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

�������期中考试前， 为了鼓励学
生考好，我“忽悠 ”道 ：“谁考到
九十分以上 ， 老师奖他一本
书。 ”成绩揭晓，班里考到九十
分以上的有九人。 可是学校远
离市场，买书不方便，快一个星
期了， 我发奖的事迟迟没有落
实。

学生们见了我， 笑眯眯地
问：“老师，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
发奖？ ”“老师，你忘了发奖的事
了吗？ ” 我笑着回答：“君子一
言，驷马难追。 你们放心，老师
一定会发奖品的。 ”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

事。 周末到了，我专门坐车去县
城买书。 新华书店里书籍琳琅
满目， 我挑选适合儿童阅读的
书买，有《洋葱头历险记》《吹号
手的诺言》《会飞的教室》等。 九
本书花了一百八十多元， 书店
还赠送了几个红色硬皮笔记

本。 我付完款，喜滋滋地拎着沉

甸甸的书出了城。
春雨淅沥。 乘车回到家，爱

人见我拎着一兜子新书回来，诧
异地问：“你发奖金了？”我说：“没
有，全部自费！ ”接着，我告诉他
买书的缘由。

爱人听了， 笑着说：“傻老
师啊！ 哄哄娃娃们， 你何必当
真？ ”我笑笑，不回答。 我知道，
假如还没买书，再上课时，我将
无法面对那一双双期待的眼

睛。
第二天一早到校， 我立即

把书发给了成绩优异的学生 ，
把三个笔记本发给了进步较大

的学生。 每本书、每个本上，都
写着我的赠言。

拿到书籍奖励的学生很激

动， 他们说：“上学以来第一次
收到这样贵重的奖品。 ”没得奖
的学生说：“很羡慕！ 我也要努
力学习……”而我，终于兑现了
给学生的承诺，内心坦然。

一诺千金
□ 张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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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儿子突然
问这个问题，使我颇为好奇。 “五六千元吧！ ”
我如实交代。 “我爸爸又挣多少钱呢？ ”儿子继
续问。 “同样是五六千元。 ”爱人直言不讳。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还
不错，你们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一万多元，
可以说达到了小康水平。 ”儿子说完后，显出
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我顺水推舟：“有了我们
的奋斗，咱家才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所以你也
要加油。 ”

“妈妈，我会努力的，将来一定会比你们
挣的钱多，咱家也肯定比现在过得还好。 ”儿
子信誓旦旦地说。 听完儿子的一席话， 那一
刻， 我仿佛看到了他所描述的极其美好的未
来。

这时，岂料儿子话锋一转：“如果我没有好
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
败家子，那么你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可能会
被我挥霍殆尽。 我变得很糟糕，你们也越来越
焦虑，我们家也将一步步走向衰败。 到那时，
你们想补救，也为时已晚了。 ”

儿子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像过山车一

样，瞬间从峰顶跌落谷底。 一时间，我怔住了，
瞠目结舌，也无言以对。

“你们干工作，我全力支持，但是你们也
要好好管管我，花时间陪陪我。 因为我有时管
不住自己，总想偷懒，还特别贪玩。 ”儿子倾诉
着自己的肺腑之言，眼睛里不时地闪着泪花。

我和爱人的心情五味杂陈， 心里既内疚
又有些欣喜。 内疚的是我和爱人对孩子悉心
陪伴的时间太少， 欣喜的是我们感受到了儿
子对父母教育的强烈需求。

我很感谢儿子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家

庭教育课。

□市七中 都娟

儿子给我上了
一堂家庭教育课

������父母陪伴孩子成长，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孩子的成长没有回航， 每一位父母都应该珍
惜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 你的陪伴将会成为
孩子生命中最好的补给。

��������近段时间， 我读了苏霍姆林斯基
先生的《给教师的 100 条建议》，其中第
19条建议令我耳目一新。他指出：“阅读
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智育的重要

手段。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对做好学困
生转化工作的独到见解，也是他几十年
教学工作经验的总结。 这篇文章既令
我受益，又为我辅导学困生提供了好方
法，还为我今后的工作导航。

潜心阅读 令我受益

学习困难的学生指的是那些很艰

难、很缓慢地感知、理解和识记所学教
材的学生，一样还没弄懂，另一样就该
学了；刚刚学会一样，另一样已经忘记
了。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明白了，学生
学习感到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
困难越多，他就越需要阅读。 正像敏感
度差的胶片需要较长时间曝光一样，学
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

识之光给予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

为了证明这种观点，苏霍姆林斯基
专门在书中介绍了一位姓特卡琴柯的

优秀数学教师，他教的中学生就没有不
及格的。这位教师的创造性劳动的一个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善于合理地通过
阅读来发展学生的智力才能。从五年级
到十年级，他教的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
绝妙的小图书馆， 里面有 100 多种书
籍。 这些书都是以鲜明的、引人入胜的
形式来讲述他觉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

一门科学———数学。 如果没有这些图
书，那么他的某些学生是永远也不会达
到及格的。因此，我也要加油，也要引领
学生阅读、阅读、再阅读。

细心品读 为我所用

正如书中所说 ：“不要靠补课 ，也
不要靠没完没了的 ‘拉一把 ’，而要靠
阅读 、阅读 、再阅读 。 ”苏霍姆林斯基
告诉我，学习困难的学生读书越多，他
的思路就越清晰， 他的智慧力量就越

活跃。 我细细品味，的确是这个道理。
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

在教学中，我采用多种方式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 我通过早读课领读、上课
范读， 以及课余时间给学生讲他们喜
欢的故事，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学完
一篇课文后， 我会给学生推荐相应的
课外书，鼓励学生和家长共读，或者课
间同伴共读； 我利用微信群展示朗读
视频或音频，激发学生每天坚持阅读的
兴趣； 我设置了班级优秀朗读者记录
表 ，每天及时记录 ，每周评出优秀朗
读者 ，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如获得去图
书室借书的权利、发喜报等。无论学生
读得好坏，只要一天不落，就是成功的
第一步。现在全班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坚
持每天晚上读书半小时，这样也自然而
然地影响和带动了一些学困生。

反复阅读 为我导航

苏霍姆林斯基说：“书籍和由书籍
激发起来的活的思想，是防止死记硬背
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学生思考得越多，
他在周围世界中看到的不懂的东西越

多，他对知识的感受就越敏锐。 ”所以，
本学期我利用“三个带动，一个互助”，
继续引领学生坚持阅读。

“三个带动”指教师示范带动，家长
榜样带动，优生影响带动。 “一个互助”
指同伴互助小组的成员，一个优秀生帮
助一个学困生。 这样以来，不管是学困
生还是优生，都能从书中发现和收获许
多知识。优生更优，待优生则进步更快。

改变，从阅读开始！进步，从阅读开
始！ 今后，我依旧坚持和学生们一起阅
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进步 从阅读开始
□华龙区苏北路小学 韩丽娟

毛毛虫说

�������我曾读过这样一则寓言： 有个渔夫从海
里捞到一颗晶莹圆润、美丽无比的大珍珠，渔
夫爱不释手。美中不足的是，珍珠上有一个小
小的黑点。 于是，渔夫一层一层地剥珍珠，直
到将黑点剥掉。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颗硕
大的珍珠也被削剔得荡然无存了。

这个寓言反映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工作

中也经常出现， 我们教师是不是也有过渔夫
这样的心态呢？

我们班有一个叫小磊的男孩，聪明伶俐，
活泼可爱。 但美中不足的是， 他的成绩不理
想，上课好动，经常随意插话……几经教育都
未见显著效果，很让人头疼。我很想把他塑造
成一个完美的学生， 可最近在教育他时却险
些犯了渔夫的错误。

教室的门很松，总是关不严，我们只好把
报纸叠几层后夹在门上， 这个任务很自然地
落在坐在门旁边的小磊身上。一次课上，他反
复用报纸去夹门，始终没有成功。 我看了，有
些着急，便大声说：“你不动脑子啊，把报纸再
多折一层。 ”他照着做了，但表情略有些尴尬。

我忽然意识到， 我的做法让他在同学面
前丢失了尊严。我有些后悔自己的急躁，深深
地反思自己今后绝不能再这样对待一个孩

子。 其实，再聪明的孩子如果经常遭受指责，
思维也会日渐迟钝，就像寓言中那颗珍珠，早
晚会失去它的光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开
始一点一点地纠正他的不良习惯， 课堂上经
常夸奖他的长处。 渐渐地，他有了一些变化，
在课堂上他比往常认真了许多。现在，他的学
习成绩已处于班里领先水平。

人们在欣赏珍珠的时候往往不能容忍珍

珠上的瑕疵， 就像我们不能容忍孩子的缺点
一样。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既不能因为孩子
有缺点而否定他们， 也不能一味地放纵他们
的缺点。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修正他们缺点的
同时，不伤害孩子的心灵。

别让孩子成为
渔夫的珍珠

□ 周秋红

浅谈读书对教师的重要性
□范县杨集乡中学 张翠萍

�������学校是学习知识的地方，学习氛围
必定是非常浓厚的。 那么，教师一定是
一所学校带头读书学习的人，其本身就
是对学生的一种言传身教。 爱读书、有
学养的教师， 往往是学生心目中的偶
像。 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学生刻意
效仿，有很多学生就是在教师的熏陶下
爱上读书的。 我很难想象，一个不喜欢
读书学习的教师，能培养出爱读书学习
的学生。

读书可以增长职业智慧

在形形色色、鱼龙混杂的书籍世界
里，教师该如何选择呢？ 我认为可以从
两种书入手：教师必读书和喜欢的书。
所谓教师必须读的书，就是指一些本学
科的各种书籍资料、教育理论专著、各

学科教育报刊、与本学科有联系的其他
学科的书籍等。阅读这些书籍，可以使教
师具有较高的基础理论知识， 课堂教学
准确丰富，传授知识新颖贯通，班级管理
游刃有余。同时，教师也应该读一些自己
喜欢的书。 随着学校办学条件的成熟，
建设一个可供教师使用的图书馆或阅

览室，让学校真正成为书香校园，让优
秀的书籍带领教师健康成长。

读书让人保持平淡的心境

有人把读书比作精神的呼吸，我觉
得此话讲得很有道理。 工作累了，读上
一段文章，在浮躁的现实中寻得一份宁
静平淡，这种感觉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
无法比拟的。当你对一本书、一篇文章，
甚至一句话产生共鸣的时候，你会觉得

读书竟有如此的魅力，竟是如此地陶冶
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心浮气躁、小
肚鸡肠、利欲熏心的人是干不好教育工
作的。 但是如果你坚持读书，那么不良
的思想气质是可以改变的。
读书有利于更深入地钻研教材

有人说读书就是在和大师们对话。
多读书， 教师的教学思路才会更宽，更
具有创新性。教师有了更深厚的教育理
论作支撑，对教学实践中分析教材就很
有帮助，教学过程也更加应用自如。

总之，教师只有把读书作为自己的
一种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熏陶学生，促
使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才能
更好地胜任“教师”这份平凡而伟大的
工作。

�������我们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刚
刚走上教学岗位，工作非常努力，想为
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但几节课下
来， 会出现许多学生听不懂的现象，甚
至出现家长找学校的问题。 那么，为什
么教师讲得很清， 但是学生听不懂呢？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结合教学经验，我
总结分析如下：

第一， 教师的教不符合学生实际，
造成教师理解与学生理解的不统一。教
师对教学知识可以说有深刻的理解，但
是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与教师存在很
大差距。 教师认为的一些很简单的知
识，传授给学生时，学生就会出现理解
上的困难。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
是需要学生有大量的生活背景知识，或
者说学生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为教师
指导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创造条件。二是
需要教师举例子感受概念，学生不能单
纯地背诵概念。

第二，教师讲解过快过多，学生没
有理解消化。 实际上，一节好课应该是
教师讲得简单一点、慢一点、细一点、精
一点。教师在讲解时，要简单易懂，让学

生感受到知识离他们并不遥远，学会是
非常简单的。 学习不易过快过多，教师
要留足练习的时间， 通过反复练习，让
学生在体验中感悟知识。教师讲精一点
并不意味着满堂灌，一节课提出一两个
问题，师生之间有思考、有质疑，通过多
种形式教学， 让学生在快乐中顺利进
行。

第三，教师独占课堂，学生活动过
少，学生课堂学习缺少积极性。 许多教
师有这样的感受，教师认为的好课并非

学生真正喜欢，给教师讲的好课并非学
生认为的好课。 如果只有教师讲，而没
有生生互动、师生互动，那么教师讲得
再清楚、再丰富，学生也是无精打采，教
学效果并不佳。 所以，这就要求教师把
权力还给学生， 可采用多种方式教学，
让课堂结构灵活多变。

总之，课堂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
一门艺术。它需要教师具有一种求真务
实的精神，让学生听懂、学会，才是教师
一生所追求的艺术。

讲课要让学生听得懂愿意听
□濮阳油田英杰学校 耿狄

我们班的故事

元元今年六岁，上一年级，
在我班上就读。 孩子长得惹人
疼，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长
长的睫毛如同蝴蝶的翅膀。

我从去年九月开始教他 ，
听别的老师说在元元三岁时 ，
爸爸就出车祸去世了， 妈妈不
久也远嫁他乡。 平时爷爷奶奶
都跟元元说， 爸爸妈妈去外地
打工了，要等他长大了才回来。
因为他们要挣很多钱， 将来要
供他上大学，为他盖房子、娶媳
妇。

其实， 元元很怀疑爷爷奶
奶的话。 别人的爸爸妈妈也在
外面打工， 但是经常会打电话
回来，还可以视频聊天。 每年过
年时，大人们就回来了，给孩子
带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
他却什么也没有。

元元经常仰起头， 很认真
地对我说 ：“我啥都不想要 ，不
想上大学，不想盖房子，也不想
娶媳妇， 只要爸爸妈妈回来看
看我……”

元元的爷爷有气管炎，爱咳
嗽，嘴一张，一口又脓又黄的黏
痰随便吐，走路走一会儿就得歇
三歇。奶奶每天天不亮就去街上
卖菜，全家全指望奶奶卖菜这点
收入。快中午时，奶奶才回来，一
进门就不停地抱怨：“我的命咋
跟黄连一样？ 谁谁谁买菜，本来
两块钱，才给一块钱；谁谁谁多
拿一把菜，不给钱……”元元总
是静静地听着，不作声，默默地
给奶奶搬来椅子，让她坐下，然
后给奶奶捶捶背、揉揉肩，直到
爷爷把饭菜端过来， 奶奶才停
止抱怨。

元元在学校表现很乖 ，上
课认真听讲， 积极举手回答问
题，作业完成得又好又快。 他的
脸上总是一副乐呵呵的表情 ，
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看着懂事的他， 我的心总
是隐隐作疼。 给女儿买学习用
品时， 我经常买两份。 最初的
一次 ， 给元元文具盒他不要 ，
我急中生智， 说是他父母快递
来的。 他显得非常惊讶， 眼睛
睁得圆圆的，嘴巴嘟成“O”形，
不停地问：“真的吗？真的吗？我
爸妈买给我的！ ”他高兴地拿着

文具盒，一溜烟儿地跑进教室。
我在楼下都能听到他欢快的声

音：“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的文具
盒……”

上课时， 我注意到他的眼
睛时不时往文具盒上瞟， 小手
一会儿摸一下， 一会儿又摸一
下。 直到我使劲敲桌子，他才把
目光移到讲台上来。

一次跟朋友闲聊， 我说起
元元。 朋友听后唏嘘不已，决定
亲自过去看看。 一个周末，我和
朋友买了一袋苹果、一袋香蕉，
去元元家。 我老远就看见一个
熟悉的身影趴在凳子上。 走近
了， 我看见元元爷爷在给鸡喂
食，元元在写作业。 房子是两层
楼房，没有粉刷，裸露出青灰色
的水泥底子， 有几处地方还长
着墨绿色的青苔。

元元抬头看见我来了 ，立
刻站起来，甜甜地叫了声“老师
好”。 我介绍说韩阿姨过来看看
你，元元赶紧说“韩阿姨好”。 爷
爷放下鸡食，请我们进屋坐。 可
是元元红了脸， 因为没有椅子
给老师坐。 鸡胡乱飞，在椅子上
拉屎，元元刚把椅子都洗了。

我们都说不坐，随便看看，
去了厨房 、堂屋 、卧室 ，屋里倒
也干净。 爷爷陪着我们，边走边
说：“家里的卫生大部分都是元
元打扫的，只有打扫不了、够不
着的地方，他才不插手。 元元想
着，等爸爸妈妈回来，可以有个
干净的地方坐……”

爷爷又咳嗽起来， 脸成了
绛紫色。 我和朋友听了，心里很
难过。 朋友从包里掏出两张钞
票要递给元元 ， 元元直摆手 ，
说：“老师说过不能随便要别人
的东西。 ”

朋友向我使个眼色， 示意
我让他收下。 爷爷挡住朋友的
手，说：“我们不能要。 ”他一个
劲儿地拒绝，我们只好作罢，最
后把水果好说歹说才留下。

回来的一路上， 朋友不住
地夸赞元元是个好孩子， 懂事
得让人想流泪。

后来， 朋友多次给元元买
东西———当然，告诉元元时，我
就说是他的爸爸妈妈快递过来

的。

□ 何光静

“留守”的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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