据学科特点、学生特

点、教学条件等设计富有层次感的作

业，我们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通过

“四步走”进行了尝试。

第一步，分层分类。首先对学生

进行目标分类，充分了解、掌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特别是对知识的理解程

度，然后在设计布置作业时进行分

层。如此，根据个体差异增强作业设

置的弹性空间，让不同学习阶段的学

生既不会畏难，也不受束缚，反而更

有动力。

第二步，多元多样。为了避免

作业都是单一的“纸面作业”，我们

通过多元设计提出多重要求，增强

作业的多样性。比如，在讲授人生

观与价值观时，我给学生布置了这

样的作业——“请找一位时代楷模

人物，简述其故事，谈谈其体现出的

价值意义”。这样，学生可以用多种

形式来呈现，或是 PPT，或是朗读，

或是情景剧，或是短视频。作业形

式多种多样，调动了学生的参与兴

趣。

第三步，互动参与。教师布置作

业，学生完成作业，从来都不是“单向

度”的，而是“多维度”的，这就要增强

作业的互动性、参与感。

第四步，反馈激励。作业是动

态的过程，对作业要有反馈、对学生

要有激励。我发现，学生对只批不

讲的作业容易遗忘；对有讲有评的

作业记忆更深。所以，教师不能只

简单地给出“对”“错”符号，而要标

注、订正、解释、点评等，特别是欢迎

学生延伸思考，尽量做到举一反三、

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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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小航身边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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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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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也和妈妈一样

烦”。

原来，小航由于作业拖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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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小航把老师和他的妈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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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和老师催我们写作业，是为

我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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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小

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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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

学生们陷入了思考，不一会儿，好

几个可行的办法出笼了。小航也在积

极地制定自己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小航交作

业非常及时，全班交作业情况比之前

好多了。也许，多一点信任与放手，学

习效率会更高，师生关系会更融洽。

田间课堂 体验劳动对于整本书阅读教学，应抓

好起点，激发兴趣，做好整本书的

推荐；明确整本书的阅读教学目

的，坚持“语文性”原则，结合阅读

实际，开发“语文性”课程资源；把

握好整本书的阅读训练方向，努

力做到以“活动性”推动整本书阅

读。教师针对不同的整本书，应

以不同的阅读方法为重心，收获

知识，提高阅读能力。整本书阅

读教学应注重起点的深入挖掘，

然后进行阅读迁移。

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的起

点要抓好两点：从教材中一篇文

本内容入手，做好阅读起点的深

入挖掘，为阅读迁移做铺垫；从教

材这一“整本书”着手，传授整本

书阅读的方法。目前使用的统编

教材，只有后记没有前言，后记要

先读，因为这一部分介绍了这一

整本书的来历。然后，读文章的

目录和各单元“单元导读”，给学

生明确教材双线组元的结构，教读精教、自读

自练、导读自主，以及阅读和写作的共生关

系。最后再关注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名著

推荐、古诗词补充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初

步掌握整本书的阅读方法。以此为起点，指

导学生阅读整本书，才会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

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的原则要凸显“语文

性”，努力开发整本书阅读课程。“语文性”的原

则就是突出语文最核心的素养之一——语言

的运用。为学习语文而开展的整本书阅读应

重点关注两点：一是以掌握整本书阅读方法为

重心的发展性阅读。二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

和解决一定的问题而进行的功能性阅读。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整本书阅读，教师

有必要对学生的阅读进程做合理把握，可以

通过设计阅读过程量表、任务型阅读卡等，指

导学生记录阅读的天数和阅读的进度，力求

做到阅读过程“可视化”。如果教学条件允

许，也可以借用网络实时互动：发表读书发

现、交流读书心得、分享读书乐趣，让整本书

阅读教学的过程变得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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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作业设计策略
□田妍

近日，江永县桃川镇书馆完小组织部分学生走进学校综合实

践基地浇水、扯草，学习农业知识，体验劳动乐趣。近年来，江永县

高度重视中小学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将劳动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对

学生进行劳动知识、劳动价值教育。

田如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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