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市城南小学 翁水明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
样算理的题，如果把数字变小，
思 维 难 度 就 会 下 降 很 多 ；如 果
再 把 数 学 语 言 生 活 化 ，学 生 理
解起来会更加容易。

因此，我在教学生做题时，
经 常 教 他 们 造 一 面 做 题“ 镜
子”。这面“镜子”就是数字的缩
小版和数学语言的生活版。

学生照着“镜子”做题就不
会出错，不仅可以省去烦琐的记
忆，而且正确率很高。

比 如 遇 到 这 样 的 题 目 ：在
（ ）里填上合适的数。

（ ）×4=80 （ ）÷6=600
我 先 引 导 学 生 造 一 面“ 镜

子”。比如买一个蛋糕是 4 元，
买 3 个同样的蛋糕一共要花 12
元。然后，列出一个乘法算式和
一个除法算式。

4×3=12（元） 12÷3=4（元）
这 两 个 算 式 就 是 学 生 做

题 时 用 的“ 镜 子 ”，也 就 是 标
准 例 子 。

照着它们，所有的乘除法计
算填括号的题，都能迎刃而解。

再 看 原 式（ ）×4=80，学 生
通 过 对 应 关 系 ，找 出 原 式 中 的
（ ）与新式中的 4 对应，而原式
中 的 4 与 新 式 中 的 3 对 应 ，原
式 的 结 果 80 与 新 式 的 结 果 12
对应。

12÷3=4 这 个 式 子 是 将 乘
法 运 算 转 化 成 除 法 运 算 ，学 生
可以想到，原题中的（ ）需要通
过 80÷4 来求得。

如此，原题中的除法算式也
可以这样找对应关系。（ ）里的
数可以用 600×6 来求得。

有了这面“镜子”，学生看到
这类题时，会觉得很熟悉，然后
照 着“ 镜 子 ”做 ，正 确 率 就 提 高
了很多。

做题“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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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学

最近与一位教师朋友聊天，谈到教师

负担问题，他告诉我，真正让他焦虑和厌

倦的不是备课、上课，不是管学生，也不是

写论文、做课题，而是完成学校要求的一

些规定动作。

这些规定动作包括：学科教师要有期

初教学工作计划、期中工作小结、期末复

习计划；班主任要有班级管理工作计划、

家访工作记录、个别生工作计划、期末班

级管理总结；教研组组长、年级组组长或

部门负责人，也要有相应的工作计划和工

作总结……

如果你是班主任，又兼教研组组长或

部门负责人，那可够你忙的了。更让他感

到崩溃的是，汇报材料不是仅有文字就行

了，还需要同时制作精美的PPT，PPT中

插入音频和视频，文字、图表、照片、影像

使材料绘声绘色，更具说服力。

感受到他的痛苦，我安慰他：“作为

校长，我也要做各种计划与总结，包括

基础建设、干部培养、教师培训、经费使

用，以及很多临时性的工作。PPT当然也

是不可少的……”

听我这么一说，我俩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尤其是到期末，一盒又一盒的台账、

一堆又一堆的文件，成为我们曾经“做过”

这些工作的证明。

有一位校长朋友告诉我，考核机制中

有一条款，要求学校制订青年干部选拔培

养机制。某年年末，学校迎接考核，这位

校长在总结时，介绍了学校选拔培养青年

干部的做法，并当场介绍了几名新提拔的

青年干部。

但最终学校还是被扣分了，理由只有

一个：缺少青年干部选拔培养机制这份文

字材料。

其实，这种现象早已被苏霍姆林斯基

深恶痛绝，他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赵

玮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

版，第67—68页）中写道：“教师能自由支

配的时间越少，他陷在写各种各样的计

划、汇报里的事情越多，那么，他没有什么

东西可教的时刻就会来得越快。”

苏霍姆林斯基不容许教师的独立研

究工作变成写官样文章，尽可能少让教师

拟计划、写提要、做总结。在帕夫雷什中

学，教师除了教育工作计划和课时计划，

无须撰写其他文字材料。放在今天，这是

难以想象的。

校长作为学校管理者，应该好好品味

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想想：哪些工作是教

师必须做的，哪些又是没有必要做的，只

是空耗教师的时间和精力。

学校需要提升管理水平，规范管理

制度，但一定要采用某种固化的东西才

能达成吗？一线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向上

级管理者汇报，但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

呈现吗？

如果说要“留痕”可以理解，可是用音

频和视频，以求“生动活泼”，这就让人有

点匪夷所思了。

其实，这些所谓的“处处留痕”并不能

得到确证，只能借助材料中的一些数据让

人“领会”一番。因为，教育工作的成效不

是立竿见影的，也很难量化……

况且数据也有可疑之处，其采集方

式并不科学，也可能掺杂了个人的主观

倾向，而获取数据后是否被有效解读也

很难讲。

教师本身由于知识背景、专业领域及

兴趣志向等都各有不同，因此他们的专业

发展、素养提升的路径在共性的基础上，

也有个性化要求。

教师每天面对的学生在家庭出身、天

赋秉性、兴趣爱好、身体素质、精神发育等

各方面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

每个学生的成长都应该采取有针对

性的帮助策略。尤其是一些难教的学生，

教师在这些学生身上要花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教师和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人，让每位

教师统一撰写总结汇报材料，这种管理方

式就是目中无“人”，既没有关注教师，也

没有关注学生。

这些年，我审读过不少教师的书稿，

其中不少文字打动了我，让我看到一线教

师的思考、研究、信念和坚守。

但有些书稿洋洋洒洒数十万字，仔

细阅读之后，却发现是各种汇报材料杂

糅教案、论文、案例和研究报告所形成

的文牍主义泥淖。教师深陷其中不能

自拔。

这些粗糙的、经不起推敲的文案材料

耗费了教师的心神，浪费了他们本可用于

学习和休息的宝贵时间，使他们无法开启

创造性的工作。

诚然，教师并不是不需要他人的督促

和自我的总结，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向

同行交流分享经验是必要的。那么，就没

有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升教师的素养，考核教师的工

作效果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作为校长，在能够控制的范围内，我

从不要求教师撰写非必要的总结和汇报

材料。

在学校的教研活动中，我不允许教

师念稿，不要求教师上交文字材料，他们

只能结合PPT脱稿演讲，以锻炼自己临

场发挥、组织语言、表达思想、互动交流

的能力。

起初，有几位教师很不习惯，但经历

了几次这样的锻炼之后，逐渐变得从容且

自信。

我对教师撰写材料没有硬性要求，

而把精力主要放在备课、上课和学术研

讨上。几年来，在真实研究的基础上，教

师在各种平台发表论文的数量惊人，有

的教师还出版了教育专著。这让我非常

自豪。

事实证明，当教师心中燃起热爱之

火，智慧就会开启。他们需要的是宁静、

休息、沉淀和积蓄能量，从而能够精神焕

发地投入到新阶段的工作中去。

（作者为省特级教师、杭州市余杭区
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校长）

嘟嘟先生
候课有其合理性。

一是管理学生的

需要。利用候课的时

间可以提醒和督促学

生做好课前准备。

二是教学准备的

需要。虽然我们一直

强调教师要做好课前

准备工作，但是效果常

常不尽如人意。因此，

教师提前到教室可以

早点进入状态。

三是确保课堂教

学 时 间 。 等 铃 声 响

再起身走向教室，教

师 往 往 会 迟 到 。 因

此，候课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

候课是让教师动

起来，更好地服务学

生，而不是为了威慑

学生。

dzh6024205
与其说是候课，

不如说是催课。

针对拖堂严重的

教师需要用候课的办

法催催，否则会没完

没了，占据属于学生

的整个课间。

但是，如果发展

成与上一节课的教师

抢时间的话，候课就

没有必要了。

傅伟平
我们学校一直倡

导候课。

首先，守时是教

师的一种职业修养。

如果铃响才走出办公

室，肯定会迟到。

其次，是对学生

的尊重。让学生眼巴

巴地等着教师，不是

很妥。

再次，不容易有空档。我们建议上

一节课教师出教室，下一节课教师就要

进教室，形成无缝衔接。这样做虽然有

点麻烦，但是可以有效减少课间发生的

安全问题。

最后，高质量的候课是一种教学智

慧。教师可以借此走近学生，了解学情，增

进师生感情，为课堂教学做好适当的铺垫。

carddie
教师课间出现在教室，学生的状态是

否放松，课间去远眺玩耍的心情还有没

有？教师自身的状态是否都调整好了，是

否会出现怕安全事故而不让学生下课的

情况？

细究起来，“一刀切”并不能解决所有

问题。手里有了锤子，看到钉子就锤，这

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

葛永锋
休息也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课

间与上课时间一样重要，任何教师都不能

占用。为学生的健康发展考虑，请把课间

十分钟还给学生。

学习时间增加了，学习效率却不一

定高，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教育工作者

不能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学校领导要以

身示范。

课间是用来休息、调节的。倘若让学

生总是处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没有

时间思考、讨论、放松，学习效率一定是低

下的。

对于候课，可以提倡、鼓励教师提前

一分钟到教室，但不要硬性规定或强制执

行。这样可以给师生较大的自由度，能有

效处理课间的琐事。特别是上选修课的

教师，因学生都是走班的，在候课的时间

可以完成点名，了解学生的到课情况，询

问缺席学生的去向；同时让学生做好课前

准备和新课的预习。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十几年前，我在厦门演示了一个

实验：将一根长铁丝从气球底部插入，

再从顶部穿出，气球竟然不破，台下掌

声雷鸣。气球价廉、物美、易得，可以

作为实验教学的材料。我在实践中挖

掘出很多使用气球的方法，采用的都

是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普通气球。

通过演示实验，营造课堂气氛，让

学生亲身感受到实验的神奇现象，并

用科学原理来解释，往往有良好的教

学效果。

剪一截塑料吸管粘到气球上，再

用一根细线穿过吸管，让两个学生手

持细线的两端，分别站在教室的对角

线两侧。

教师松开气球底部的活结，气体

从底部喷出，气球便顺着细线呼啸着

从教室上空飞过。

学生很快就能理解气球依靠向后

喷气的反作用力前进的原理，大大激

发了学习兴趣。

将热水倒入杯中，轻轻摇晃几下，

将水倒出，立即将杯口紧扣在气球

上。因杯内的空气冷却后，外部大气

压强就把气球紧紧压在杯口。手握杯

子，气球就似乎被看不见的魔力吸引，

能够轻松地被提起来。

不要以为气球用力一踩就会破

裂。取气球3只，分别做实验。

从板刷上取一根塑料丝，戳一下

气球，气球瞬间爆裂；而将板刷刷毛正

对气球，用力挤压，气球被压瘪也没有

破裂。

将第 3只气球放在光滑的地面

上，压上一块表面整洁的厚木板；请大

家帮忙，扶一个学生站上木板，调整好

站姿，松开帮扶学生的手。学生站立

10秒钟，气球安然无恙。

这反映了压强与受力面积的关

系，木板与气球的接触面变大，压强就

变小，气球就不会爆裂。硬气功表演

者能躺在钉床上，亦是此理。

在学生满脸诧异的表情里，引入

压强相关知识的教学，学生的课堂表

现特别活跃。

浮力的方向是个教学难点，我通

过一个小实验，让学生清楚地看到，而

不再疑惑混淆。

在一只圆柱形透明塑料桶的内底

中央，用热熔胶固定一个塑料卡扣，再

用红色绳子系一只气球。

往桶里倒水，气球浮起，绳子绷

紧。这时，无论怎样倾斜塑料桶，红绳

不是与容器底部垂直，而是与液面垂

直，即与重力的方向相反，路径一致。

为让学生平时注意用眼卫生，保护好

视力，我做了一个晶状体厚度变化实验。

在一只透明气球中注入水，将它

当作透镜来使用，同时用光具座、光

屏、蜡烛等器材模拟成像。用注射器

注水或抽水来调节透镜的厚薄，改变

焦距，使清晰的图像变得模糊。

也可以在水透镜前放一个凹透镜

（眼镜）矫正，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图像。

此外，学生用激光笔对他人的眼

睛照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取一款标称功率为200毫瓦的

激光笔，固定在铁架台上，把一只充满

气的气球放置在一米远的桌子上，调

整激光笔的高度，确保激光束射到气

球的中央部位。

气球还可用来模拟星系膨胀、肺

部呼吸等。只要积极动脑动手，简单

的器材也可以使深奥的科学理论变得

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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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教
师
在
教
室
是
服
务
学
生
而
不
是
威
慑
学
生

—
—

教
师
候
课
，你
怎
么
看
？
（
续
二
）

莫让教师困于“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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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课：小小气球妙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