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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卡
□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进入小学高段，作业量增大，
学生的写字质量明显下降。有的
时候让学生重写，情况仍旧没有改
善。经过思考，我在班级中尝试使
用红绿灯卡。

准备好红、黄、绿 3 种颜色的
小卡片，另在 A4 纸上用表格画出
12 个单元格，填充颜色时选择

“其他填充颜色”选项，选取从红
逐渐变黄的 12 种颜色，标上序
号，打印出来，粘贴在红卡的背
面；同样打印从黄逐渐变绿的 12
种颜色，粘贴在黄卡的背面。红
绿灯卡就完工了。

班里的轩轩写字态度不认
真，字写得十分潦草。几次提醒
无果，我就把红卡发给他。

他问我：“怎么才能得到绿卡？”
我告诉他：每次把字写端正，

就可以按顺序在红卡背面打钩，
勾完 12 个色块，红卡换黄卡；继
续勾完黄卡背面的 12 个色块，才
能换成绿卡。

轩轩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
头。当天的作业，他的写字质量
果然好多了。一个月后，他终于
成功换到绿卡。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轩轩
基本养成了认真写字的好习惯。
之后，红绿灯卡继续应用在其余
学生的写字训练上，效果显著。

其实，对小学生而言，“端正
态度”是很抽象的，往往难以长久
执行。红绿灯卡的使用将进步分
解为一个个清晰可见的小任务，
就像游戏中的通关机制一样，以
即时和可视的反馈一次次地让学
生获得成就感，有效激发学生的
内驱力。

此外，红绿灯卡还可以应用
到课堂表现、文明言行等多个方
面。一部分学生成功拿到绿卡
后，教师可以开一个小小的班会，
肯定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努力。

俞和军
我觉得需要区别对待。有些

学生是看得懂也能理解题目的，

但对于题目所涉及的理科知识点

掌握得不够扎实，自然也就无法

解题。做理科题目，不仅要能读

懂题目，还要能熟练运用解题所

需的原理和公式。有些学生连很

简单的题目也会做错，被误以为

是太粗心所致，其实是基础知识

掌握不牢；还有些学生虽然原理

和公式掌握得不错，但对题目的

理解有误，同样会失分。

葛永锋
“无情境，不出题。”新高考中

各学科命题普遍加强了情境化，

每个材料就是一个情境，更加贴

近生活实际、社会热点和科技发

展趋势。新高考首要考查的是考

生的阅读能力，只有当学生具有

从复杂情境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

力，才能实现从解题向解决问题

的转变。

新高考倒逼课堂教学转型。

教师在有效利用教材的同时，还

应当挖掘并融通多方资源，在夯

实学生学科基础知识、帮助他们

理解学科本质的前提下，引导学

生拓宽视野，进行思维建模，构建

完整学科知识体系。

赵占云
虽说“文理不分家”，但思维

方式偏文科或偏理科确实存在差

异。比如看到一辆飞驰的列车，

文科生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道风景

线，象征着城市的节奏与时尚；理

科生则可能会想到列车启动和运

行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参数和复杂

的机电控制系统。

文理科各有所长，但在当下的应试环境中，要提

高学生的理科读题能力，就需要部分学生转换自己的

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

浩 军
学生的理科读题能力培养，本质上就是学习力的

培养。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能否

把题目的意思理解透彻？是否愿意先读懂题目再

解决问题？为了顺利解答又可能需要解决哪些小

问题？……

如果学生的学习动机明确，会表现出爱读题、爱

解题、渴望成功的特质。对于这些有动力的学生，教

师应给予读题方法的指导，如怎样关注重点词句、调

用已有经验、提取有效信息、分析核心问题，并且按规

则、分步骤地解决问题。

也有一些学生思维方式存在不足，头脑中搭建的

认知系统不够完善，虽然他们读题很细心，但无法有

效进行转化和抽象推理，最后还是不能解答。

对于这些学生，教师不能草率地认定他们不够细

心，而是要将理科读题能力的培养看成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仅要持续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还要帮助他们

制定合理的学业规划。

龙泉许东宝
一般来说，文科题更侧重于阅读和背诵，比如一

些较难的阅读分析题，只要多读几遍，答案往往就隐

藏在文本之中；而理科题，尤其是试卷最后一题这种

拓展性较强的题目，难度较大，需要学生融会贯通地

运用所学知识。

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将文理科割裂开来，把它

们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文科生也需要培养逻辑

思维能力，理科生也需要加强阅读能力。两者相辅相

成、互为补充，才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

葛永锋
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过并不等于学生已经

学会。教师只是学生学科知识和学科思维发展的桥

梁与媒介。

课堂是一个小社会，它是开放的、包容的。课堂

属于优秀学生，也属于普通学生，还属于那些既有特

长又有短板的学生。

为了帮助那些在理科审题方面暂时遇到困难的

学生，可以在分析具体例题时，请他们讲一讲自己对

材料的理解，说出他们的困惑之处，越具体越好，尽可

能暴露其思维轨迹，越彻底就越有用。然后，让相对

优秀的学生进行点评和分析，指出前者的问题所在。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对话与合作，让思维的光

芒点燃潜在的智慧，从而让更多学生学会学习。

□杭州北苑实验中学 印玲敏

语文课上，我正讲到朱自清笔

下“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

绿绿的”的春草。前排小Y突然激动

万分，我点名请他赏析文本，满心期

待他的精彩表现，结果他脱口而出：

“朱自清老铁这波描写属实666，直

接拿捏。”

后排立刻传来此起彼伏的弹幕

式应和：“建议入选感动中国十大

金句。”

我捏着粉笔的手僵在半空——这

哪是语文课，怎么像误入了直播间？

翻开作文本，满纸“赛博黑

话”。写母爱：“我妈妈暴雨天送伞真

感动中国，泪目，家人们，谁懂啊。”记

春游：“班长晕车吐成狗，我笑到直接

栓Q。”……

合上本子，我仿佛听见鲁迅在叹

息，杜甫在摇头。

作为班主任，平时课间巡查，不

懂梗如听天书。“我早八困成狗。”“这

纯纯小丑行为。”

文字本该是鲜活的生命，教师应

有责任化身语言卫士，打好这场语言

保卫战。

某个阳光灿烂的午休，我怀揣

《现代汉语词典》冲进教室，启动雅言

复兴计划。

立下班规：

1.全班票选十大禁用词，违规者

需当场整改；

2.设立“雅言能量站”，每日打卡

兑换特权（如免背古诗文一次）；

3.每周评选“雅言侠客”，奖励定

制书签。

执行第一周，小Z喊出：“这题做

得——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在

我指出其违规后，小Z默默摸出词典，

抓耳饶腮地写下：“我的答案荒诞不

经，经过反思，受益匪浅。”

两周之后，我将班里的“嘴强王

者”收编成正规军，并颁发“语言美容

师”聘书。

“语言美容师”分为“青铜”“黄

金”“王者”3个级别。“青铜”负责修改

流水账式作文，特权为每周免值日1

次。“黄金”负责润色演讲稿，特权为优

先借阅书籍；“王者”负责创作文言版

班级日志，特权为命名班级各项活动。

“王者”小W戴着红袖标在作文本

上批注：“‘栓Q’可改为‘感激不尽’，‘6’

建议升级为‘妙趣横生’。”在“语言美

容师”与日俱增的责任感中，学生们

的词汇量不断丰富，口中的脏话与网

络热梗逐渐“灰飞烟灭”。

家长会上，我推出“古文夸夸三

件套”：印着“阁下高见”的便笺、收录

“古今怼人金句”的手账本、可扫码播

放的《诗经RAP》，没想到被家长们争

抢一空。

3个月后，再看我们的班集体：

垃圾桶上贴着标签“玉食锦衣终归

处”，运动会加油稿出现“××动如脱

兔，真乃我班千里驹”，课间传来新型

问候“老师，今日秋高气爽，可有雅兴

共赴×××”。

那些曾被网络语言遮蔽的汉字

精魂，正在青春的血脉里重新生根。

教育是文明存续的桥梁。当教

师放下师道威严，从管理者变为“共

谋者”，学生才会从“嘴强王者”变身

“语言美容师”，从被改造对象变成改

革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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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整齐划一的跑操，
是风景还是负担？

我的雅言复兴计划

近日，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坂湖校区三、四年级开展“钉纽扣编手链，爱劳动慧生活”首届劳动技能大赛。随
着一声令下，穿针、引线、缝制、打结……小选手们一手拿着扣子，一手拿着针线，全神贯注地钉纽扣。钉纽扣虽是一
项基本的生活技能，但对学生来说并不简单，一针一线是基础，打好基础才能“系牢扣子”。

（本报通讯员 王兴苗 摄）

□池沙洲

buff原指游戏角色的特异能力属
性，后来指代范围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

叠buff是指行为主体具有多重增强属

性，从而比其他选手容易达成目标，是一

种简单粗暴却不失为有效的增益手段。

最近，我看到一个有关奥斯卡金像

奖的视频，吐槽这几年获奖影片植入了

各种buff，然而这些影片往往呼声很

高，票房却很惨淡。

同样是评选，我想到了教师论文评

选，为了获奖，写作的时候需不需要叠

buff呢？叠buff管不管用呢？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buff不存在

好坏，只要运用得当，应能为文章增色。

说句实在话，教师好不容易写出一

篇文章，谁都不愿意“养在深闺无人识”，

总希望能给“孩子”找个“好婆家”，因此

目标总是奔着发表、获奖或出版去的。

论文、叙事、课例、演讲稿、读书笔

记……不同的文章体例都有属于它们

的评选，各级各类评选是教师展示才华

的舞台，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权力、资质、

机会和成功的可能。

然而，以论文评选为例，要获得一

个满意的奖级，并非像通关考试一样，

达到某种基础条件即可，而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评委的主观判断。

那么，如何用buff击中评委的“最

柔软处”，是极有价值且已有不少教师

已经在思考的问题。

不用buff可不可以？
教师论文写作领域的 buff 有哪

些？比如：文字表达特别流畅、论述逻

辑特别通顺、理论功底特别深厚、实践

实验特别扎实……

虽然，具备一定的表达、逻辑、理

论、实践水平，应是论文成稿的底线标

准，但如果基本功没有修炼到一定的火

候，连文从字顺、条理清晰都难以做到，

就遑论加上“特别”二字了。

真正的buff是超越常人的能力，犹

如金猴奋起千钧棒、哪吒脚踩风火轮，

否则就是“凡夫俗子”，写出来的文章也

是平平无奇。

普通教师极易陷入庸常的怪圈：上

课、备课、批作业……有时候参加教研

或师训活动也无外乎上课、听课、听讲

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忙碌中过去，

有时感觉似乎有了一些经验，针对某些

问题有不少想法。但如果平时不思考，

不动笔，不加强自我训练，没有任何“异

能”傍身，突然勉强“憋”出一篇东西，期

望它为自己“建功立业”，恐怕有点勉为

其难了。

因为，这样的文章是没有任何buff

可言的，也就是不具备让读者“眼前一

亮”的特点。

以小学语文为例，试想一下，全国

有超百万名小学语文教师，如果人人都

在有限的教材资源中打转，就很容易针

对某一篇课文或某一单元来写论文，结

果就可能产生数十万篇相同选题的论

文，它们的同质化程度一定会十分惊

人，甚至其中相当一部分会高度雷同。

因此，即使不从教师个人晋升的角

度着想，而是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考

虑，我们也有责任把论文写好，写出风

采，写出创新。

有些buff是不是非用不可？
Buff可以看作是提升论文品质的

因子。据我个人观察，教师论文大致上

可以分为不用buff、用错buff和叠buff

成功的3种类型。

不用buff的前面已经讲了，大多数

情况是“只顾低头拉车”的结果。一个

成熟的作者应该是以读者为中心，而不

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创作。

然而，有很多作者为了让自己的论

文有亮点，做法相当粗硬。比如有一招

可以叫作“戴大帽子”，即在论文的一开

头就搬出权威文本，如中央的政策文

件、教育家的著名论断、教育名词的解

读，还有最常见的一种是：本学科最新

版的课程标准。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帽子”是不是

非戴不可？要是不戴会有什么“不测”

吗？有谁规定论文非得这么写？

这些疑问其实并没有答案。很多没

有“帽子”的论文凭借鲜明的观点脱颖而

出，而很多论文因为“帽子”这一部分篇

幅过于冗长，弱化了文章所要提出和解

决的问题，使正文中的精华掩盖在模糊

的逻辑中，反而降低了论文的整体水平。

因此，“帽子”并不是真正的buff，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写法，大概率是从众

心理引发的互相借鉴。

说起从众心理，它对论文“时尚潮

流”的作用不可小觑。从2021年开始，

许多论文把自己荫庇在“双减”背景下，

这种趋势到2022年达到高潮，大量的

论文涉及作业改革。然而，相当一部分

文章并没有讲清楚自己的做法与“双

减”政策出台前有什么变化，只是给论

文贴了一个“双减”的标签。这样的

buff也形同于无。

与“双减”类似的buff还有“AI”。

2022年年底ChatGPT诞生，在次年的

教师论文中这一话题尚不多见；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涉及“AI”或“人工智能”的论文

开始增多；随着今年年初DeepSeek的

爆火，截至目前与AI相关的论文已是

蔚为大观。

然而，很多论文只是贴了一个“AI

时代”的标签，所述内容与AI并无太大

关联；还有一些论文虽以AI冠名，但缺

乏与技术有关的理论与实践。

因此，与AI相关的buff要慎用，除

非你是真刀真枪的实践者，否则极易给

人以“扯大旗作虎皮”之感。

哪些buff可以常用常新？
由于文章篇幅所限，行文至此，已

近尾声，还有很多话留待日后再叙。

在此，列出14个我心目中的“论文

研究高品质因子”，它们是“自主、时代、

拓展、融合、课程、项目、生成、数据、赋

能、非遗、农村、区域、社会、教研”，具体

就不一一解释了。

当然，“趁手兵器”还有很多。buff

不是叠得越多越好，也不是别人有了我

也非得有。文以载道，任何论文都不能

脱离“平等对话”“正向引导”“以学生为

中心”等教育核心价值观，否则将沦为

花拳绣腿、雕虫小技，对自己、学生，以

及整个社会百无一益。

教师写论文需不需要叠bu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