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读书会
使我们生活轻松，让我们在读书时汲取书中的营养。

小时候，我不喜欢读书。因为它没有动画片丰富
多变的色彩，更没有让我哈哈大笑的幽默动作。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知识的增加，读书习惯的养
成，慢慢地我真心爱上了读书。 书里有灰姑娘，虽然
身处逆境，仍然心怀美好，真诚待人；有小裁缝，勇敢
乐观，用自己的智慧战胜巨人；有宁可牺牲自己，也
要为他人奉献的美人鱼；等等。他们的故事都在我心
中激荡，我为他们的悲伤而悲伤，为他们的兴奋而兴
奋，他们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稻草人》这本书。 书里讲
了三个故事。 故事中的稻草人能够理解人们心中想的
是什么，并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以后，我也要像
稻草人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读书是快乐的，读书是知识的源泉，书是我们成
长中不可缺少的陪伴。 我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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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源于生活， 却又高于生活” 是俄国文艺理论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一书中提出的
艺术创作观点。

艺术创作不是凭空进行的， 生活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
源泉。 要想提高自己的造型表现能力， 完成一幅生动感人的
绘画作品， 写生无疑是最好的手段。 对于小学生来说， 可以
把写生这一过程理解为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用心观察感兴趣的

景物、 动物、 人物等， 通过点、 线、 面和色彩等把感受到的
美表现在画纸上。 这一过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在学
生具体绘画过程中却显得特别困难。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学生平时通过临摹或想象绘画
较多， 通过写生这一方式表现自我画面的训练比较少。 其
实， 通过写生可提高学生造型表现能力。

学一学。 学生并不是与生俱来就会通过写生来完成绘画
作品的， 需要进行一定的学习才能具备较高的造型表现能
力。 通过欣赏优秀的写生作品可以很快学习到表现大千世界
的秘诀。 比如学学柳树的不同表现方法， 有的人以线画枝条
表现冬天的柳树， 有的人以深浅不同的绿色点画柳叶表现初

春的柳树， 有的人以不同的绿色色块表现盛夏的柳树或用金
灿灿的黄色表现秋天的柳树。 这样四季的柳树表现很容易就
被我们学习掌握了。

看一看。 观察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主要有客
观的和主观的观察方法。 客观的观察方法要求我们忠实所
看到的事物， 尽量表现得和眼中观察到的接近； 主观的观
察方法则要求我们概括眼中观察到的事物， 甚至是夸张观
察到的事物 ， 使其更具典型性 ， 美感更突出 。 比如画松
树， 有的人观察得会很客观 ， 会把松针很认真地画出来 ；
有的人观察则很主观， 会抓住松树多变的外形用优美的三
角形表现。

想一想。 在进行绘画前， 我们就会想怎样才能画好一幅
作品， 我们学过的点、 线、 面和色彩知识会不时浮现在自己
的脑海， 如何运用所学知识， 认真思考是很重要的。

画一画。 当我们拿起画笔面对大千世界， 学过的、 看到
的、 想着的都会随着自己的激情通过画笔表现在画纸上。

通过老师的引导， 通过学生的练习， 我们相信一定可以
在写生中提高学生的造型表现能力。

有人问：什么是班主任的职业幸福感？班主任如何才能感
受到职业的幸福呢？班主任的职业幸福只有班主任自己知道！
因为，幸福是一种体验，究竟幸不幸福，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班主任的职业幸福感可以感知和释放， 也可以传递和转
化，即：班主任的职业幸福感=价值感+优越感+成就感+
归属感。

价值感：小角色，大作为，一个好班主任就是一个能量源

班主任是一个班级的核心人物，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班主
任的思想观念和管理风格直接影响着一个班级的发展方向。
一个好班主任，压得住阵、控得住场，一言九鼎、掷地有声，学
生有了主心骨，老师有了强后盾，班级有了灯塔。 在班主任的
影响下，班级就变成了一个蕴含巨大能量的磁场，吸引全体师
生凝心聚力，抱团前行；在这个磁场中，师生的思想和言行会
受到规范和约束， 继而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性。 一个好班主
任，能带出一个好班级，而一个好班级，能正向引领、正面影响
几十个孩子和几百个家长； 一批好班级， 能凝聚学校育人力
量，稳控学校发展方向。所以说，能遇上一个好班主任，是学生
的福气，是家庭的运气；能拥有一批好班主任，是学校教育的
福气和办学的底气。 作为校长，每当我看到全校 55个班主任
每天都是热情阳光、激情四射，个个都是心中有爱、眼里闪光、
脸上带笑、脚下生风，我就觉得特别踏实，就觉得我这个校长
不管为班主任提供多大支持，都值！

优越感：班主任要有“主任”的责任、模样、待遇和权利

班主任， 是教师群体里的小细胞， 是学校管理中的小官

职，可偏偏就是这个“小”字，却释放着“大”能量，担当着“大”
责任。 在政策、资金、待遇上予以支持，提高班主任津贴、绩效
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倾斜、 职位晋升和评优评先看重班主任经
历等，都能让班主任具有“带着主角光环”的优越感。教师本身
就是一个精神世界富足的职业，领导的看重、同事的尊重、学
生的爱戴、家长的理解、社会的认可，这些都能让班主任的优
越感爆棚。 同时，还可以设置隆重而热烈的班主任节，为班主
任送上鲜花、掌声、贺卡、祝福、问候、鼓励，这些都会让班主任
感受到被关注、被喜欢、被尊重，从而感觉到虽辛苦也值得。此
外，采取以班主任为核心的任课教师聘任制，让班主任拥有自
主选择的权利，就能实现每个班级的教师组合最优化、合力最
大化，让班级教师团队更具向心力和凝聚力，也让班主任有个
“主任”的模样。

成就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班主任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班主任是学校立德树人的主要实施者，是培养人、塑造
人的教育主角。 班主任的价值观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过程
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传递给了学生。班主任往那一站，
就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 班主任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培养
出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莫过于在若干年后， 学生依然记得班主任的 “好”。
“老班， 这是您 20年前给我写的信， 一直鼓励着我走到今
天……” “老班， 您是我们最最漂亮、 最最儒雅、 最最善
良、 最最爱我们的大姐姐……” 这么多年了， 能听到学生
如此温馨的话语， 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也
许， 当年学过的知识， 学生早已记不完全了， 但班主任对

他们的影响却可以如影随形 、 悄无声息地跟随他们一辈
子。 我想， 这就是教育， 也是一名班主任全部的幸福与满
足。

归属感： 近者悦， 远者来， 班主任工作室对优秀进行了
叠加

作为首批河南省名班主任工作室的主持人， 我深感前行
之路充满艰辛和坎坷， 但令人欣慰的是收获了成长的喜悦和
一路的花香。 结伴而行路遥而不觉其远， 欢乐做事事繁而不
知其累。 工作室从一开始的 6名成员， 发展到现在的 1000
多名成员， 成了一个优秀叠加的卓越团队。 这些志同道合、
灵魂相似的有缘人， 彼此唤醒、 相互鼓励， 抱团取暖、 携手
前行， 积蓄沉淀、 成长蜕变。 好文分享、 写作专栏、 生活微
语、 案例解析、 交流碰撞、 课题研究、 著书立作， 实现了快
速而幸福的专业成长， 累并快乐着。 有了工作室这个家， 班
主任的心就可以静静安放， 班主任就可以植根温暖、 纯粹成
长。 我们的专业反思： 当你觉得班主任工作让你焦头烂额、
疲惫不堪时， 说明你还不够专业， 你还应该在教育理念、 观
点、 能力、 方法、 技巧、 艺术上下大功夫。 当你把班主任工
作做得驾轻就熟、 游刃有余时， 你就能切实感受到班主任独
特而极具魅力的职业幸福感， 而这种幸福只有 “老班” 自己
才能感知。

班主任有了职业幸福感， 学生是最大的赢家。 但， 将欲
取之， 必先予之。 班主任要想获得职业幸福感， 必须用自己
的人格、 学识和能力来换取。只有这样，班主任的幸福感才来
得妥妥帖帖、踏踏实实。

儿子上中班之后， 我们迫切感觉到要培养孩子
良好的习惯是多么重要。 如何让四岁的孩子愿意去
做、坚持去做一直困扰着我们。经过多次向幼儿园老
师请教，反复商议、考量，我们决定采取小红花奖励
制度。

共同商量有约定。关于这项奖励制度如何实施，
先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让孩子了解， 然后轮番和孩
子商量，对孩子提出的疑问逐一进行解答，让他从心
里接受这样的制度。

瞄准目标有方向。 对现阶段孩子需要养成的行
为习惯都用小红花进行量化， 越难做到的事情奖励
的小红花越多。这样的奖励让孩子明确了目标，得到
鼓励，乐意去做，良好的习惯也在奖励中得以强化。
在孩子的床头制作了一个大大的心形小红花奖励

墙， 孩子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小红花在增多。 在前
期， 每天晚上都在孩子睡觉前陪着他一起数自己得
到的小红花， 让孩子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良好表现得
到了认可和奖励，强化他的思想意识。

升级目标有动力。在实行小红花奖励的初期，孩
子的积极性非常高，每天都想着如何得到小红花，但
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对小红花的热情逐渐冷淡
了。为了让孩子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我们又对奖励
进行了升级，比如用小红花兑换自己想要的玩具等。
孩子喜欢一款消防车玩具，我们商定要用 50朵小红
花来兑换。为了得到这个玩具，他得到小红花的动力
更强了，也在不知不觉中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还主
动提出要有更好的表现，要得到更多的小红花。

淡化奖励有序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也慢慢
懂事了，很多好的习惯也在坚持着，有时候会忘了要
小红花。 因此，我们就以搬新房为契机，撤掉了小红
花奖励墙，对于一些常规的行为表现不再进行奖励，
像自己穿衣、洗脸、刷牙等。 这些习惯孩子已经坚持
得很好了，他也认为这是自己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所
以就不必进行量化了。

孩子，送你一朵小红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美好
祝愿。 当然，在你漫长的人生道路中，还有很多需要
学习、历练，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成长，真正独立、
自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程相光 张会娟

语文作业是开展初中语文基础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不

仅能够检验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接受知识的理解程度,也能够

深入巩固当前所学的语文知识内容,不断提升初中生的语文

综合能力。
多年来，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课外作业一般由教

师支配，学生只是被动、无奈地接受，课外作业形式只局限于
抄抄、写写、背背。在“双减”政策下，国家大力提倡减轻学生的
作业负担，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布
置作业的时候，要在形式上不断创新，让学生从繁重的作业中
解脱出来，真正地感受到学习知识的趣味性，这样才能促进学
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使课外作业真正成为学生再学习、 再探
究、自主性发展的活动过程。

因此，作业设计应注重形式，突出多样性、趣味性。语文作
业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把握，
通过听、说、读、动手等多个方面，极大地推动学生对语文的学
习，在完成学生的减负之后，让学生从各个角度进行学习，增
强他们对语文世界的学习和感知。比如，针对常见的初中语文
作业布置，字词抄写和美句摘抄，这根本是无效作业，基础字
词没有必要放在课外，应当挑重点字词和成语当堂解决，因为
当堂有“场域感”，学生记忆效率高，而课后抄写，很多学生心
不在焉，写了也不过寥寥几笔。

还有名著作业，很多老师习惯性布置故事梗概和摘抄，来
督促学生去读书。换位思考，如果是你，让你每天读名著，你本
来读得好好的，但要求你每读一个章节都要去概括、去摘抄，
还要做批注，你愿意吗？ 另外，这种能轻易在网上搜到答案的
作业，是不是也在滋生学生的作弊心理？

要想检查名著阅读的效果怎么办？那就主动思考，尽可能
设计有思维含量的问题。 问题要有
趣味性，要生活化，能激发学生的探
究兴趣， 而不是机械地去记忆名著
的故事情节。比如徐杰老师的《水浒
传》导读课例，他以《水浒传》中的经

典酒局带动学生去读原著， 以给扈三娘找理想匹配对象的方
式，让阅读富有趣味。

关于作文，布置随笔、日记和周记，多半是无效作业。因为
缺乏明确性指向，学生往往流于随意，甚至是应付差事。 比如
日记，学生本没有那么多有意义或深刻的事情可写，就胡编乱
造凑字数，这样的作业质量堪忧，并且老师们普遍太忙，根本
顾不上每天认真批改和讲评，缺少后续跟进和指导，那又是无
效作业。 到头来，学生累，老师也累，互相伤害。 倒不如每学期
认认真真练好 6篇当堂作文，明确每一篇作文的训练点，逐步
升格，规范写作思路和方向。

好的作业设计，特别考验教师的专业眼光和思维水平。教
师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而非人云亦云，更非盲目内卷。
清晰地知道作业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这非常重要。减少无效作
业，减轻学生负担，任重而道远。

班主任的职业幸福只有自己知道
濮阳市第十中学 都娟

■毛毛虫

■美育课堂

浅谈小学生儿童画

造型表现能力的培养
濮阳市第八中学 徐小光

现代社会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

性，因此，在美术课程标准中，应特别重视对学生个
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采取多种方法，使学生思维的
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得到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
学生的创造潜能，并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
有将创新观念转化为具体成果的能力。 通过综合学
习和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探究与发现，
找到不同知识之间的关联，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创造
性地解决问题。

那么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小学生儿童画

造型表现能力呢？小学美术教学模式中，如何正确引
导学生，挖掘、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培养学生的造
型表现能力？ 我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营造良好课堂氛围， 为儿童画造型表现能力的
培养提供必要条件。美术课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较
强的课程，既可以按色彩学、透视学等理性的原理去
表现物象， 亦可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 更深刻地触
动、感染观者，使创造的形象更加生动完美。因此，美
术教学不该形成某种定式，它更适合在探索、讨论、
活动、实际操作中进行，而要采用这种方式完成教学
任务，和谐的课堂氛围是不可缺的。只有平等和谐的
师生关系，才能让学生感到轻松、和谐，不至于觉得
压抑，才有利于学生的造型表现能力的发挥，创作出
优秀的儿童画。

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 发散性思维为儿童画造
型表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石。在美术教学中，要先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每一节课在作业
时，围绕每节课的内容，尽可能多地去设想，看谁的
想法最多，最有独到之处。学生敢于用多种造型手法
表现事物，表现内心的情感。 在表现《大人国与小人
国》一课时，他们的想象真是奇特极了。 大和小比较
着来画， 小人国人爬着梯子到大人国人的鼻子上玩
耍，大人国的杯子成了小人国人的游泳池；大人国的
人表现他们的大，孩子们大胆地只画了半个身子，把
他们画到画面外去了。这说明，发散性思维对摆脱习
惯性思维的束缚很有益处， 对小学生儿童画造型表
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间美术由民间手艺人传扬， 发展到今天品种
繁多， 不断吸收各民族风俗形成的地域特色， 成为
日常生活中脍炙人口的美术形式， 比如年画、 剪
纸、 花模、 脸谱……这些艺术产品既具有地方特
色， 又是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小学美术教师可多引导和鼓励学生接触、 学习
民间美术， 并利用身边的民间美术资源， 将其融合
到教学当中， 激发学生美术学习兴趣， 陶冶学生美
术情操。 这需要教师对美术课程进行深入研究， 合
理地将民间美术的形式有机组合到美术课程中去。
课前备课时， 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刻的了解， 在吸收
民间美术的种类和内容上多下功夫， 利用与课本内
容相关的美术作品来阐述美术内涵。 如在 《精美的
邮票》 一课中， 我在教学设计上将剪纸人物和邮票
的形式进行有机组合， 课前和学生进行了大量的资
料查阅准备， 还从网上搜集了大量民间手艺人制作
的剪纸作品的视频等等； 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剪纸
的图文资料， 生动形象地阐述了这一民间美术艺术
形式的美术内涵， 让学生从造型、 色彩和制作方法
等多个不同方面了解剪纸， 达到了很好的课堂效
果。

要鼓励学生参与民间美术相关活动。 民间美术
的造型和制作工艺有入门难度低、 材料随处可见的
特点， 非常适合小学生学习和动手实践。 许多民间
美术产品都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将民间
美术引入课堂， 提高了学生实践创造能力， 使民间
美术得到良好的传承。 如在 《神奇的装饰柱》 一课
中， 教学设计上选取泥塑的造型表现形式， 课前准
备了大量的彩色黏土， 在课堂上教授学生用泥塑的
基本制作方法， 制作各种图案的图腾柱。 从这一具
体创作中， 学生大大激发了课堂兴趣， 并在欢快的
过程中得到学习。

要激发学生美术学习积极性， 培养学生艺术情
操。 将民间美术资源引入课堂进行相关主题活动，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 并使学生对美术
的鉴赏能力在活动中得到提高。 在设计教学活动
时， 向学校申请民间美术进校园主题活动， 让学生
在活动日自主完成手工艺活动， 在实践中不断激发
学习热情和美术鉴赏能力。

总之， 师生通过学习了解民间美术， 更有利于
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培养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
和传承意识， 顺应现代教育发展趋势。

如何将民间美术
引入小学美术课堂
经开区濮上路第一小学 韩玉

■教育故事

送你一朵小红花

■花开有声

我爱读书
范县第二小学三年级八班 陈桉迪

浅谈“双减”政策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范县白衣阁乡第一中学 宋丹丹

■教学随笔

如何在写生中提高小学生的造型表现能力
濮阳市第八中学 徐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