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班级每个学期都要进行一次

选举。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过后，我

发现成员固化，学生心目中能胜任班

干部的就是这么一批人。他们锻炼的

机会变得更多，也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其他学生能力不出众，机会也少，

几次竞选失败，信心丧失。久而久之，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显然不是我

的初衷，也不是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

正常生态。

我想，要打破这样的尴尬局面，就

得让每个学生得到管理能力的锻炼，

品尝到参与班级管理的快乐。

竞选为什么是选人，而不是选岗

位呢？还有，为什么不能让每个学生

都成为“班长”呢？

于是，我决定真正站在学生需求

的立场，对班干部来一次大洗牌。

班级管理任务原本由几个班干部

承担，我把这些任务分解成与班级人

数相同的小任务，都命名为“小班长”，

如地面卫生小班长、包干区卫生小班

长、眼操小班长、午间小班长……并开

始向学生“招标”。

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可以

填写3个志愿，并在申报表中填写胜任

的原因和工作计划。

所有的申报表张贴上墙，供大家

浏览，分组评议，公开投票。一个自己

喜欢也被同学认可的小班长，就是属

于这个学生的最佳管理岗位。

等到所有的岗位都尘埃落定，我

们便开始一起制订班长公约。因为人

人都是小班长，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

理者，公约的制订必须充分考虑每个

学生的心声，同时每个学生也要用公

约要求自己。

有的学生提出：以前班干部总有

些趾高气扬，有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带

给同学不小的心灵创伤。大家一致认

为：无论担任哪个岗位的小班长，都要

以身作则，言谈和气，如有“滥用职权

者”要撤销职务。

这次班干部竞选结束后，班级人

人向好的氛围越来越浓，真心诚意帮

助同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我还特别为小班长们设置了“工资

卡”。这是一张刮刮卡，刮开后可根据里

面的提示到家长那里兑换零食、文具等。

发工资前，我会组织小班长开展

工作评议、介绍优秀经验、讨论改进问

题，有时还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取消或

新设某些小班长岗位。

最后，我将评价汇总，并根据小班

长的工作成效设定不同的工资额度。

每个学期学生都有机会选择不同

的岗位。在一次次“实践—评价—学

习”的过程中，不少学生提升了交往和

服务的能力。

在不同岗位的锻炼中，学生更多的

潜力被挖掘出来，班级主人翁意识持续

增强。他们体会到工作与奉献的快乐，

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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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手机仿佛成为

孩子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导致开学后还

有部分学生沉迷其中。前几日更是发现

有个别学生建立了各种群：有聊天的、有

发红包的、还有在群里对作业的……

作为班主任，我在第一时间发现苗

头后，就陷入了沉思：该如何引导学生们

正确使用手机？小学生该不该使用手

机？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手机？如果老师

和家长一味压制可能效果并不好，只有

让孩子们自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

自觉纠正和遵守。所以，我决定利用中

队会的机会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小学生

该不该拥有自己的手机”的辩论赛。

正方代表一开头，就以咄咄逼人之

势阐述自己的观点：“我方认为小学生应

该拥有手机，这样无论在哪，都可以与家

长保持联系,家长也可以找到他们；此

外，手机可以当表看，培养大家的时间观

念；里面的游戏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还

可以开发智力；手机属于高科技产品，便

于小学生了解高端知识。”

反方代表则不甘示弱，阐述道：“小

学生拥有手机会用它来玩游戏，纯属浪

费。此外，手机辐射虽然较小，但对小孩

子幼小的身体还是有伤害。而且，小学

生一旦拥有手机的话，容易使他们形成

攀比心理，对自身的成长十分不利。再

者，手机上的不良信息也较多，小学生自

制力较差，容易影响心理健康。”

观众提问环节，正方吴姗珊、向文则

等同学又用极富激情的演讲再次阐明他

们的观点：“小学生应该拥有手机，家长

与老师可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们具

备自律意识，以健康、文明的心态使用手

机。”反方梅昊、黄艺珊、金灿等同学也毫

不示弱，清晰地总结了他们的理由：“小

学生不应该拥有手机，小学生的自我控

制能力差，写作业时玩手机就会影响作

业的质量，拥有手机无疑也会为家庭增

加负担，处于消费者群体的小学生还不

宜拥有手机。”

双方精彩绝伦的总结将辩论赛推向

了高潮，全班同学都融入到这场辩论赛

中，我也忍不住为孩子们精彩的表现叫

好。只是本次辩论赛准备时间较短，还

有许多观点需要学生们去完善丰富，希

望以后这样的中队会有更多的同学发表

自己的看法。

在信息产业突飞猛进的时代，手机

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人

普及的沟通工具，小学生该不该拥有与

使用手机，最后全班学生一致表态：周一

到周五学习时间除了老师布置的网上查

阅资料外都不使用手机，周末适当正确

使用手机进行网络学习或关心了解社会

动态。

教育者的远见，来自于自

立、自信、自强的底气，来自于兴

邦、强国的志气，来自于自觉实

践、包容进取的勇气，来自于拥

抱世界、弘文传道的锐气。拥有

这种远见，方能辨清时势之所

向，顺乎义理之所为，堪受教育

之所托。

有从教者自立、自信、自强

的底气。欲从教者，先明德于天

下。能者从教，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教师立身之本在于德。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是师道尊严的根

基。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

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

“大先生”。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不断

挑战自我，成就自我，从合格走向优秀，从

优秀走向卓越。

有教育兴邦、强国有我的志气。“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和

使命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教育者

报国的天然使命。“国以才立，业以才兴”，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

才，要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快哉”的

豪情与责任，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拓展人

才自主培养之路，为建设人才强国提供教

育支撑。

有自觉实践、包容进取的勇气。虽然

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模样，但每粒种子都

期待结出梦想的果实，提供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

石。“天下纵无增价士，夜中须有识光人”，

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教育者的伟大

在于尊重、欣赏和包容每个孩子，让每朵鲜

花充分绽放，让每个孩子人生出彩。

有拥抱世界、弘文传道的锐气。教育

者既要潜心问道，更要关注社会，切勿“坐

井论天下”。刻舟求剑只会故步自封，只有

时刻观察世界变化，预测未来趋势，才能把

握机遇，应对挑战。“就令十年读，未胜行天

下”，要积极参与对外交流，吸纳世界先进

经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发出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教育者海纳百川

的胸襟和气度。

“童心向党”思政课

班主任故事

人人都是小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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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的辩论赛
常德市北正街恒大华府小学 何永凤

且行且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

要学生对学科充满了兴趣，这

门学科就很容易学好。

数学学科处处充满着美，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数学的美

就是那些优美的曲线。除此之

外，还有方程的美、函数的美、

变式的美、结构的美等。什么

是数学？其实数学包罗万象，

无处不在。我们可以用公式来

表达数学，可以用诗词来表达数学，可以

用图画来表达数学，也可以用曲线、图形

来表达数学。学生感悟到数学之美，兴

趣就会大增。

美不仅停留在表征上，让人们一看

就有所感，美也是隐形的，需要我们挖掘

和探索。数学之美也如此，需要数学教

师主动思考、积极探索，这样才能带领学

生走进美丽的数学花园。

教师如何在数学教学中让学生发现

美、感悟美的存在呢？我认为，首先，揭示

数学知识的本质是基础，学生知其然又知

其所以然，知道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从

中他们会感受到“美”在其中。其次，教师

除了展示课程内容表征美之外，更重要的

是在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体会推导的过

程之美。因此，教师的教育过程是关键，

而且显得更为重要。同一个内容，有的教

师讲得栩栩如生，有的教师却让学生昏昏

欲睡。因此，教师能不能把“冰冷的数学”

转化为有温度甚至有情感的东西给学生

非常重要。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教师

就是一个“加工器”，把学生陌生、畏惧，甚

至不感兴趣的都加工成学生喜闻乐见的

美好的东西。为此，教师就要变“教”为

“引”，变“强迫”为“激发”，引导学生不知不

觉走过来、冲上去。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同时，教师必须对教

学内容精心雕琢，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

组织教学；把课堂教学牢牢抓住，作为传

授知识、培养能力和发现美、提升学生审

美能力、激发美的情感的主阵地。也就是

说，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表象

之美，还要通过自己的教学让学生感悟到

探寻数学的过程之美，从而激发他们追求

数学美的兴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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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泸溪县兴隆场小学开展“童心向党”红色思政课。

各班思政课老师通过PPT课件，利用视频、图片、文字，带领同学们

认识了党旗、国旗、军旗、队旗，并了解了它们的来历和所代表的含义，

引导学生知道党的生日，知晓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明白南湖红船的历

史意义，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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