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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思

“射箭”“骑马”“古法石磨豆浆”“趣味团建”“篝火晚会”……5月20日，

岳阳县职业中专组织高三年级学生在学校实训基地黄秀农耕园，开展以

“拥抱自然，放飞梦想”为主题的考前减压活动，帮助学生放松心情，释放

压力，收获勇气和信心。 汪正利 李南莎 摄影报道

学而为师
安化县小淹镇碧溪学校 付梦鸽

支教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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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沙市开福区对口扶持龙山

教育的挂职人员，我来到龙山县茨岩塘

镇初级中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挂职支

教生涯。起初，我担心自己不能给师生

提供有效的帮助，支教一段之间后，我发

现，相信爱的力量，带着爱心去支教，便

能帮助他人。

呵护童“心”，用“爱”滋养
受援学校的孩子大多内向，不善交

流，为此，我与学校副校长化身“知心姐

姐”，为孩子做心理咨询，为孩子打开心

灵的天窗。此外，我还与校长、老师走

进孩子家庭进行家访，了解他们的生长

环境、家庭情况，为他们送去温暖；我组

织了班级结对，为城乡孩子搭建友谊、

交流的桥梁，把“自信”传递给山区学

子；多方联系公益组织为学校捐款捐

物，让山区孩子享受到了更多的关爱。

“爱”的滋养让孩子们童心绽放，快乐成

长！

以爱育爱，润物无声
一年的挂职支教生活，让我和初级

中学的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

时常聚在一起进行教育教研，或分享育

儿心得，共同成长。我把自己近20年的

班主任工作经验，分享给年轻老师，他

们受益匪浅。

受援学校的教师平均年龄为46岁，

年龄结构偏大，教学方式比较陈旧，教

学缺乏激情。于是，我把开福区四方坪

小学的优质教师资源引入学校。一堂

堂生动活泼的教学课堂不仅丰富了孩

子们的学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师

们的教育理念的反思。

在校园里，当我发现厕所附近树叶

满地，我会拿着扫帚默默清扫；“红色宣

讲”活动，我主动上台讲“党史”。作为

一名52岁的支教老教师，我以自己的热

情、激情做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只顾耕

耘，不问收获。

转眼间，一年时间快到了，或许我

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无法改变太多的

现状，但世间最温暖的字莫过于爱，最

伟大的力量莫过于爱。我始终相信爱

的力量，能给人以动力和希望，给人以

温暖和感动，给人以改变和进步，让我

们一起相信爱的力量，坚持爱的力量为

山区教育奉献一己之力。

师与生

学生时代，我总是被电视上支教教

师的故事感动、鼓舞，没想到长大后自己

也成了教师。还记得第一次拿到教材，

我发现内容简单，心想教起来应该没有

难度。实际教学时，我借助电子白板的

课件资源，一个多月就讲完了整本教

材。学校领导感觉不可思议，当即向一

个学生提问，学生思考半天答不上来，此

时我才意识到问题：课件翻完了，一堂课

也就结束了，没有重视学生反映的“不

会”“听不懂”“好无聊”。

我感觉很苦闷，因为没有得到学生

的认可，但更多是自我否定——每节课，

好像讲完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

领导看出了我的顾虑，语重心长地

说：“慢下来，一节课能把一个知识点讲

透彻、讲明白，就算成功了。”“慢下来，慢

下来……”我在心里一遍遍重复，下决心

尽快成长起来。

有效的教学应该基于学情，在得到

学生的理解后，我重新研读教材，一遍遍

记忆每个小节、每个单元的内容，思考该

如何教会学生；听名师讲课，选取优质内

容融入自己的教学设计。

除了精心做好常规教学设计，我也

思考如何在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对一、二年级孩子来说，边玩边学是

他们喜欢的状态。所以，我不再依赖电

子白板提供的课件，而是将数学学习与

有趣的活动结合起来。学生喜欢涂鸦，

就让他们把数学画出来，设计了“数字的

开花”活动；学生喜欢玩耍，我就把数学

课转移到室外，“‘凑十’接力赛”“认识图

形之搭高楼”；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带

学生到校外走一走，数一数村里有几个

垃圾桶，比一比谁的步子更长……数学

课成了“美术课”，也成了“活动课”，有的

学生会跟其他班学生“炫耀”说“我们上

活动课了”，我听到后告诉他们：“这不是

活动课，是‘生活’数学课。”

过去我在课堂上唱“独角戏”，不仅

自己辛苦，学生也难受。其实，我之所以

使劲教，是因为不相信学生具有主动学

习的能力。而当我把课堂还给学生，让

他们自己去动手、去试错，才发现他们可

以积极吸收知识和保持思考。

通过学习我了解到，体系化的数学

绘本是学习数学的良好工具，于是又把

注意力放在了绘本上。通过设计学习

绘本、扩充与改编绘本故事等方式，我

将数学知识隐藏在生动有趣、贴近生活

的小故事中，遇上绘本资源不足时就将

故事画在黑板上。借助绘本，学生既学

到了知识，又从故事中得到了生活启

示。

数学课就这样以新的方式开展下

去，学生越来越喜欢，一个学习能力较

弱的学生告诉我：“老师，我感觉数学好

简单。”看着学生上课时轻松欢快的状

态，我明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学习之

路还很长。从被学生否定、自我否定到

被接受、重拾自信；从依赖他人课件到

找寻自己的教学法；从无聊、难懂的数

学到趣味数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到了

两个字：用心——用心学习、用心准备、

用心设计、用心参与。“不会就去学习，

没有就去创造”，我和学生一起学习、进

步着。我不是生而为师，但可以学而为

师。

试讲，是在有限的时

间内，试讲者通过口语、

形体语和各种教学技能

与组织形式的展示而进

行的一种教学形式，主要

考查或培养的是试讲者

的综合教学素养和教学

基本技能。这种教学形

式 也 叫“ 模 拟 课 堂 教

学”。一节研究课的产

生、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

必 然 要 经 历 很 多 次 试

讲。试讲如果是教育研

究、教师成长绕不开的路

径，那么我们就需要正视

试讲，找到试讲的正确打

开方式。

关于试讲这件事儿，我是有心结

的。

还是在上高一的时候，我就对

“试讲”有了深刻的印象——

高一时，我因为上物理课“研读”

《平凡的世界》，被物理老师“请”到了

教师办公室。物理老师是一位脾气

很好的“老爷爷”，当他刚坐下准备批

评我时，教导主任告诉他，明天有新

入职的老师试讲。“老爷爷”听说有人

占用他的课试讲显得有些不高兴，但

又好像对学校的安排无可奈何。第

二天，新入职的老师正如“老爷爷”预

料的一样——上课没多长时间就“翻

车了”，还没讲到一半就被教导主任

叫停了……“老爷爷”走向讲台，叹口

气，自言自语道：“真是浪费时间啊！

刚才有几个地方我再给大家重新讲

讲……”

我成为老师后，也经历过很多次

试讲。每当试讲效果不理想时，我总

是想到当年物理老师的那句话——

“真是浪费时间啊！”

是啊，如果试讲这件事儿，我们

只关注“试”的话，会是一件多么糟糕

的事情啊，尤其是有学生陪着试讲，

浪费的何止是学生的时间。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试讲过了，无

论上什么样的课，我从来不试讲，因

此常有身边的同事说：“张老师就是

牛啊!不试讲就能随便上好公开课！”

其实，哪有随随便便地上好课，“我只

是不拿学生试讲而已”。

新课改

在平时教学以及与学生

相处过程中，我发现由于身处

环境的变化，许多学生长期往

复于枯燥单调的两点一线空

间中，把自己“锁”在小小的角

落里，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

与感悟，久而久之造成对自

然、社会的疏远，无法感知世

界的丰富多彩。

所谓“实践出真知”，地理

是一门丰富斑斓的学科，带领

学生感受鲜活美妙的世界，通

过接触社会、亲近自然认知基

本现象与规律，离不开广泛的实践。书

本知识要转化、要活用，要让学生学习有

用的地理、充满生活气息的地理，就必须

走出去。于是，2007年我与一些志同道

合的学生成立了 HUB 探索者社团——

一个以地理学科为依托、致力于开展社

会实践与野外考察的社团。

地理考察不是外出旅游，要让学生

在考察前有所想，考察中有所思，考察后

有所悟。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

考察线路的精心设计。为了提升学生的

“实战”能力，我们逐步形成了一套从内

容选择、线路规划、流程安排、任务构建、

过程管理、成果展示的完整流程，在此过

程中，每个学生充分参与活动方案设计，

真正实现了“我的社团我做主”。在 10

余年积累沉淀中，我们野外考察的足迹

版图不断扩张，从繁华的市区街巷到江

南风韵的市郊乡野，从长江口到珠江口，

都留下了社员的考察足迹。

行走城市，动的是脚，用的是心，丈

量的是我们热爱的土地。边走边看，拿

起笔记录城市的脉动与乡野的呼吸。慢

慢地，学生学会观察，学会与周围的人交

流，学会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活空间，

如何与自然、社会相处，以及如何让城市

变得更美好。

爱的力量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小学 周蓉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