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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2019年7月24日 编辑：陈早先

《名师堂》征稿啦！《名师堂》是耕耘在三尺讲台的园丁

们、奋斗在教育一线的灵魂工程师们交流教育心得、抒发

教育感悟、总结教育经验、讨论教育得失、探索教育实践的

一个专门版块。从传道授业解惑出发，让情怀领悟成长落

地。欢迎各位老师赐教、赐稿！邮箱：jswmtl@163.com 或

jswmb-bjb@163.com。投稿时敬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

任职学校、邮编，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名师堂”收。

名师堂

一、怀有教师职业的纯粹初心
选择了教师职业，就要有热爱教

育的情怀，淡泊名利的坚守，教书育

人的定力，也就是要有一颗立德树人

的纯粹的初心。实际上，做教师的幸

福，源自于对自己职业价值的认可。

选择了做教师，就得安心从教、热心

从教，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舒心静待花开。

二、拥有对学生的宽厚仁爱之心
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是以心灵

感染心灵，以人格塑造人格的事业。

拥有宽厚仁爱之心是做一个好教师

的前提，没有爱心，就不能做好教师。

对学生宽容一视同仁。教师对学

生的关爱应该不分贫富、不论美丑、不

管智愚，一视同仁。要尊重学生的个体

差异，不偏爱，不偏袒，不抱成见，对特

殊学生群体更加需要特别的关爱和付

出。教师要有一颗宽容仁爱之心，不急

不躁，学生犯错时能耐心教育诱导，真

心交流沟通。不能因为学生一时犯小

错误而发火，不为一点小事就气急败

坏，要以宽厚慈爱感染他们，建立一种

和谐友善真挚的师生关系。

要舍得时间走进学生的心灵。真

正的关爱学生，需要了解每个学生。

教师要有一颗童心，要俯下身子，做

学生的良师益友，细心观察每一位学

生，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细节，用春

风化雨的爱心，滋润学生的心田。这

就需要教师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

学生交往，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甚至挤出时间走进学生的家庭进

行家访等。

要以发展的眼光呵护学生成长。

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

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

生。”教师要信任学生，以发展的眼光

看学生。许多时候，师生关系紧张缘

于学生没有达到教师的要求，学生认

为要求过高。教育是引导、是唤醒，是

帮助，是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绝

不能违背孩子的天性和成长规律，揠

苗助长。教育最大的特征就是“慢”，

需要教师有定力和耐心，在教育的一

亩三分地上精心耕耘，静待花开。

三、磨炼终身学习自我更新的
恒心

作为教师，终身学习是其职业的

内在要求。陶行知说：“我们做教师的

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

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人

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行各业更新

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行业也是

如此，走班教学、选考模式、自主招生

等对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

应有成为学生学习行为的设计者的

自觉，必须终身学习，自我革新、日新

月异、与时俱进。

现在的学生比之过去更重视个性

发展。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科学

习上的表现未必优秀，但往往拥有自

己的爱好或一技之长，这样的学生往

往在毕业之后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教师固然要用自己的学科专业知识

来“征服”他们，同时更应该以高远的

境界、广阔的视野对他们进行熏陶和

引领。教师必须自己跋涉在终身学习

的山路上，厚积学养，用源头活水为

学生成长提供潺潺的清泉。

四、打磨自己让业务精湛的匠心
教师使命需要教师以精湛的专

业水平来达成。今天的学生和家长

比之以往更具“个性”，这要求教师

不断更新专业知识，转变教育方式，

更多地因材施教。专业能力强，那

“树人”的方式方法就更多，道德定

力深，那“立德”的才更有说服力。如

果教师上课的专业水平不足，面对

学生捉襟见肘，办法少，甚至以讹传

讹，企图蒙混过关，哪能启迪学生智

慧，开发训练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能

力呢？这岂不是误人子弟？何谈师德

师风！这是专业水平低影响了“师德

师风”的问题。教师磨炼专业能力和

水平要独具匠心且终身笃定奉行，

不能有“本领恐慌”！修炼德才兼备，

追 求 德 艺 双 馨 是 教 师 永 远 的 生

命线。

德 国 哲 学 家 雅 斯 贝 尔

斯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立德树人是教

师的神圣职责，需要教师言

传身教敬业爱生，需要教师

不 断 淬 炼 纯 粹 而 炽 热 的 为

师之心。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远程教育资源内容丰富、系统性

强，极大地增加了课堂知识面，能够

激起学生的兴趣。但是人们对新生事

物都要有一定的时间适应、熟悉。这

就需要我们教师多观摩一些利用远

程资源组织课堂的研究课、观摩课，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切实认识到在

课堂上加入远程资源的好处，在教育

教学中主动使用。我们还要学习使用

远程资源加入课堂的方法，使其变成

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

二、遵循规律，科学运用，激发
学习兴趣

教师运用远程资源进行教学，要

遵循教育学规律，认真处理好讲授与

使用资源的关系，我们要成为资源应

用的组织者、学生参与的引导者、师

生合作的倡导者。

例如在教学“分数的认识”时，远

程教育资源课件有几十个，每一个都

制作得很棒，但显然不能在一节课上

一一采用。我在教学时只是精选了其

中的两个资源：一个是用来构建新知

的“分蛋糕”，通过把一个蛋糕分成不

同的几等份，让学生充分讨论不同的

分法，每份是它的几分之几，每一份的

大小是否一样，进而理解分数的含义。

一个是用来巩固练习的“纸的对

折”，先让学生自己拿一张纸对折一下，

看有多少种方法可以把一张纸平均分

成不同的几等份，然后再放映资源课

件，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跟你一样的分

法，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操作能力，又

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所以，只有做到科学地应用教

育资源，才能为教学增添光彩。

三、合理选择，整合资源，能充
分展示知识的形成过程

由于远程资源的应用，同一教学

内容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资源，这就需

要我们在备课前一定要系统地看完

本节相应资源的内容，然后再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师本人的情况来

选择适合的资源，做好学习笔记，写

好详案，提前备好课，做到心中有数。

例如在教学五年级下册“平移与

旋转”单元时，在传授什么是平移的知

识点时，其中有一个远程资源是用火

车、电梯、缆车的运动来演示什么是平

移，但在我们农村，我调查了一下，有

很多学生从来没有见过火车、电梯、缆

车，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于是我摒弃

了这个资源，而是选择了另一个，用拉

抽屉、擦黑板、升国旗等学生熟悉的活

动进行知识的构建。儿童思维的特点

是直观感性的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

在教学中合理运用媒体演示，可以给

学生以感性的认识，通过大与小、远与

近、快与慢、动与静、整体与部分、外表

与内观等多方面的相互转化，使数学

概念的形成、公式的推导、规律的揭示

均能清晰而形象地显示出来，有利于

学生正确地理解。

四、合理运用，突破重难点，促
进学生知识的内化

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创设

学生感知的过程，把学生的视觉、听

觉等协同利用起来，促进心理内化，

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从而达到

其它教学手段达不到的效果。

传统教学，板书占用教学时间过

多，使讲解时间较少，加重了学生理

解的困难。课堂上掌握不了，无疑增

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长此以往，形

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高。我们若把复习题或上节课的重

要内容用 PPT等工具制作成幻灯片，

通过播放远程教育资源，不仅节约了

时间，而且能加深学生的印象，这就

比口述或板书要优越。

五、适时反馈，总结经验
应用远程资源进行教学，教师要

经常多关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何、

学习效果如何，学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以便及时调整。同时，同事之间应多交

流，取长补短，并及时做好记录、总结。

让我们一起努力，积极地总结经

验，将远程资源合理地融入数学教学

之中，为农村教育作出更多贡献。

“最美总是在冬天，翠湖绿柳如

烟。在四季如春的昆明里，海鸥恋着

最美的家园——”

余音未绝，对面高一（5）班就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在为高一

（6）班的表演喝彩。

“老师，你们班唱的歌太好听了，

把我们全都吸引了！”课后，高一（5）

班学生追着我问，“作为语文老师怎

么带他们唱歌啊？”我反问：“用唱歌

的方式上语文课不行吗？”

用音乐唤醒学生的梦

语文课总在早上第一二节，学生

还没真正从睡梦中醒来。为此，我开

始寻找突破，让语文课有点趣味，由

河图作曲的《雨碎江南》和《雨巷》的

融合教学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月色寒，独怜谁家青石板，檐角

珠光续了又断，恰满成一盏……在桥

头并肩，连纸伞都碎在江南烟雨天。”

《雨碎江南》柔媚、凄清的意境，与“撑

着油纸伞，徘徊在悠长又寂寥的雨

巷”如出一辙；且歌词典雅，文学价值

很高；音乐旋律凄婉迷惘，感染力强，

是笛子的经典曲目。我先用笛子为学

生吹奏，再带学生品味其中的文学意

蕴，学生兴致盎然。

从此，我开始了“音乐·语文”课的

探索，突破音乐和语文之间的藩篱，找

到二者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用音乐把学生从梦中“唤醒”。

“歌”是“诗”的灵魂伴侣

诗词教学是我探索音乐和语文

融合的主阵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

时了》被现代音乐人谱成了曲子，我

事先安排音乐委员把它唱熟，再带领

班上学生唱。同时，我用大 G 调的笛

子为学生演奏，该调声音低沉浑厚，

曲尽其妙地传达了李煜的亡国之悲。

学生会唱后，我用笛子给他们伴奏，

在合唱中培养师生默契，诗词背后的

情感也自然而然地深入人心。在此基

础上，再分析艺术手法，水到渠成。

此外，我探索更多音乐与诗词融

合的形式。上《将进酒》一课时，我发挥

学生特长，将说唱与Beatbox（节奏箱

子）口技结合起来，用极具现代感的音

乐生动地传递了李白的豪迈之情。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合肥市优秀

教师薛瑞萍的诗词吟唱培训，对吟唱

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教学实践。先教

学生吟唱朱熹的《春日》，让他们把握

吟诵原则，继而推进到其它诗词的吟

唱学习。早读时，学生就用吟唱的方

式来背诵，美育和智育兼具，不知不

觉间诗词已融入生命。

声情并茂的不仅是诗歌

诗乐结合之外，我继续探索音乐

与戏剧、小说、散文等文体的融合。

戏剧是融语言、动作、舞蹈、音乐

等形式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上

《窦娥冤》一课时，我精选几段唱词让

学生配乐，课堂上分角色对唱，配以

个性化动作，绘声绘色。

学小说《林黛玉进贾府》时，我用

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做引

子，先用洞箫给学生吹奏，“如怨如慕，

如泣如诉”，很好地将学生带入《红楼

梦》哀婉的氛围中；再顺势借《枉凝眉》

歌词解读宝黛爱情主线，继而扣住《林

黛玉进贾府》中宝黛第一次相见时似

曾相识的情节展开教学。小说学完后，

让学生按《枉凝眉》的句式写一首词，

多角度表达自己对该小说的理解，学

生相互修改润色，然后用《枉凝眉》的

曲调唱出来，在班上展示。

上《故都的秋》时，我让学生用音

乐和绘画的形式展现自己心目中的

秋。本文开篇的曲子就是高一（6）班小

白和小杨的作品，他们改编了风靡一

时的《成都》，创作出重点展现昆明秋

季的《花都》，当堂表演，“圈粉”无数。

美学家宗白华说：“艺术不仅满

足美的要求，而且满足思想的需要。”

音乐与文学的融合，让学生在积极的

语言实践活动中逐渐构建起了核心

素养，并在真实的情境中表现出了良

好的语言运用能力，而思维方法与思

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也都获

得了全面提升。

生涯规划辅导，即生涯教育，就是

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于一身，使每

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在接受传统的

文化教育的同时建立起职业观念，获

得谋生能力，而不仅仅是学会某一种

实用技术。小学阶段的职业教育重在

职业体验和呵护职业意识的萌芽。而

家校共育对孩子的职业萌芽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 长 大 后 ，你 的 职 业 理 想 是 什

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

是我们经常对小学生的提问，而这个

问题首先应该由父母发声。家庭是孩

子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地方，而作为孩

子的榜样，父母必须对孩子的职业教

育付出行动。

一、父母干好本职工作是对孩子

职业规划教育的第一要务。父母应该

以身作则，以身为范，把自己对职业

的热爱传递给孩子，影响到孩子，激

发其劳动的热情和对职业的向往。

二、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父母要

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爱好，孩子从小

接触的教育影响着孩子的兴趣爱好，

若孩子表现出对某些方面的兴趣爱

好时，父母应该及时予以鼓励并培养

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三、探索成人的工作世界。家长应

该让孩子参与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社

会调查，多认识和接触一些职业。孩

子通过实践和调查初步地认识这些

职业，促使孩子理解这些职业的发生

过程和从事这些职业必须具备的

条件。

四、开启初级职业生涯。家长需要

让孩子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反省自己，找到

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所在。父母帮助

孩子分析这份职业是做什么的，怎么

做的，要做好这份职业需要拥有哪些

品质，并引导孩子为喜爱的职业发展

自己，帮助孩子寻求职业发展意愿。

当然，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

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小学阶段开展职

业教育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不

管怎样，在小学开展职业教育启蒙已

经显现出重要性。教师们从家庭教

育、学校的学科教学、德育管理、社会

实践活动等多途径开展职业教育启

蒙的尝试已经出现效果。让我们共同

行动起来，真正地为孩子着想，为孩

子的未来尤其是职业生涯做好有效

而扎实的准备。

曾经，我很幼稚，以为所有学生都

可以做到一模一样，如果一篇课文有

的学生10分钟能背下来，我会认为其

他学生也能办得到；如果办不到，是

因为他们还不够用心；曾经，我很严

厉，我要求学生都达到我的要求，我

以为我的要求很低，每个学生都做得

到；我一直觉得自己认真负责，对待

所有学生都很公平……

我的问题是，把众多学生看成了

“一个”。

不同的学生具体情况必有不同，

在校表现也是各种各样，是所有因素

综合的结果。不尊重学生天性，不了

解学生个体，奢谈教育，不仅是幼稚、

严厉，甚至失去了教育最应该有的人

情味，是冷酷。

如何让课堂既是理想的样子，又

做到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呢？

教师确实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

但请注意，这只是理想状态、广义概

念，即把每个学生都当成独一无二的

生命体，不以统一标准去限制学生，

去了解每个学生的独特之处。

但在实际的课堂中，我们既做不

到听到每一个学生的声音，也做不到

时刻观察每一个学生，更何况，教学

经验的成熟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因此，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试着让

学生关注学生，打造“学习共同体”。

一、学会倾听他人，比学会表达
更重要

倾听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能力。学

生不仅要会听教师讲，还要学习听同

学讲，有足够耐心听懂表达，理解意

思，并由此判断和整合，得出自己的观

点。学习倾听，就是学习增强专注力。

很多人“答非所问”，并不是不会答，而

是不会听。在课堂交流中，倾听远比发

言更重要。倾听能力培养起来之后，学

生之间的课堂言语表现才会变得丰富

起来。这是共同学习的基础。

二、梯度设计教学，比活动丰富
更有效

打造“学习共同体”，必然要借助

分组学习方式。如何分组是一门学

问。我们很多时候选择强弱搭配，让

每组能力均衡，学生以强带弱，互帮

互助。但正如我前面所讲，这样容易

只看到表面的整齐，很多学生其实被

别人的光芒掩盖了。

所以，我主张组内实力相当，可

以刺激组员的表现欲望、竞争意识和

学习自信。虽然完成任务明显会吃力

一些，但学习可以有选择，可以由易

到难，教师也可以将更多目光投向需

要 关 注 的 小 组 。这 是 共 同 学 习 的

动力。

三、理解学科本质，比提升成绩
更重要

“学”的繁体字“學”的结构，其中

间的两个“〤”表示“交往”的意思，上

面的“〤”表示祖先之灵，也就是和文

化遗产交往；下面的“〤”表示学生之

间的交往，“〤”两侧为大人的手，意

味着大人想尽方法支持学生在交往中

成长。

这个“学”字的写法告诉我们，培

养学生互相学习的能力，才是课堂学

习的本质。

在对待学生的学习这件事上，教

师也必定要完成一场“得体的退出”。

让学生通过在课堂上掌握的、离开课

堂后依然能学习的能力，在独自学习

的路上，走得更远。

淬炼为师之心
四川省泸县得胜镇得胜初级中学校 胡基良

打造“学习共同体”关注“每一个学生”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 张祖庆

学好选好用好远程教育资源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四川省宣汉县胡家镇小学 康永舟

日本教育学专家佐藤学

曾说过：“在教室里并不存

在‘大家’，存在的是拥有自

己的名字和容貌的一个个学

生。即使在以教室中全体学

生为对象讲话时，教师也必

须从心底意识到，存在的是

与每个学生个体的关系。”

农 村 小 学 现 代 远 程 教

育项目的实施，为农村教育

教 学 提 供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平

台，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有 力 地 调 动 了 学 生 的 积 极

性 ，激 发 了 学 生 的 学 习 动

机，促进小学数学教学形式

的 多 样 性 ，能 优 化 教 学 过

程，达到事半功倍 、相得益

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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