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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林埭中心小学 吴雅雷

这几天学生在学习写留言条，可他们不是格

式有错误，就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或者是不能

很好地使用第一人称。虽然我讲解了多次，问题

却依然如故。

“吴老师，李强把饭倒在地上了。”

“王军撞到了孙默，孙默哭了。”

“吴老师，我的橡皮不见了。”

……

低年级学生最喜欢向教师汇报，不管大事或

小事，我每天一到班级，就要处理学生反映的各

种问题，课间10分钟也不能幸免，经常被搞得焦

头烂额。

突然，我灵机一动，何不利用学生的这个特

点，让他们用留言条的方式汇报呢？这样，不仅

可以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又可以让我的耳

根子清净一些，岂不两全其美？

我暗暗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说干就干。

“同学们，课间你们如果找不到老师，就可以

用到最近学到的新本领，给老师写一张留言条。

老师这里有一个‘邮筒’（一个笔筒），你们把写好

的留言条放在里面，老师会看到的。”

我感觉到学生们的兴奋，但我低估了他们

的参与度。才上完两节课，“邮筒”里的“信”都

溢出来了。

我把字条一一展开，汇报内容中问题严重的

放一堆，需要我马上处理的放一堆，书写正确的

放一堆，书写错误的又放一堆……学生的书写错

误还是让我备受打击。

“同学们，留言条老师已经收到，但是有些

条子格式写得不正确，老师没办法，只能拒收

了。”我故作遗憾地说。

“现在‘退信’。”我把留言条格式有错误的学

生逐个叫到身边，告知他“退信”的原因，让他回

去修改。

那些学生本想趁此良机，光明正大地向教师

“打小报告”，却遭遇“退信”，心里十分不甘心，修

改得都非常认真而及时。

接下来的几天，“邮筒”依然被塞得满满的，

但“退信”却一天比一天少了，我暗暗高兴。

想当初，课堂上一遍遍讲解，学生一遍遍订

正，师生都感到身心疲惫。现在变换了一种形

式，让小小的“邮筒”发挥作用，把知识点融入生

活。学生为了留言条不被拒收，只能牢记每一个

书写格式，并在书写

过程中训练自己的

语文技能。由于学

生每周会向教师汇

报好几次，这样就获

得多次练习写留言

条的机会，因此，书

写能力不断提升，我

的教学任务也在无

形中完成。

□绍兴市蕺山中心小学 王焱烽

兔年寒假较长，学生居家“抗阳”。我在任

教的五年级班中，安排两项动手实践类的数学

假期作业。一项是让学生制作一个包含数学

元素的手工创意作品。另一项是观察生活中

的实物，利用三角形、梯形、平行四边形的求面

积公式，测量并计算物体的表面积。同时，我

尽可能清晰地说明了作业要求及注意事项。

开学后，我把作业收上来一件件阅览，期

待感逐渐被缺憾感所代替。

手工创意作业中，12份属于上学期我特意

编辑的“数学错题漫画”中展示的问题；7份是

用果壳等材料粘的兔子造型拼贴画，实在难以

让人品出“数学味”；3份是剪成几何图形的窗

花；还有一个用于两位数加减的“计算滚筒”、

一个写满单元知识要点的“兔子钟”……林林

总总、杂七杂八。

至于那份测量作业，学生更是“由我不由

题”，对于题目要求的“实物表面的面积”，许多

学生选择直接忽略。

此外，个别平时在校作业“咬定青山不上

交”的学生，这回也没交。

翻阅学生的寒假作业，我不禁心生感

慨。在离开学校环境、脱离教师视线、没有教

学指导的情况下，撤除了学校的学科教学因

素，类似眼前这样的作业状态，或许就是“新

作业”（数学实践作业）本来的样子，虽有缺

憾，但真实。

这些“一般化”的作业背后，体现出学生真

实的数学眼光和数学表达。如有的学生测算

六边形烟灰缸底面积时，一步一步，逻辑清晰；

有的学生用硬纸板制作小屋模型，设计精巧，

富有童趣，还写出对停车位、屋前空地等的测

算过程；有的学生把采集的树叶放在方格图中

估算面积，过程有理有据……

我意识到，这些作业中所反映出的学生数学

学习水平的真实情况，正是学生数学思维攀援而

上的着力点，也是我课堂教学改进的切入点。

由这次作业设计与反馈的情况，我想到，

若放眼看我们的常态课堂教学，其实也存在着

类似的“真实的缺憾”。学生发言时表达的艰

难稚拙、课堂板演练习中的错误接二连三、小

组合作后展示的乏善可陈……与教师课前的

预期相去甚远。

然而，只有真实才是可贵的。拒绝虚假的

完美，客观看待真实的缺憾，是一名教师理性

的学生观、教学观、质量观的体现。应像成尚

荣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克服功利、浮夸、浮华之

气，尊重儿童学习的本来面目。

而学生善于发现的数学眼光、严丝合缝的

数学表达，都应该是从正视缺憾、分析缺憾、引

导缺憾起步的。因此，教师正视真实中的缺

憾，反思缺憾背后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教

学对策，静心等待学生成长，才是课堂教学收

获满满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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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阳（楼主）
2021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

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

时的体育活动时间，明确体育家庭

作业制度。

《通知》注重体育教学质量的提

高，强调要聚焦“教会 、勤练 、常

赛”，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

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学校体育

教学模式，让每个学生掌握 1~2 项

运动技能。

请问，你们学校在班级群布置

体育家庭作业的，是体育教师还是

班主任？学校“体艺2+1”表格开学

初和学期结束是谁统计申报的？

陈宝国
班主任是学校选出来的，责任

心都比较强，对班集体有全局观，班

上的事情样样都能负责，如体育方

面的学生训练、体检、视力检测、大

课间活动、运动员选拔等，都会去组

织、管理、指导，为学生体质着想，努

力付出，值得尊敬。

龙泉许东宝
体育作业的布置一定要有反

馈，比如很多体育教师要求学生打

卡，但只布置不总结，学生就会以为

打卡是虚设的，体育作业的完成度

也会下降。

赵占云
我是一名体育教师，这个事情

我有权发言。

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全市的学生

体质抽测，为取得好成绩，我会提前

一学期准备。

当然，下载“天天跳绳”App 打

卡是每日常规。刚开始打卡的时

候，我教的 5 个班大部分学生能完

成任务，但时间一长，打卡的人就

越来越少。

寒假一过，学生还没有适应上

学，打卡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于是，每天早晨，我都会去教室，把前一天没有打

卡的学生叫出来“补卡”，却让语文教师和英语教师怨

声载道，认为我占据了学生的早自修时间。

因此，体育教师再怎么努力，效果也是有限的。

监督学生体育锻炼，一定需要班主任的参与。

龙泉许东宝
为了学生的健康，大家群策群力是应该的。体测

表面上看是体育教师的活，但牵扯的面广、时间长，体

育锻炼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目标的。

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升，不是今天重视明天就能见

效的，需要全体教师形成合力。

陈升阳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班主任可以做点啥？

现在的学校对每学期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都非

常重视，有的在开学初就召开教师动员大会。虽然这

方面主要是体育教师在落实并指导，但我认为班主任

也应该为学生的体质健康出点力。

首先，班主任一定要“让位”。体测是一项技术

活，术业有专攻，班主任不能“越位”，一定要把技术指

导的发言权交给体育教师。凡是涉及体育技术方面

的问题，以体育教师所说的为准。如果学生事先接受

了错误的指导，体育教师纠正起来难度就会增加。

其次，班主任一定要“到位”。虽然学生的体质健

康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离体测的日期越来越近，班主

任不能袖手旁观，要和体育教师并肩作战，尽量抽出

时间去当陪练。班主任人在现场和不在现场，效果肯

定是不一样的。班主任到了，说明班主任对这件事情

重视，学生就会重视。在这个节点上，班主任一定要

把自己的威信发挥起来。

再次，班主任一定要“补位”。体测是面向全班学

生的，但总有个别学生的体测成绩是不太理想的。班

主任要点对点地沟通，帮助学生进行强化训练，要让

学生感受到班主任的期望。

最后，班主任一定要“换位”。体测成绩是基于长

期的训练，以及学生的先天素质，因此，班主任要以平

常心对待学生，千万不能急于求成，以分数论英雄，加

重学生的心理负担。要明白一点：比学生的体测成绩

更重要的，是学生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

下期话题：
ChatGPT真能取代教师吗？

“邮筒”

缺憾中的真实难能可贵

□杨一成

可能是听说我曾发表过很多文

章，经常有同事来和我探讨论文写作

的事，没写过论文的有点惶惑，不知道

如何写作和投稿；写好论文的也有点

忐忑，生怕查重不过关。

同事们正计划申报职称，进入正

题前总会先发一通牢骚，认为论文写

作费时费财，纯粹是在折磨教师，职评

对论文的要求应该取消。

看着他们义愤填膺、言辞激烈的

模样，尽管我内心不敢苟同，表面上还

得附和一番。这倒不是虚伪，因为我

也曾经和他们一样，对职称论文恨得

咬牙切齿。

记得当初申报中级职称时，我们

学校全军覆没，十几个同事全部落

选。县教育局给出的解释是：缺已发

表论文。

对此，所有教师都感到震惊，因为

之前中级职称评定并未作此要求，而

且教师们提交的论文（未发表）已全部

过关。没想到突然提高了对论文的要

求，而且事先并无任何提醒。

后来，听说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新

任教育局长，城里的教师得到小道消

息，于是采取紧急措施，而我们农村

学校信息闭塞，无计可施，只能坐以

待毙。

职评结果公示后，大家都愤愤不

平，可教师们又能怎样呢？议论一阵

后，便偃旗息鼓，大家自寻门路去了。

刚开始，我也想不通，总觉得新局

长事先不约法三章，临时抛出撒手锏，

实在有悖情理。可是无奈之下，渐渐

想开了，这一要求不能算过分，文章写

出来不就是为了发表的吗？

同时，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我暗下

决心，半年内无论如何要发表一篇文

章，而且不找人代发，不付任何费用，

一定要凭自己的实力做成此事。

想法虽简单，做起来却难。一是

写什么、怎么写胸中全无着落，二是写

好后如何投稿全无经验。

经过一番冷静思考，我想到一个

办法——去学校阅览室，在那里不仅

可以读到一些教育教学刊物，还可以

抄下部分刊物的投稿地址。

往后的日子，我有空就往阅览室

跑，起初的一段时间，觉得眼界开阔

了，思维也变得缜密，还挺有成就感

的，可困惑和焦虑接踵而至，从未写

过论文的我，只写一两千字，也比登

天还难。

脑海中灵光一现的念头，感觉早

已有人代言，自己哪里还有什么新

见？花再多的功夫最终也是白搭，想

到这里，顿时沮丧，何必耗费看不到成

效的时间和心力呢？倒不如学身边的

同事请人代写代发，来得省心省事。

这么一妥协，整个身心一下子变

得轻松起来，于是，接连半个月我都没

去阅览室。

可在潜意识里，自尊心在抬头，一

个中文系本科毕业生工作已有好几

年，却连一篇像样的教学专业文章都

写不出，同行会怎么想？这种想法在

我脑海中无法驱散，像敌人一样，一直

在讨厌地盯着我、折磨着我，令我坐立

不宁、惶恐不已。

在讲解《劝学》时，我还借课文激

励学生，明确学习的意义，锲而不舍地

坚持下去。如今轮到自己了，却因眼

前的挫折打退堂鼓，以后还怎么面对

学生？这么一思量，不禁愧怍得面热

起来，于是乎我又成了阅览室的常客。

不过这一回我不再单纯地阅读、

摘抄，还着重研究文章的观点是如何

提炼出来的、作者是如何选取题材并

合理谋篇布局的。揣摩多了，我发现，

只要将自己觉得有一定价值的、经过

深思熟虑的想法和切实可行的做法写

出来，就可能是一篇能启迪他人的、接

地气的好文章，不必因为理论素养不

足、实践范围不广而硬着头皮去写，那

些高大上的所谓“论文”让人心虚。

豁然开朗之下，我便结合自身开

展对话教学的经历和思考，尝试着写

一篇短文，然后小心翼翼地誊写在方

格稿纸上，投给《教师报》。毕竟是初

次投稿，之后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患得

患失的心理状态下度过的；又过了一

段时间，我便不去想这件事，而是抱着

有感就发、长短不拘的心态继续写稿

投稿，以增加保险系数。

没料到，大约投稿三个月后的一

天，传达室的师傅递给我一封信，我颤

抖着手拆开一看，原来是《教师报》寄

来的样刊。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笔墨变成铅

字，我特别激动，感恩之余，也暗暗坚

定心中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潜

质，遇事只要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就

像老人说的“眼怕手不怕”，执着心中

的目标就一定能成功。

受到鼓舞的我，阅读和写作的热

情更高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养

成，只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自

认为值得分享的想法、有创意的做法

或者值得反思的教训，就及时写出

来。时至今日，我已在《语文报》《语文

月刊》《教育文汇》《教育文摘周报》《半

月谈》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类文章

逾百篇，它们不仅助我轻松评上中高

级职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的

思维品质，让我体验到写作的愉悦和

指导学生写作的自信。

现在回想，我之所以乐于读写，追

根溯源，还得感谢那次职评失败的经

历。幸好，我没有因为畏难就放弃追

求。作为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

师，我只是在有了方向后坚持不懈，不

在乎一时半刻的得失。这应该是每个

孤勇者都要经历的成长之旅。

人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欣喜地发

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值得我们为

自己点赞的华丽蝶变会悄然实现。

只有坚持写才慢慢学会写

2月20日至21日，义乌市宾王幼儿园举行“知‘足’常乐，‘足’够精彩”班际足球PK赛，
中班和大班共16个班级参加了本次比赛。宾王幼儿园是全国足球特色示范园、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基地校。该园结合幼儿年龄特点，每周开设足球游戏课程，不定期开展足
球比赛，让学生在游戏中感受足球的魅力，培养运动健体的好习惯。

（本报通讯员 陈小静 吴周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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