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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展板

下期话题：

天气热，家长要求教室
装空调，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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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稿费

□开化县实验小学 余 霞

又到期末了，我又要写评语了。这批学生是我
从一年级带上来的，我已经写了10个学期的评语，
有了思维定式，实在想不出什么新鲜的语句，怎么
办呢？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

“余老师，这是你们班的奖状。”同事把一叠制
作完毕的奖状放在我桌上。上周五我们班进行了
期末评优评先的民主推选。以往都是我根据学生
平时的表现“论功行赏”的，这次我放手让学生们自
主进行无记名投票。评选前的诸多担忧在结果呈
现那一刻都释然了，学生们的观察、分析、评价能力
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

为什么不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写评语呢？说
干就干。

“今天的小练笔是——写评语。你要评价的对
象就是你的同桌。”

“这个怎么写？”教室里顿时议论声一片。
“你还记得老师以前给你写的评语吗？”我问。
学生们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有的说：“老

师一般都是写优点的。”有的说：“老师如果要指出
缺点也比较委婉。”有的说：“老师会写一些勉励的

话。”学生们满脸都是兴奋。
我简单地向学生们介绍了写评语的目的——总结优缺点，

帮助同学不断进步。“同桌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觉得他最
大的优点是什么？他有哪些地方还不够、还需要努力的？”我循
序渐进地引导着。

有些学生陷入了沉思，有些开始窃窃私语。“老师，我可不可
以写成诗歌？”小雅冷不丁地喊了出来。

有想法，学生的思路已经打开了。我说：“这个应该可以，写
作方式由你自己定。我们可以写得幽默些，也可以写得诗意些。”

学生们奋笔疾书，有的边写边点头微笑，有的写几句就看同
桌一会儿，有的写完了还在反复品读……不一会儿，我就拿到了
新鲜出炉的评语手稿。

学生们的评价很诚恳，很真实。小墨写的：“查作业时，你是
‘柯南二代’；上课时，你是‘金话筒’；写字时，你是‘书法家’。你
真是名副其实的语文课代表。最喜欢听你的笑声了，希望你能
一直这么爽朗下去。”

小旭写的：“赛场上，你潇洒奔跑的样子是那么美丽；教室
里，你认真思索的侧影是那么动人。你乐于助人，同学有难，援
手相助，你让我领悟了友情的可贵。不过你与粗心交上了朋友，
这个朋友很不好，和它绝交吧。”

我拜读着学生们的评语，决定尊重原创，原封不动地输入电
脑，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写评语的难题，学生们也得到了一次锻炼。

总是说作文难，难作文。
看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没有
帮助学生找到写作的兴奋
点。只有真正地让学生“我手
写我心”，学生们的潜力就是
无限的。

□茅卫东

当年的班长，现在四十多岁，他说，

我受茅老师影响最大的，是一句话：

“——这道题你会吗？会。会，你还

做它干嘛？浪费时间。

——这道题你会吗？不会。不会，

你盯着它你就会吗？浪费时间。”

这好像是两句话。不过，这个事我

有印象，因为在后来的几届学生中，我也

一直这样开导学生。我应该还对学生说

过：“不会的题，你乱做一气交上来，不但

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浪费老师的时间。”

我的复习理念是：“多看书少做题，

不给老师添麻烦。”

我教政治，每班每周课时不多，但教

的班多。最多一次同时教七个班，每次

要改七个班作业，头大啊。

让学生少做题，学习自觉性强的学

生还很有意见：“其他老师每天都有作

业，政治老师太不负责任了。”

我得为自己辩护：“谁说政治课没有

作业？我让你们去看书，我让你们关注

什么事，这些都是作业，不是非得用笔写

才叫作业。政治学科重要的是思考，那

几个汉字，你们身为省重点中学的学生

还不会写吗？聪明的学生不会只是傻乎

乎地做题，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思考

‘为什么’上面。”

这意思是：学习不需要做题？

当然不是。

总会有些题，好像会做，但没把握，

那就得试一试。我一直要求学生学会自

我判断，而不是完全依赖老师。做完一

张练习卷，要预估能得多少分；如果误差

太大，说明对自己的能力了解太少。

这样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慢慢地，就

能像班长那样以“会，不做；不会，不做”

对待复习，而不至于影响成绩。相反，因

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熟悉教材、去思

考问题，对学习、对思维能力的提高都很

有帮助。

我不但很少布置书面作业，学生交

上来的作业，我也只批改一部分。如果

学校查得不紧，批改一半就不错了，有时

候可能改完一个组就让课代表把作业发

回去。

学生又有意见了，觉得这个政治老

师太不负责任。

那就再谈谈心呗：“全班五十多个

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总体水平相差无

几。我改一个组，是不是就相当于了解

全班情况了？再继续批改，纯粹是毫无

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你们忍心让老师

干这种事情吗？”

我知道，有的学生心里在想：“我们辛

辛苦苦做作业，老师你看都不看一下，也

太对不起我们了，那我下次不做行不行？”

“行啊。哪位如果觉得自己这门课

掌握得很好，不用做作业，没问题，提出

申请，我当面考核一下，以后就不用做政

治作业了。

至于伤心，大可不必。你们又不是

为讨老师的欢喜来学校的。做作业的目

的，是检测自己学得如何。每次作业，我

上课时都会有反馈，即使没有改你的作

业，你自己注意听就是了。学习是你自

己的事，教师只是辅助。改不改你的作

业，与你学不学，不应该有什么联系。

你要有问题，还可以直接来找我嘛。”

但我不允许学生随便问我问题。

我给学生规定的是，解题时遇到困

难分三步走。

第一步：看教材

先想清楚，这是哪个或哪几个知识

点的问题，在教材的什么地方？然后去

翻书，把涉及的知识点弄清楚。

学生解题时遇到问题，许多是基础

知识不扎实所致，概念都没有弄清晰，做

起题来自然蒙圈，这时候自己去看书就

能解决很多麻烦。

第二步：问同学

如果看书还是糊涂，那就问同学。

学生之间，对彼此的了解往往比教师多，

沟通起来有时候更方便。有问题问同

学，能增进同学友情，提高学习效率。如

果有同学问你，你给同学讲解一遍，自己

也是一个复习巩固的过程。

第三步：问老师

看了教材，问了同学，问题还是解决

不了，那自然还得问老师我。一般的问

题，当然不在话下。某个观点学生可能

会有哪些反应，某道题学生可能会出现

哪些失误，这都是事先考虑过的。我曾

写过一篇短文，大概意思是：课堂上其实

没有那么多生成，许多精彩的生成不过

都在教师的几种预设之中。

问老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当然不可能，老师又不是万能胶。

像我这么懒惰的教师不多，同事大

多很有责任心、敬业心，特别到了高三，

学生桌上的教材、教参和各种练习册堆

积如山，做作业自然如同愚公移山。

我对学生说：“为什么不相互抄呢？”

学生很惊讶：“这怎么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呢？做作业的目的是

为掌握知识，通过考试，但基本前提是你

有一个过得去的身体。每天完成作业都

到深更半夜，睡眠不足影响健康，也影响

学习效率。

“可是，可是不做作业，老师要骂啊。”

“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相互抄啊。

既给老师面子，也给自己留条活路。政

治学得扎实的，多花点时间背背历史。

物理成绩好的，每周少做三五张物理卷

子有什么关系？不如把这些时间用来对

付自己的弱科。只要你心里明白，学习

是自己的事，考试是自己的事，至于具体

怎么学，那都是小事。只要有利于整体

的提高，抄点作业算什么？”

是啊，抄点作业算什么？我还教学

生考试时直接放弃某些题。

平时小测验还好，每次大考，特别是

高考来临，总会有些学生很紧张。有些

教师还特别爱讲恐怖故事：“某某学生，

第一题就不会，当时汗就下来了。”“某某

学生，漏做了整整一页题。”

我做考前动员，一上来就把学生的

幻想敲灭。

“这世上有奇迹吗？我相信有。但奇

迹会不会落到你头上。大家努力了这些

年，不用考大家其实心里也有数，高考无

非是让大伙死个心，哪来那么多奇迹呢？

你平时不够努力，天分也很一般，奇

迹却落在你头上，这也太不公平了，还让

那么多努力的人活不活？

所以，大家就保持一颗平常心吧，好

的差不到哪里去，差的也不可能好到哪

里去。能上大学的就那么点人。今年上

不了，明年还有机会；实在上不了，也不

等于没有活路，没必要这会儿自己吓死

自己。

考试时，最容易出现的失误是什

么？不是答不出题，而是一紧张，忘了自

己有几斤几两，总想每道题都答对、都拿

分。这怎么可能？平时你每次考试都得

满分吗？那为什么到了高考，一道题都

不肯放弃呢？”

一定要果断放弃某些题。150分的

数学你平时最多才拿120分，最后大的题

你从来没做对过。那你第一题就不会做

也不用怕，因为你本来就要丢30分，这才

丢两三分而已，有必要紧张吗？最后那道

大题，干脆就不要去看它，徒增烦恼嘛。

就算高考结束，你发现那道题简单

得不行，但考试的时候你也做不出来，信

不信？有这功夫，不如把前面已经做好

的题仔细检查，尽可能把那120分统统拿

到手。实在还有时间多，再去捡漏不

迟。心情放松了，或许最后一题你还真

做出来了。瞎猫撞上死耗子的事，也是

有的。

无论如何，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

上面。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面
俞和军（楼主）
小时候我上的小学和初中

都没有围墙，更没有戒备森严的

保安。一下课，我们可以到处乱

跑。中午休息时间，我们可以走

遍整个村庄，跑得满头大汗。现

在的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无一例外都有高高的围墙，

装满各种各样先进的探头，配备

三八制轮流工作的保安。即使

大学，也很少没有围墙。

假如学校没有围墙，会怎样？

yanwang_yw
如今不要说围墙，无形的墙

也越来越多。以前学生集体活

动很多：春游、秋游、拉练……现

在都怕学生出意外，奉行“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基本不进行

此类集体活动。

俞和军
很多时候，我总觉得围墙限制了学生能

力和素质的提升。限制越多，学生发展得越

慢。假如没有围墙，学生可以迅速学会很多

安全知识，可以更早地接触社会，可以更多

地将课内外知识结合……不过教师负担会

不会很重？担心学生走丢、被拐骗、出安全

事故、没有按时进课堂等……

杨铁金
中小学校没有围墙，让人感觉不安全，

可在围墙的设计与材料上下功夫，如栅栏

式、丝网式、玻璃式、灌木丛式等，还有创意

造型的围墙。我们这里有一所学校，四周全

造了房子，连围墙都省了。

yanwang_yw
推荐台湾李崇健《没有围墙的学校：体

制外学习的天空》。该书介绍台湾唯一一所

体制外中学——全人中学，这是一所没有围

墙、打破权威与规范的学校。在全人中学，

教师不预设立场，尊重每一个学生，宽容地

与学生讨论，每一种想法都可以被理解与包

容。全人中学认为“成为一个人”远比“学

习”重要。

龙泉许东宝
现阶段没有围墙不行，学校硬件设施的

维护得不到保证。很多群众出入学校，说是

锻炼身体，全民健身，可是素质不高的话，随

地乱扔烟头，或顺手牵羊，你也没办法。有

一个周末，同事的手提电脑忘在办公室，周

一来时，发现已经被盗了。

还有群众在校园受伤，学校需不需要处

理呢？社会上一些心理有问题的人员进入

校园，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手，那又该怎么

办呢？

赵占云
想象一下，如果校园没有围墙，学生就

自由了。下课后，学生可以满街跑，随便接

触外面的人，摸出口袋里的零花钱到便利

店、小摊买零食。上课铃响，教师走进教室，

还有不少学生在外面没有回来。不出事则

已，出了事就不堪设想了。学校没有围墙，

你确定学校还是学校？不是公共停车场或

者健身场？而且还会有不少“社会人”来找

学生，寻衅滋事。没有围墙太可怕。

伊 人
当学校没有围墙，就如同我们儿时简朴

的学校，学生来去自由，但还是得有规矩。

我们也希望学校没有围墙，只要有这样的想

法，行动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找到可行

的办法的。

山 峰
围墙于学校而言是保一方安全，于家长

而言是一种安慰，学生在校不受外来干扰能

安心学习。围墙看起来很安全，其实围的是

人心，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也困住了学生

的探索之心、自由之心、自主之心。有形的

围墙可以建立，但学生对外面世界的探索与

渴望，我们该如何保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信任我们又该如何去建立？

假
如
学
校
没
有
围
墙

□嘉善县泗洲小学 叶 冬

投掷类的体育课内容，如

“双手头上正面掷实心球”，通

常不受学生们的喜爱，学生的

投掷水平也很难提高。用什么

样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提高兴

趣，改善技术呢？

为此我设计了一堂课，准

备部分采用四人活动操，特别

是通过后仰“过山洞”活动，让

学生体会到掷实心球时抬头、

挺髋、使腰背成“反弓”等姿势，

解决了本节课的重点，更为基

本部分的教学做好了铺垫。

在基本部分教学过程中，

学生玩了一个“看谁投得准”游

戏，如果要将实心球掷到10环，

则必须抬头，这使学生深刻体

会抬头的重要性。

然后是掷高度，在几个特

定高度拉绳子，学生掷球过绳，

会有相应的得分。为了能拿到

更高的分数，学生们个个斗志

高昂，不停地尝试。在反复的

练习过程中，学生进一步明确

抬头、伸肘以及蹬腿、挺髋、协

调用力的重要性。

在最后“越抛越勇”的游戏

中，学生的加油声、呐喊声将教

学推向高潮。

本节课我尽可能做到精讲

多练，同时始终以参与者的身

份进入课堂，为学生起到了示

范和激励作用。

实心球的教学很少采用合

作学习的方法，但我在本次课

中大胆尝试了四人合作练习。

从开始的准备活动，到互助完

成关节活动，都以四人一组为

练习团体。学生交流多了，特

别在组间竞赛中能充分发挥团

队精神，课堂里时刻能听见学

生们呐喊：“手要伸直！”“速度

快点！”“脚用力！”“加油，高点，

多拿一分！”……

看见学生为取得好成绩共

同努力的场景，我意识到这不

正是快乐体育的精髓所在吗？

实心球教学过程要注意

安全问题，整节课我时刻强

调：将球全部投完后，才可以

将其取回，并严格按照规则参

加游戏。

你
的
评
语
，他
来
写

小组游戏突破掷实心球难点

近日，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小学的“空中菜园”里，各种蔬菜长势喜人，20多名学生利用
课余时间正在体验搭架、拔草、浇水等农事活动。“空中菜园”占据教学楼顶的300多平方米，是学
生们自行开辟、种植和管护的，种有黄瓜、辣椒、茄子、苋菜、西红柿、空心菜等10多个品种的蔬菜，
已成为该校一个重要的劳动教育基地。 （本报通讯员 叶 秋 许斌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