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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实验小学 王华君

有一个普遍现象：随着学生的年

级升高，课堂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少，

表达观点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倾向于

选择旁听和被动接受，以至于他们越

来越不敢表达，越来越不会表达。

为改变这一现象，我校数学组

进行了各种尝试：贴红花、发表扬

信、爬格子赛、积分换奖品……但见

效甚微。

3年前的一次教研课上，数学教

师徐小利用一个微视频演示讲解

“相遇问题”知识点，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

数学大组长王丽英从中深受启

发，提出了开展“小老师录播”活动的

设想：鼓励学生在家拍摄解题或讲解

知识点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供大

家交流学习。

这一设想首先受到一年级组数

学教师的赞同，他们在班级群里发布

了一份“我的云端我做主”群公告，并

做了一次民意调查，争取家长的支持

和认可。

可供展示的云平台有很多：班级

QQ群、数学微信群、之江汇、浙江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

没过几天，有一部分学生率先上

传了视频。

面对这一活动的新鲜感和挑战

性，学生上传的视频形式五花八门：

有的喜欢给自己大特写，有的只拍摄

题目的演算，更多的是语言表达支离

破碎。

对此，教师们为学生设计了一

定的“套路”，即主持流程和技术规

范，并启用了一个栏目名称“视频录

播间”。

录播分“四步走”。

（1）预演：录像前先预演给家长

或教师。有些题学生虽然会做，但表

达有一定困难，稍加点拨，可以使讲

解思路变得清晰。

（2）讲解：一边讲解一边在白纸

或白板上画图，而不是照本宣科。

（3）录制。

（4）上传：以“内容+姓名+日期”

形式命名视频文件。

“大家好，‘视频录播间’今天的

节目开播啦。我是××班的××，今

天我讲的主题是……”视频上的学生

俨然一副主持人派头，教师在群里及

时点评，给予恰当的鼓励和肯定。

“小甘老师用两种方法解答同一

道题，值得大家学习，佩服你的善于

思考。”

“悦悦老师抓住了关键句画出线

段图，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很棒。”

“小周老师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祝贺你。”

……

新奇、有趣、过瘾，“网络录播”惹

得越来越多的学生跃跃欲试。

学生选择的题目往往是自己最

拿手的，这样讲起来不容易出错，也

会表现得自信满满。

三（3）班学生朱某，数学成绩是

全年级唯一一个不合格的。

有一天，他挑选“数角”作为讲解

题目。视频中，他先数单个角，再数

两个合起来的角，接着数三个合起

来的角……讲解得特别透彻，受到

观众一致好评。从此，他上课更加

认真，更喜欢做数学题，成绩也有很

大进步，后来还拍了一个“数长方

形”视频。

数学组一直有每天给学生布置

三道难题的传统，这三道题甚至有时

候连家长都解不出来，被称作“红花

题”。解出“红花题”，在学生来看是

不小的荣耀。

为防止难度大的“红花题”没人

选，教师们特地把它们布置给一些学

生，他们都是“数痴”，对数学有着强

烈的兴趣。

王丽英提前从每班各选两个学

生预演，做得又快又对、解法也巧妙

的学生得到“拍摄权”，这使得班级

间、学生间形成竞争。

“红花题”视频在上传后供学生

反复观看研磨。这样它就慢慢变得

不那么难了。

“视频录播间”对观众也有要求，

并公布了“观众守则”：

（1）自己动脑，丰衣足食。自己

能通过努力解决的题目尽量不要看

视频。提倡做完题后再看看视频，以

学习不同的解题思路。

（2）学会欣赏，正面评说。对

于讲得好的“小老师”不要吝啬点

赞，对于讲得不够完美的小老师，

要学会欣赏，委婉地提出需要改正

之处。

（3）开通热线，在线求助。生活

中、学习中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和不会

做的题目，都可以在班级群或评论区

寻求帮助。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3年里，仅

王丽英班的学生已经主动拍摄2~5

分钟教学小视频1.5 万余个。2020

年寒假学生宅家自学期间，“小老师

录播”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三年级

的一个数学视频《还原问题》竟由10

多位优秀小老师合力讲解，让人大

饱眼福。

吴卉子家长说：“最好的学习就

是把学到的知识教给别人，3年来，

我的孩子已经拍了500多个视频，越

讲越有条理，各方面能力都在提升。”

为提高学生参与录播的兴趣和

质量，教师们奇招不断：利用班级优

化大师积分打擂，每月评选“十佳录

播王”（根据拍摄视频数量统计）和

“最佳录播王”（由学生投票选出）。

王丽英班精心设计了“勇攀高

峰”升级加分规则：1次讲解加1分，满

10个视频就可以升级为“二级小老

师”，“二级小老师”每拍一个视频可

以加2分；拍摄30~59个视频是“三级

小老师”，每个视频可以加3分……满

450个视频就是“十级小老师”，每拍

一个视频可以加10分。

疫情期间，王丽英更是隆重推出

“挑战金牌小老师”活动。

视频拍摄数量超过200个的“资

深视频小老师”，直接扫码进群成为

评委。

评委每参与一个视频投票加1

分，评论加2分，获得评委组一半以

上票数的作品授权在全校推广。

《金牌小老师评分标准》根据题

目难易、讲解思路、出错程度、制作效

果等参数分配一定的分值。

这些标准可谓“严苛”，比如画外

有电话铃声等噪声、讲解动作拖沓或

多余、仪表不整像穿着睡衣或拖鞋

等，都将被扣去1分。

首次有作品晋级的学生，将被评

为“金牌小老师”，加10分。教师将

其作品上传至腾讯视频，制作成秀米

作品，永久分享与收藏。个人满5个

晋级作品，可制作个人专辑。

过去家长们辅导孩子做作业很

难，就算通过上网等方式找到了解

法，但要用孩子能够接受的语言讲解

则更难。现在学生用拍摄微视频的

方式把知识点传授给同伴，贴近儿童

的理解水平。

“视频录播间”以“有声思维”形

式让学生大声说出解题思路，不仅给

录播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也给观看者提供了一个向同伴学习

的平台。

教师通过收看一个个视频，了解

学生解题时的亮点和卡壳之处，从而

能够在课堂上更有针对性地给学生

以指导。

通过全员参与，分工合作，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录播分享，“小老师录

播”不仅减轻了学生负担，还让所有

学生都有所发展。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童惠瑛

“咦？我的玩偶呢？”

虽然东西不是很值

钱，可它是朋友送我的生

日礼物，被我当成装饰物

摆在办公桌上。是什么

时候丢的呢？我一时竟

想不起来了。问了办公

室的同事，他们也理不出

个头绪。

我有个不好的猜测——

该不会是学生？

来过办公室的学生

并不多，课代表偶尔会进

出搬运作业本，还有个别

学生找教师补批作业。

我 曾 在 班 里 郑 重

说明，办公室里没有教

师在，学生是不可以进

入的。

那么别的班呢？我

请同事帮忙查查。

快放学时，一个同事

告诉我。某班学生小H目

前有一个玩偶，与我丢的那

个各种信息都对得上。

放学后，小H的班主

任给了我反馈，说这名学

生曾多次将同学的物品

占为己有。

没过一会儿，小H由

他的妈妈领着进了门。

一脸稚气，一副老实

的模样，我实在无法相信

就是他，敢于从老师桌上

拿走东西。

我看着他的眼睛，想

听听他的解释。

可他却嘴唇紧闭，一

个字也不肯说。我渐渐

有些忍不住了。

站在一旁的家长赶紧代言：“老师，

是这样的，一开始他和我说这是同桌送

给他的。我不太相信，一直问，他才说，

是你把东西放在他桌上，他觉得喜欢才

带回家的，没有还给你。”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母子俩，心想：这

话也能编出来？

我没事送别班的一个学生东西，而

且不当面给他，放在他的桌上？

我沉默了很久，开口问小H：“你说

是我放在你桌上的？什么时候放的？”

小H的脸涨得通红，头深深地低了

下去。

他妈妈感觉不妙，一把拉他到旁边，

竟要扇他耳光，很快被我拦下了。

“你自己用手指一下，从哪里拿

走的？”

“这里。”他指向了我的办公桌——

他承认了。

“为什么？”

“好看。”他小声说道。

虽然我不是这名学生的班主任，

甚至也不是他的任课教师，但作为事

件的当事人，我想自己有责任也有权

力来处理。

“好看的东西有很多，难道你都想……

占为己有吗？”

他的眼眶里含着泪水，不知道是愧

疚，还是畏惧家长的打骂？

“小朋友想要好看的东西，这很

正常，但是，你的方式一点都不光明

磊落。”

我转过身去问家长：“小H妈妈，你觉

得，小朋友应该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家长没想到我会问她，朝着孩子恨

铁不成钢地说：“你可以去摸一摸、玩一

玩，但是不能拿走啊。”

原来，根源在这里，家长没有告诉孩

子待人接物的界限。假如放任孩子随便

动别人的东西，那就不能保证他起贪念。

我对小H说：“你妈妈有一点说得很

对，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走。但是，如果没

有经过物主的同意，你别说摸一摸、玩一

玩，连碰一碰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

你的东西。”

家长在旁边思考着。我又问小H：

“所以，你觉得怎样才能得到这个玩偶？”

“征……征得老师的同意。”

“对，未经允许不能碰他人的物品，

这是原则，既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

己。如果你实在很喜欢这个玩偶，老师

也可以考虑送给你，但你不该趁老师不

在的时候拿走，还用谎言掩盖。”

我又转向了家长：“您说是吧，小H

妈妈？”

家长感激地说：“是呀，你不可以动

老师的东西，不，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能乱

动。如果你真想要，妈妈会给你买。”

我补充道：“下次你争取进步，让妈

妈奖励给你，不是更好吗？”

他点点头。

□平阳县凤卧镇红军小学 郑希波

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已有几个学生

在等我，神情紧张，不祥预感噌的一下

就上来了。

果不其然，是我们班的小Z。

因为作业字迹过于潦草，被英语教

师说了几句，小Z一气之下，竟然把作

业本撕了。

小Z的爸爸脾气暴躁，偶尔会对孩

子拳脚相加。妈妈性格软弱，只是加倍

地溺爱孩子，结果小Z养成了极度脆弱

又唯我独尊的性格。

我做了这个学生5年多的班主任，

但当我踏进教室门的那一刻，还是被眼

前的一幕吓到。

小Z在座位上怒吼着，好似受了天

大的委屈。

他的课桌就在讲台边，已被他推

倒，学习用品撒了一地。地上很湿，可

能杯子里的水全洒出来了。

英语教师正在安慰他，但毫无效

果，小Z一句话顶了英语教师：“我不用

你管。”

我暗示英语教师先离开，安顿学生

继续早读，然后静静地靠着门，看着小

Z的“表演”。

我知道，发怒的小Z是听不进任何

人劝说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走，小Z依旧

在座位上哭闹，但力量已大不如前。

突然，小Z从座位上站起来，边哭

边把推倒的桌子立起来，然后走向卫生

角，拿来拖把和扫帚，把一片狼藉的地

面清理干净了。

清理完毕后，他回到座位继续抹眼泪。

看到这里，我快步走上讲台，示意

全班学生安静。

“现在，我想请大家一起为小Z同

学鼓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的问题

一提出，很多学生直勾勾地盯着我，眼

里写满疑惑和期待。

我只能揭晓谜底：“我们都知道，小Z

的脾气有点急，怒气一上来就很难自我

控制。但是，这次他成功了。在没有任

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收住了自

己的怒气。因此，老师想为他鼓掌。”

我带头鼓起掌来，但是掌声稀稀拉

拉。我想，学生们可能觉得这事虽值得

鼓励，但还没到可以鼓掌的程度。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于是，我继续

往下讲：“最值得表扬的是，小Z在如此

生气的情况下，心里还装着班级，还装

着大家，记得要把教室收拾干净，尽量

不影响大家上课。你们说，他有这么强

的集体荣誉感，值不值得为他鼓掌？”

我话音一落，教室里顿时响起热烈

的掌声。这次，不是我领头。

上课铃声响起，我走出教室时，到

小Z身边悄悄地问了他一句：“这节数

学课你的表现会好吗？”

“会的。”小Z重重地点头。

我如释重负。课后，数学教师告诉

我，小Z的表现确实不错。

我又和小Z心平气和地聊了这件

事情。小Z坦诚地承认了错误，并去给

英语教师道歉。这件事总算得到圆满

的解决。

我想，在处理教育问题时，“第一时

间”当然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有些问

题若不及时处理，确实会引发严重的后

果。但事无绝对，小Z这件事如果在第

一时间用教师强大的威严压下去，效果

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有时候，教师

要学会慢慢等待，等到处理问题最佳时

机的到来。

做视频录播课很难？没事，学生自己会做

别急着批评学生，再等等

喜
欢
别
人
的
东
西
，怎
么
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