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初接手这个班级的时候，就在人群

中注意到了他。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课

后，他的头总是低着，喜欢一个人静静地

待着，不爱跟人说话，总是一副心事重重

的模样。跟其他同年级的孩子相比，少

了活泼开朗，多了很多忧郁悲伤。我时

刻关注着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想好好跟他聊聊。

一次放学后，打扫卫生的孩子都走

了，独留他清理最后一点垃圾，我抓到了

机会，将他叫进了办公室，他的头还是低

着。我用温和的语气问他：“孩子，你为何

总是低着头？”见他一声不吭，我试探性地

问了几个问题，询问孩子在班级里是否受

欺负，在班里最喜欢和谁玩，他都是摇

头。我继续问：“是没有朋友吗？”他点了

点头，我追问：“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能否跟老师说说？”他没有应答，头更低了。

我意识到不能这么问下去，就从包

里拿出一颗糖，放到他手里，他摊开的手

开始抖动，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无声地

递上一张纸，几分钟后他停止了哭泣，我

轻声安慰着：“如果你愿意说，我愿意当

你的听众。”只见他嘴巴张了张，似乎有

话要说，但是犹豫之后，又紧紧闭上，似

乎在忌惮着什么。我明白他的心情，真

诚地告诉他：“老师只是想帮助你，你的

秘密，我一定会帮你保守，你可以完全相

信老师。”他才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妈

妈因为疾病走了，很想妈妈。说到这里，

他放声地哭了出来，再一次对着我说：

“我想妈妈！”哭声如同夏日的惊雷，泪水

如同瀑布般从他的眼眶中倾泻出来，他

的小手抓着衣服，抽泣着，尽情宣泄着自

己的悲伤。

看着无助又可怜的孩子，我的泪水

也跟着喷涌而出，不知道在漫长的黑夜

中他是如何思念着亡母的。我轻轻抚摸

着他的头，他的情绪才渐渐平复。

天黑了，我跟他的父亲进行了联系，

提出送他回家。我看着满天繁星，轻轻

问他：“你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他

抬头望了望，点点头。我接着说：“妈妈

就在那，你要是想她了，就冲它笑笑，妈

妈会看得见。”皎洁的月光下，他露出了

纯真的笑容。

从那之后，我经常联系他的父亲，告

知孩子的情况，希望他多关注孩子的内

心，亲子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而在

校园里，我比之前更关注他，经常跟他聊

一点轻松的话题，无意间给他关心。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笑容越来越多，慢慢

地，下课也跟别的孩子一起打闹，也有他

的玩伴了。

既然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我

尝试让学生来讲题。

“从今天起，要请你们上来

当‘小老师’，讲错题。”我先宣

布，后示范，让学生观察怎样才

能把试题讲清楚。

学生很快发现，第一步要讲

清试题要求，第二步是讲清解题

思路。

练习纸下发后，我告诉学

生：“请认真订正，并准备讲题。”

学生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

自己错的地方，反复分析。不懂

可以请教同学，通过讨论，形成自己的讲题

思路。这样的订正比以往更有效，学生必

须回到试题，深入、细致地思考，而不是只

写一个答案。

我根据错误率和难易程度，将试题分

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轮流题，错误率高的基

础题以“开火车”的形式，轮到谁就让谁简

单分析一下解题思路；另一类是特定题，主

要是阅读题和口语交际题。在试题情境

化、应用化的趋向下，文本变长，干扰因素

增多，答题要素难以提取。讲解这类试题

需要从材料分析入手，圈画关键信息，再讲

解题思路。

特定题的主讲人也是特定的，我让做

错的学生举手报名。当主讲人出现审题不

清、思路混乱等情况时，我会从其他做错的

学生中随机找人补充。这样，每个学生都

有机会成为主讲人。他们必须认真听讲和

思考，才能完成补充讲题的任务。

基本符合讲题要求的学生，我都会发

一个印花作为学习积分。

几轮讲下来，我感觉让学生讲题好处

多多：其一，讲题的实质是自我分析，学生

思考的环节一一呈现。学生不仅知道自己

错在哪，更知道为什么错，无形之中锻炼了

读题、解题的能力。其二，让学生讲题，不

是从教师而是从学生的角度来分析，教师

能及时发现学生思考的漏洞，补齐知识短

板。其三，无论是主讲人还是听讲人，都会

非常积极主动地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一改往日教师讲授的枯燥和被动。

现在，我的学生会认真读题，仔细思

考，难题的破解率和正确率也在提高。这

让我更加明确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青蓝结对 共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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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读了《项目化学

习设计：学习素养视角下

的国际与本土实践》一

书，深刻体会了这本书展

示的项目化学习的全息

图景，看见了许多基于教

材又超越教材的案例。

我尝试着将书中的

案例迁移到自己的教学，

帮 助 学 生 走 向 深 度 学

习。我带领学生将书中

的“国际美食节”搬到了

教室，让学生真正以为SPCA动物保

护组织募捐的名义开展美食义卖。

学生空前的学习热情和投入让我深

信，项目化学习值得一试！

寒假里，我研究了新学期的教

材，寻找教材中的话题与生活中真实

问题的结合点。我发现第一单元

writing a travel guide（撰写旅游指

南）就是一个绝佳的情境：随着哈尔

滨旅游登上热搜，全国各地的文旅迎

来一股宣传热潮。上海作为全国知

名的旅游城市，闵行作为上海重要的

行政区域，如何在这一波热潮中面向

全国展示上海的城市形象，吸引更多

人走近、了解“魅力闵行”呢？结合单

元主题“撰写旅游指南”，将项目定为

“我是闵行旅游推介官”。通过推荐

闵行旅游项目，可以激发学生深入了

解闵行的文化和历史，鼓励学生运用

英语完成一份真实的闵行旅游指南

或者宣传视频，从而实现英语学习的

创造性实践。

随着思考与设计的一步步深入，

如何营造吸引学生的情境，在情境中

融入什么知识、渗透什么概念，如何

设计更有挑战性的驱动性问题，成了

一项既耗费精力又引人入胜的挑

战。但是，我知道对于学生而言，这

将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对于我而言，

这种全新的设计既是能力的挑战，也

是一次教学的跃迁。

偶然看到一则寓言：一个人拾到

一只小鸟，精心呵护后想要教鸟儿飞，

结果怎么教都不行。后来，他决定去

野外放生。谁知，在放手的刹那，鸟儿

就展翅高飞了。

教育也是如此，适当放手让学生

自己去摸索未尝不可。然而，不想放

手、放不开手是当前教师的通病。

比如，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如果

“尽心尽责”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把

学生和自己都搞得疲惫不堪，作文依

然是学生语文学习的拦路虎。

我在教学实践中意识到：作文是

什么？作文就是让生活成为一道风

景，或者说是“点亮生活”。点亮是用

心去感受、去记录。正如老舍先生所

说：“第一步顶好是心中有什么就写什

么，有多少就写多少。”

为此，我想到了生活中的微信、微

博，很多人并不会写文章，但他们仍然

有写的意愿。因此，作文首先要激发

学生“想写”，才能变得“能写”，最后慢

慢“写好”。

我给学生每人准备了一个微记

本，让他们用一两句话来记录自己感

到新鲜的东西。然后每天用5分钟时

间，让学生开火车式地对他人的作品

进行猜测、追问、点评，在小组“朋友

圈”围观、点赞、积分……

一个阶段下来，我明显感受到学

生写作能力进步了，作文的素材也变

得鲜亮起来了。因为，他们有了捕捉

生活亮点的敏感度。

学生有了写的欲望，再跟他们讲

文章的构造、内容的组合、字句的编排

就顺畅多了，不再排斥教师对写作技

法的讲解，让创意表达成为作文的基

石。

我跟学生讲叙事“六要素”，讲人

物和环境描写，讲如何打磨细节，讲有

哪几种修辞手法……而且，这些内容

不是一次性倾箱倒箧地“批发”给学

生，而是有计划、有节制地分布在一次

次的习作训练中。

我教的每一届学生，都学会了真

实地记录生活却又不会把习作变成流

水账。

我得出结论是，教师要放下功利

和急躁之心，要有静待花开、慢等人生

的耐心和静心，把精力集中在多学习

各种知识、想方设法引导学生上。教

师要把担子交还给学生，让学生承担

起该有的责任，为自己着急；千万不能

越位、错位，代学生着急。

建议教师们要像将鸟儿放归大自

然一样，敢于放手、勇于放手、善于放

手。因此，教育的王道真的不在于知

识传授，“教鸟儿飞”愚蠢至极。将学

生带入学习的自由国度，让他们真真

切切感受到学习的酸甜苦辣，从小养

成责任意识，为自己的学习而喜，为自

己的学习而忧，才是教师应有的使命

和成功的标准。

4月7日上午，在石门县第四完全小学录播室里，该校教育集团的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正在进行，来自子良镇、太平镇、所街乡、罗坪

乡、磨市镇各完小的6名教师准时赴约，签下了为期四个月的师徒协议。

接下来，6位徒弟将紧跟师傅脚步，走进课堂，苦练内功，共同奔赴

教育的更美明天。

郭洪戎 覃业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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