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
这则案例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课堂现象。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课堂文化中，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是否主动、积极被视作课堂教学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

其中，积极举手被视作学生课堂参与的重要特征，是良好的课堂行为和习惯。与不举手的学生相比，经常举手的

学生更容易得到教师和同学的嘉许。在这样的传统中，不少学生生怕同学抢先举手，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哪

怕自己对回答的正确与否没有把握，甚至连提问都没有听清楚，也积极举手表现自己。这种现象在很多课堂普

遍存在，很多教师对此熟视无睹。然而，高老师却敏锐地发现这一“良好”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学生并不那么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案例中小Z把积极举手、迅速完成作业、多次订

正作业看作表现自己的手段，忽视了前提——真正掌握知识，“只是表面积

极，实际上极不认真”。

在分析小Z这一行为的背后原因之后，高老师有针对性地实施个别指

导和家校沟通等教育举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暂时没有取得明显成

效，但未来可期。

这则案例提醒我们，教师应该具有高度教育敏感性和负责敬业的精神，

同时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察觉不寻常，发现教育问题，发掘教育契机。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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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江湾小学 高 丹

小Z学习态度非常积极，上课

时总是高高地举起小手。教师没

点他，他也会迫不及待地高声把答

案喊出来；课堂习字，如果他不是

全班第一个把字写好的，那就是第

二个；晚托班，他多次跑到教师办

公室订正作业……但小Z的成绩

在班级里是属于落后的。

你不能说他不认真，可是他的

学习又是那么费力。

即使是很简单的问题、即使是

上节课刚讲过的，他也很难回答正

确；有时他抢到发言机会，等到站

起来，却忘了要说什么，或者说一

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让我哭笑不

得；他的字更是让我头疼，需要注

意的细节都被他忽略，每一个字都

要重新一笔一画纠正……

他学得费力，我教得也是那么

费力。

一次，我在作业平台上检查课

文《彩色的梦》的预习朗读情况，当

检查到小Z的作业时，我简直“大

开眼界”：以前学过的字也读错，借

助拼音也读错，错的地方还无法预

料。“一大把”读成“一大片”，“躺

在”读成“躲在”，“铅笔盒”读成“削

笔盒”，“葱郁”读成“葱油”，“苹果

般”读成“苹果船”，“烟囱”读成“烟

斗”，“彩色”读成“颜色”，“季节”读

成“李节”，“歌声”读成“唱歌”……

更不要说流畅、停顿和有感情

了，我耐着性子检查完，火冒三丈、

欲哭无泪。

我纳闷了，课文中那些拼音，

他到底会不会拼读呢？

我想弄明白他到底是真的不

会，还是对待学习随心所欲呢？

第二天，我们班开始学习这篇

课文。在预习检测和反馈环节，学

生们都踊跃举手，但我注意到小Z

没有举手。

我故意说，我要点那些不举手

的学生回答问题，这时我看到小Z

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慌。

我点了小Z，请他朗读诗歌的

第三小节：“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

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

的烟囱上，结了一个苹果般的太

阳，又大——又红！”

我心里怀着一丝侥幸：希望他

昨天的朗读只是不认真罢了。给

他在全班面前表现的机会，再怎么

样都能比昨天读得好。

我错了，小Z的朗读情况和昨

天一样。“葱郁”还是读成“葱油”，

“歌声”还是读成“唱歌”，“般”还是

读成“船”……

当小Z读完，许多学生都举手

表示要给小Z提朗读建议。

我示意他们把手放下，然后问

小Z：“你刚才有好几个词语读错，

这些生字课文上都标注了拼音，你

为什么不去拼读呢？”

我请小Z当场拼读，他读得非

常吃力，最后在师生们的共同帮助

下勉强一个个读出来。

看来小Z的基础是相当不好，

连一年级的拼音都有问题。

我告诉小Z，碰到不认识的

字，要自己用拼音去拼读，不可随

便猜测。小Z答应了。当天，我在

他的家校联系本上写道：“请认真

对待预习，提高预习质量。”

那么，小Z的这种情况，小Z

的父母知道吗？

当晚，我编辑了一条长长的短

信给全体家长，陈述学生们预习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预习要求，请家

长们引起重视。我没有在短信中

提小Z，但我期待着小Z的父母能

看到这条短信和家校联系本上的

留言，并明白我的意思。

我又失望了。两天后学习下

一课，小Z的朗读依旧很糟糕，读

错、漏读、添字的情况就有一大

堆。看来，小Z的父母并没有读懂

我的意思。

那天中午，小Z又很积极地上

讲台来找我订正。

我发现他“魔窟”的“窟”写错

了，于是指了出来，让他下去改正。

不到一分钟，小Z就说改好

了。我一看，“窟”字还是错的，作

业没有擦过的痕迹。

我再次让他下去改，并让他去

看一下课本上的字。

不到一分钟，小Z又上来了，

但“窟”字还是没有改。

这一次，我生气了：“我已经把

错误给你指出来了，叫你下去订

正，结果还是没有订正。”我质问小

Z：“你到底有没有看过课本呢？”

他小声回答：“没有看。”

我实在不理解：“课本上就有

正确的字，你不能照着课本把字写

对吗？你一遍一遍上来找老师订

正作业，自己的错误却一直不改，

那你上来干什么呢？”

小Z低下头，没有回答我。

我明白他落后的真正原因了：

他只是表面积极，实际上极不认

真，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去学习，

第一个完成作业，第一个订正作

业，至于作业是否有错误、正确的

字是怎样的、书写规则是怎样的，

他是不关心的。

我在家校联系本上如实记录

了小Z的订正情况。第二天，我看

到这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一直

都存在。”

这符合小Z父母平时的反馈

风格，语句基本都是“孩子独立完

成了作业”之类。

我想说的是：以小Z目前的情

况而言，真的可以“独立”吗？

每一个问题学生背后肯定有

一个问题父母或一个问题家庭。

小Z目前的学习困难，肯定和其家

长的教育方式有一定关系。要想

帮助小Z，得先做做小Z父母的工

作。既然家校联系本沟通见效不

大，那么，我该换一种方式，或许见

面沟通，让小Z的父母亲耳听听孩

子的朗读，就会实际掌握小Z的学

习状况，就会明白：“放手”不是那

么容易的。

也许，小Z的父母也了解孩子

的情况，但苦于找不到好的解决办

法。那么，我可以召开家长会，请

优秀家长介绍好的办法。

对于小Z，我决定利用课外时

间帮助他补一补落下的拼音知识，

掌握正确的拼读方法。同时，在课

堂上加强对他的检查和关注，让其

养成倾听和思考的好习惯。

同学，请不要把“认真学习”理

解为“表现自己”。表现自己很重

要，但请在真的认真之后再去表

现。家长，孩子的独立很重要，但

独立能力是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不

是放手“放”出来的。

表现自己是学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的第一课

□开化县华埠中学 郑黎明

第一堂课就像是去赴约。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

点，在铃声里，我走向人生的讲台。

学生在底下窃窃私语，当年我23岁，学生里头最大的

17岁。他们随时在打量着眼前这位毛头青年。

“蜗牛见过吧？”

我给他们读台湾作家张文亮的《牵一只蜗牛去

散步》——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

走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挪那么一点点/我

催它，我唬它，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

说：人家已经尽力了嘛。

一位女生脱口而出：“老师，你是说我们是蜗牛？我才

不是，背一个厚厚的壳，累人。”

“恰恰相反。我要把你们的壳没收。我们轻装上路，

一起成长，好不好？”

我又给他们讲小男孩海边捡小鱼的故事——

一个小男孩在退潮后的沙滩捡小鱼，把它们扔回海

里。有人看到说：“沙滩上这么多鱼，你怎么捡得过来？”小

男孩说：“对被我扔回海里的鱼来说，这就是全部啊。”

这位女生又抢先说：“老师，我们怎么又成鱼了啊。你

怎么都是在拯救我们啊？”

“要不，换你们来捡我？我才比你们大一点嘛。你们

自己拯救自己，好不好？”

话音未落，我让他们变身：“有没有人愿意当猪？是一

头猪。”

我目测，教室里每个人的体温都在上升，快炸开锅了。

我给他们讲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插队喂猪时，见过一头很有个性的猪。它会模

拟各种声音，模拟号子催插队的人提前结束劳动。它会跳

到阳台上晒太阳，好多母猪也喜欢“他”。有一天，大队决

定消灭这只“不听话”的猪。它又是一只聪明的猪，它矫健

地在几十个人之间迂回，最后冲出包围，钻进玉米地里。

大家会心一笑，在罗网一样的生活里，竟然有这么一

只可爱的猪。

“当你觉得学习枯燥乏味的时候，也可以晒晒太阳。

我会原谅这样的‘猪’。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叫郑黎

明，请多多指教。”我再次环视他们。

这堂课，我没让学生做自我介绍，也没给他们“畅所欲

言”的机会。我像一个独裁者一样，让他们分饰几种动物

角色。他们会不会误会我的意思？会不会觉得这个老师

在显摆？会不会想揍我？

这堂课，我始终掌握着“主动”，会不会忽视学生“课堂

主体”的定位，本末倒置？

这堂课，我没喊“上课、起立”。会不会让学生觉得眼

前的这个人很随便？

铃声再一次响起，他们又骚动起来。

“老师，我觉得你太棒了，你真好。”两次抢白的那位胆

大女生说。

我走出教室，感觉天是蓝的，能拧出纯净水来；风是温

暖的，贴到皮肤上刚刚好。

□杭州市求知小学 廖张艳

“你怎么这么不诚信呢？”午饭

后，正在班上批改作业的我听到Z的

吼声。Z有点事情就大吼大叫，大家

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过，诚信是个大问题，我便把

“涉事”的两位学生叫到讲台前。

Z控诉：“昨天S答应借给我一

本书，结果他今天又不借给我了，太

不讲诚信。”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了。

怪不得平日里作业拖沓的他，

今天早早地完成了作业。我点头表

示对他的理解。

我先和S进行谈话，S不好意思

地挠挠头，承认了Z对事情的描述属

实，并说明了情况。原来今天一早，

另一学生借走了这本书，当时S已经

忘记昨天答应Z的事了。

我告诉S，说到就要做到，做不

到的事情就不能轻易许诺。S表示

自己知道错了。

“占理”的Z气得满脸通红，我向

他说明了S的情况。

“那也有先来后到啊，明明是我

先借的，他不能要回来吗？”Z还是比

较激动。

我问Z：“S明明答应了你，却又

不能借书给你。那么，有没有谁在

面对这个情况时，是平静的呢？”

“什么是平静？”

“就是不像你这么激动，这么生气。”

“应该有吧。”

“我们班有这样平静的人吗？”

“T可能会平静的。”T是我们班

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一位男生。

“嗯，我也相信。那么，有没有

可能，你的身体里另外一个自己就

是一个平静的人呢？如果他能够平

静，他可能是怎么想的呢？”

Z没有立即回答，歪歪头想着。

“他可能觉得，S是有什么原因

吧，所以今天不能借书给我。”

“你很有想法，那么有没有可

能，S也没料到今天一早书就被人

借走？”

“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那么S今天没法

借给你，也不是什么不能原谅的事

情，对吗？”

“是的。”

“这样想你的感受怎么样？”

“还好。”

“是不是没有那么生气？”

“是的。”

“同样的一件事，你可以有不同

的情绪，你认为关键取决于什么？”

Z想了一下，说：“取决于我是怎

么想的。”

我很欣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

沟通到这里，Z的情绪已经明显

缓和。

S向Z道歉了，Z很可爱地询问：

“等W看完就给我看，可以吗？”

S答应了，我补一句：“我相信S

是个说到做到的帅小伙。”

事情就这么愉快地处理完了。

之前我处理这类事情，基本上是教

育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对待他人

要宽容、能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是

缘分之类的说教。这次沟通，我从

情绪疏导的角度去启发学生。

我知道，学生也许不会因为一

次谈话就控制住情绪，但我期待经

过多次沟通和自我调适，学生在情

绪管理方面能有所进步。

今天午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坐

在讲台前批改作业，Z凑过来很平静

地说：“老师，那本书S还是没有借给

我……”还没等我说话，他接着说

道：“因为他今天忘记带了。我真的

很想看那本书。”然后他回到座位上

继续写作业。

后来，我当面称赞了他的表现——

没有对谁大吼大叫，平静地接受现

实。我问了他书名，表示要买一本

作为奖品送给他。

换一种说法有效果

□嵊州市城北小学 商张恒

一年级刚入学时，我就发现乐乐不太合群，喜欢一个

人待着。

课堂上，乐乐的小手总喜欢摸东摸西，做操时手脚不

太协调，平时情绪容易激动。

乐乐妈妈说，乐乐有轻微抽动症，医生说没有特效药，

只能让他尽量克制，少发脾气，多培养他做事的专注力，等

长大了就会好转。

那天上午，教室里寂静无声，学生们正在做语文练习。

突然，只听乐乐自言自语地埋怨起自己来：“我答题这

么慢，这么慢。考试肯定来不及。”

一开始，我进行冷处理，没有去理睬他。因为一旦搭

理他，他就会跟你缠不清了。

没想到，他不停地说：“我怎么这么笨，这么笨。我根本

没有资格穿鞋子。”说着，他就把自己的球鞋脱下来，踢得远

远的。一边抽泣，一边念念有词：“要不，我晚上也不要睡

觉，就让我一直在那里做题好了。谁让我做得这么慢？”

唉，这是他又发作了。

我让他去捡鞋，他怎么也不肯。

我换一种说法：“乐乐，你的鞋子太臭，商老师要被熏

晕了。”

我话音一落，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满

脸疑惑，突然，扑哧一笑，把鞋子捡回去穿起来，继续做练习。

其实，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记得上次，全班举

行跳绳摸底测试，很多学生才会跳几个，而他跳了84个。

应该说成绩挺不错的，可他一个劲儿地怪自己跳得太差，

急得要哭。

我安慰了他好多次，还把其他小朋友们跳的成绩给他

看，可他还是较真，一直在发脾气。

我想到一招：“你刚才跳绳累了，给你吃饼干，填填肚子。”

他是个十足的吃货，立即破涕为笑，狼吞虎咽，像个没

事儿人似的，谁能想到他刚刚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

事后，我跟他妈妈反馈情况，才知道原来他在家里跳

绳能跳120多个，难怪跳80多个就嫌弃自己。

想想平日里对他的教育，他总有几句能听进去，情况在

渐渐地好转，但他不参与班级工作，我就尝试让他发作业本。

我庆幸自己没有冲动，避免了粗暴；庆幸自己站在学

生的立场，去换位思考，及时转移学生的注意力。毕竟，学

生还小，需要我们用足够的爱去呵护。

你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

连日来，江山文溪实验学校以主题读书节活动为载
体，举办“追随红色足迹，走进革命英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第十届读书节活动，以合唱、读
书、讲故事、看电影、演情景剧、诗歌朗诵的方式，学习英
雄精神，缅怀革命先烈。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开展
一系列活动，着力营造师生共读、亲子共读的书香氛
围。图为情景剧表演现场。

（本报通讯员 王灵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