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你 们 可 以 给 予 他 们 的 ，
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因为
他 们 有 自 己 的 思 想 。”我 很 喜
欢纪伯伦的诗，也常常以此自
省 ，唯 恐 自 己 一 不 小 心 就 越
俎 代 庖 ，把 儿 子 教 成 了 傀 儡 。
可 我 也 越 来 越 发 现 ，在 生 活
中，“爱”与“思想”的界限太难
把 控 了 。 我 希 望 儿 子 少 走 弯
路，必然会把自己成长路上各
种血淋淋的教训及时传播，希
望 儿 子 能“ 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 ”，而 不 必 再 去 碰 个 头 破 血
流。出发点绝对是拳拳之爱，
可奈何儿子根本不稀罕，明知
是 南 墙 ，他 不 撞 不 回 头 ，甚 至
撞了还要继续撞，让我既愤怒
又无计可施。

但妻子一出马，往往都会收
获意想不到的效果，关键是，她
的每句话都在支持儿子，可儿子
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妻子指
引的道路。几天前，儿子在一次
数 学 学 情 调 研 时 卡 在 第 16 题
上，导致后面的题目全部没做，

分数惨不忍睹。得知此事，我简
直恨铁不成钢：“跟你说过多少
遍了，不会做的题目先放一放，
你现在可是初三学生了，算得上
久经考场了，怎么还会犯这种低
级错误……”

妻子拉了我一下，接过我的
话茬：“这题一定特别难吧？”

儿子点了点头：“难，我最终
也没能解出来。”一句话气得我
血压又高了数点，这可真是赔了
夫人又折兵，何苦？“十分钟策
略，忘了吗？十分钟解不出就必
须放弃。这万一是中考呢？你
这么做，不是自毁前程吗？”

儿 子 不 高 兴 地 说 道 ：“ 莫
名其妙扯到中考，你这是庸人
自扰。”

“你现在不养成习惯，中考
一紧张，难免犯浑！”

“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
会怎么考虑？”

父子俩夹枪带棒，火药味十
足。妻子连忙把我推了出去，自
己坐在儿子身边：“题目很难，是

不是反而激起了你的好胜心，你
想征服这座高山？”

“嗯，我就想试一试。”
“即便会不及格，即便会被

老师公布成绩批评你退步？”妻
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那没什么，我可以承受。
这 只 是 一 次 平 时 的 练 习 。”儿
子看了看妻子，补充道，“妈妈
你 说 过 ，满 分 的 练 习 意 义 不
大 ，相 反 ，做 错 的 练 习 才 是 无
价之宝，因为那可以让我了解
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在真正
重要的考场上，我会有所选择
有所舍得的。”

妻子赞许地拍了拍儿子的
肩膀：“这次练习意义非凡啊！
你 展 示 了 坚 持 到 底 的 钻 研 精
神，这个习惯难能可贵；你预判
了可能出现的结果，也有足够
的心理承受能力；当你遇到需
要选择的时候，你能坚定地正
视自己的内心，选你所想，把握
好舍与得；你无惧自己的弱势，
也不会因为失败而轻视自己的

能力。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现在要做的，是暂时放下这
次练习，好好吃饭！”

简单的几句话，不仅解开了
儿子的心结，不影响和耽误晚上
的学习，而且坚定了儿子对自己
的信心，鼓励了儿子未来努力的
目标和行动。如此高超的话术，
真是让我叹为观止。不过我还
是有个疑问：“你真的支持儿子
在考试时为了一道题目放弃整
张试卷吗？”

“我当然不支持。”妻子狡
黠地笑了，“但我也确实佩服儿
子，他有我们不具备的勇气、冒
险精神以及承受能力！既然这
是他的闪光点，我们肯定不能
推翻。但他的确又放弃了其他
题目，也确实没有合理安排好
做一份完整练习的时间。怎么
办呢？‘缺点就像黑暗，投以光
明就会消失’，比起全盘否定，
不如强化孩子的闪光点，让光
亮驱散阴暗。相信儿子，他一
定会逐光而行！”

一年之计在于春。很高兴在柳
条抽芽的时节，与我们国培班的同
学们相聚于徽州古城——歙县，一
同敞开冬封的心扉，沐浴着初春的
暖阳，度过了一周短暂却美好的学
习之旅。我们此次培训的全称是：
安徽省“国培计划”——高端引领人
才培养项目（小学数学）跟岗研修。
此次研修，收获颇丰。思绪万千，落
笔千言，现就较为突出的几点总结
如下。

有一种理念，叫“求真”

我们跟岗的时间大多是在歙
县新安小学度过的。校门口有一
石，上书“求真”二字。著名的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歙县人，所以歙
县很多学校都秉承陶行知先生的
教育理念，学陶、研陶、师陶。当然
这不仅仅是歙县的专利，我们全国
的学校、老师都在践行“笃志明理，
躬行求真”。

我们本次培训的展示课、交流
研讨也都追求一个“真”字，上真课，
真教学，真学习，真研讨。

有一种学习，叫“项目化学习”

项目化学习是通过集中关注学
科或跨学科的核心概念和主题，设
计驱动性的问题，在学生自主或合
作进行基于项目任务的问题解决过
程中，积极学习和自主建构，生成知
识和培养素养的一种教学。这种更
加贴近生活的学习方式，既能超越
分学科教学局限、在真实的问题解
决中培养学生知识技能跨学科应用
的有效方式，又能鼓励和促进学生
在项目实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
特长与创造性，在知识习得与生活
应用、问题解决与实践创新的持续
双向互动中，不断巩固和优化儿童
的认知和非认知发展。

我们的学员老师彭晓云，在她
的无生课中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
什么是“项目化学习”，问题驱动，
培养了学生的数感、运用意识和创
新意识。

有一种课型，叫“说播课”

“说”指说课 ，“播”指播放录
像。是对已上过的课进行一个阐
述，是用自己的语言和真实的教学
实录描述教学过程。

说播课，关键还是在说。用 15
分钟再现40分钟的内容。新安小学
王世磊主任和方日主任为我们分别
展示了他们的精彩课堂和精湛说
课，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让我初识
此课型就明白了内理，跃跃欲试。

有一种交流，叫“同课异构”

本来这次培训安排了我们学员
老师上两节课，一节同课异构，一节
自主展示。可巧的是有两位导师示
范课竟又与这两节课撞了。这样，
我们共听了三节《加法交换律和结
合律》，两节《分数的意义》，再加上
课前的集体备课和课后的交流研
讨，让我深刻感受到同与不同之间，
变与不变之间的美妙，对“数”的教

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有一种计算，叫“深度说理”

冥冥之中，好像我们此次跟岗
研修在不经意之间总是围绕着“数”
进行的。城关小学叶利辉老师的讲
座《尝试计算说理 促进深度学习》让
我对简单的加、减、乘、除教学，由点
到线，慢慢织成了一张网。以加法
为中心，逆运算到减法，同数连加到
乘，乘的逆运算到除，同数连减也到
除，殊途同归。所有的运算都可以
还原为加法，基于加法可以将运算
合理地联系起来。加减乘除有各自
的算理，整数、分数、小数运算也有
各自的算理，但所有的运算都可以
还原成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个数的
运算。“数”到深“数”处，妙不可言！

有一种友谊，叫“同频共振”

本次研修，我们共有 25 位来自
安徽全省各地的老师参加。不同的
方言、习俗，连教学用的教材版本也
不一样，但我们有着同样热爱孩子、
热爱教育、热爱小数教学的心。我
们在一起探讨新课标、核心素养、新
的教学方式、教育理念。我们的课
堂没有跌宕起伏，但有环环相扣；不
必浓墨重彩，却要精巧设计；我们要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
讲透彻；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
所以然，要学会，还要会用。

我们在一起没有谈天说地，却
研究起“数”的前世今生。未得“上
春山”，却已“小美满”。我们同行，
只因同频共振，只为走得更远，走得
更深！期待下一次的相遇，碰撞出
更绚烂的火花！

迂回的艺术迂回的艺术
□□孙孙 达达

□冷赛娅

——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
人的孩子是好人，而爱别人不爱的
孩子才是教师的崇高境界。

2023 年春，我班从红安县转来
一位李姓男生，李同学个头不高，皮
肤白净，胖乎乎的圆脸上闪烁着一
双明亮的眼，我让他自己去选座位，
他选了一个靠走廊窗户的位子先坐
下。送李同学报到的是他的母亲，
在简单的交谈中了解到：李同学上
学期在红安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
今年由于李妈妈要做乳腺癌手术，
才转回老家读书，家里还有一个小
妹妹上小学，这样便于家人照顾。

在理顺新学期的班级工作后，
作为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接触最密
切的班主任老师，我充分利用课余
时间去观察学生新年后的行为动
态，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在假期的
生活与想法。

特别是新来的李同学，是我要
重点观察和交流的对象。我还在担
心他能否适应改变的环境时，他竟
然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与班
里的学生混得烂熟，这一点出乎我
的意料，也让我感到欣慰！从平时
看来，他活泼好动，有热情，每个课
间，总能看到他满头大汗地奔跑在
教室内外。当然状况也随之而来，
他不是撞到同学，就是撞落同学的
书本，与人发生口角，出口带脏，同
学们开始有些厌弃他了。于是我跟
他的谈话课程便开始了，大致状况
是，每遇到矛盾的发生，李同学要么
遮掩自己的行为，要么对自己的行

为轻描淡写，还牵强地放大别人的
状况。实在无法躲过的就坦白、认
账、保证。只是保证的时效短到不
过二十四小时，几次三番，每周要牵
涉我的不少精力。不仅如此，每天
科任老师关于李同学的话语也开始
热闹起来：上课讲话吃东西，作业不
能按时按量交……看来去他家里沟
通的日程必须提前了。

通过电话预约，我来到李同学
家的租住地，刚一进门，李妈妈就迎
上来，一番客套之后，我将李同学来
到我们班级里近两周的学习和纪律
状况作了交流。在“忧”大于“喜”的
交谈中了解到，家里现在靠李爸爸
一个人的收入过日子，李妈妈坚持
照顾一家人的起居；李同学活泼好
动，很任性，喜欢自由和别人的肯
定。离开他家时，我在心里想着下
一步的策略。

第二天，我继续观察他在班级
里的表现。大课间结束，我看见李
同学与汪同学乐呵呵地上来了，临
进教室前，两人将没有放进垃圾桶
的零食袋，一起拾进了垃圾桶。这
可是我难得的发现！第三节课一
下，我就找到两位同学，将他俩维护
公共卫生的行为，做了好一番表扬，
听得二人脸红眉热，李同学咧着嘴，
两手不知所措地摆着。

“这样吧，老师想将维护咱班垃
圾桶的光荣任务，交由你们负责，好
不好？”我说。“好！”李同学第一个按
下抢答器，“老师，咱们班教室里，每
天老有人将垃圾扔在地上。”我一看
这是要主动请缨的架势，“那好，你

们两个就作为咱班的卫生监督员，
一并管好教室内外的卫生吧！”看着
欢快离去的身影，我想这应该是转
化李同学的突破口。

经过两位卫生监督员一周的工
作，我班教室内外的卫生确实强了
好多。于是，在上第一节课前，我在
班上开了个小晨会，着重就班级一
周以来的卫生变化与两位卫生监督
员的工作进行了通报表扬，号召全
班同学向他们学习。能看出，在同
学们的热烈掌声中，李同学的眼睛
里闪烁着自信的光。同时，我将李
同学的变化给他妈妈“报喜”，电话
那头的李妈妈很是激动。获得的这
一点喜报，不正是家校有效沟通所
要的成果吗？

诚然，一些在学习、思想、行为等
方面存在各种偏差的学生，作为老师
和班主任，我们还习惯地称之为“问
题学生”“学困生”“德困生”，但我更
倾向把他们称为“潜能生”。

在“潜能生”的学与德上一定
有被忽视或未被发现的闪光点，等
待我们去激发，去点亮。如果班主
任老师能够用心去发现，并将其点
亮，闪现的可能不只是“潜能生”
的某一个闪光点，对于该生而言，
以点带面，或许就能照亮其一生；
对于一个班级而言，该生被激发的
亮点或许能成为一个“热点”，其
正能量的东西一旦被连接和分享，
那将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蝴蝶效应，
班主任工作的美好愿景也应该是
如此吧！

爱有回应吗？我想，会的！
周三早上，我提着水壶

去打热水，远远地就看见瑶
瑶走了过来，她与我一起来
到饮水机旁，我以为她有什
么事情要说，正在疑惑时，
瑶瑶伸出右手，要拿我手中
的水壶，并且笑盈盈地打着
手势对我说：我喜欢你，我
帮你！

心不自觉地跳跃，这就是
爱的回应吧。

瑶瑶跟我差不多高了，
可 是 依 然 是 个 孩 子 。 她 在
家中是被溺爱的那个，凡事
父母都会帮她打算好，这也
导 致 了 她 的 甩 手 掌 柜 状
态。好在，父母也发现了这

个问题，我们都在努力，而
瑶瑶也在改变。

做瑶瑶班主任伊始，就发
现她的手语很差，不会表达
自己，有事情需要拉其他同
学来帮忙做翻译。看着她焦
急的样子，我心中暗暗担忧：
这哪能行呢？！对于错过了
语言康复期，发音极差的瑶
瑶来说，手语是她与同学，与
朋友，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手
段，一定要教会她与人沟通！

语文课中，瑶瑶标准地坐
在座位上，非常认真，可生字
词的手语她打得不对，问题
她也不会回答，看着她瞪着
一双茫然的大眼睛，我的脑
中闪现一个想法：她是不是
看不清楚黑板呀？下课后，
我来到瑶瑶身旁，指着黑板
问她那个是什么字？那个图
上 画 的 什 么 ？ 瑶 瑶 一 脸 茫
然，说得一塌糊涂，然后对着
我羞涩地笑了笑。我确定瑶
瑶的眼睛近视了。

与瑶瑶妈妈做了沟通，瑶
瑶妈妈也说怀疑女儿近视，
只 是 一 直 没 有 带 她 去 测 视
力。后来，瑶瑶戴上了眼镜，
她听课更加认真，回答问题
准确率更高了，还有手语也
越来越规范。现在的瑶瑶可
以 顺 畅 地 与 老 师 进 行 交 流
了，经常会看到她笑颜如花
的样子。

瑶瑶虽然个子高高的，
却有很多事情不会做。像梳
头发，因为总也扎不好，被妈
妈剪了短发。在我做了她的
班主任后，有一次课后聊天
时，她告诉我，自己喜欢长头
发，虽然扎不好，可心里就是
喜 欢 像 我 一 样 的 长 发 。 是
呀，每个女孩的心中都住着
一位小公主。我鼓励她，你

也 可 以 留 起 长 发 ，老 师 相
信，只要用心练习，你也能
扎 好 头 发 。 最 后 给 了 她 一
个 加 油 的 手 势 。 瑶 瑶 坚 定
地点点头。

那天之后，瑶瑶没有再剪
头发。看着瑶瑶的头发一天
天长长，她的妈妈打来电话，
希望我可以帮忙劝劝瑶瑶。
我 在 电 话 中 劝 说 了 瑶 瑶 妈
妈，既然孩子喜欢，那她就有
动力，不如我们放手，让她为
自己的选择去尝试、去努力，
这对她也是一种锻炼。我们
要做的是多鼓励她，在需要
的时候帮助她，给予她足够
的信任。瑶瑶妈妈听从了我
的建议，我们一起维护着瑶
瑶对美的向往。

刚刚长长的头发不好扎，
看着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的
瑶瑶，我会表扬她这一次梳
得很好。在课后，我也会帮
她重新扎起马尾。就这样日
复一日地坚持，如今，瑶瑶已
是长发及腰了，自己学会扎
很多发型，也会帮其他同学
扎辫子 。

爱会传递吗？会的！
就像瑶瑶一样，她会用自

己的爱，为其他女孩子编起
漂亮的发型。

瑶瑶经常会把她的零食
分享给我，当我拒绝时，她就
直接放进我的嘴里，用手语
说：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我
让妈妈买的。那一刻，嘴里
和心里都是甜甜的。

教师用心丰盈润泽着时
光和爱，学生用爱温暖着激
励和付出。

花儿努力绽放，不仅仅是
生命的本然，也是一种爱的
回应。回应就像一束光，照
亮了我们努力前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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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主任的教案本，我迟迟
没有说话，主任见状，坐下来耐
心地跟我说道：“其实，数学就是
要简单，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
学会，让学生学会才是王道，才
算真正有本事。”

我静下心来，开始不断地反
思自己：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
学会，那我的学生是否真的像我
想的那样学会了？是否真的听
懂了呢？我决定用习题来测试
一下。

测试结果出来了，那些自以
为讲了很多遍，学生学会了的习

题正确率都较低，看着眼前学生
的习题测试卷，我猛然意识到自
己一直在打磨“教法”，却忽视了

“学法”。
“学法”要求教学以学生为

主体。无论是上课还是撰写教
案，教师教学的唯一目的都应
该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虽
然每次教学我都会钻研教材，
撰写教案，课后进行教学反思，
不断精炼“教法”，但实际“学
法 ”如 何 ？ 学 生 是 怎 么 学 的
呢？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理
解新的知识点呢？哪些新知对
他们来说是比较难的呢？是不
是能用旧知进行迁移学习呢？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教师不断
进 行 追 问 与 探 究 ，只 有 将“ 教
法”与“学法”相互融合，把学生
放在教学的中心地位，才能实
现教育的真正价值。

“学法”要求教学目标符合
法则。美国管理学家乔治·多兰
曾提出 SMART 目标法则，他指

出任何目标要符合具体性（Spe-
cific），可衡量性（Measurable），可
实 现 性（Achievable），相 关 性
（Relevant），有 时 限 性（Time-
bound）的特点，教师制订的教学
目标也要符合该特点，制订的教
学目标要可实现，思考制订的教
学目标能否达到；制订的教学目
标要具体，要规划实现教学目标
的具体步骤；制订的教学目标要
与执教的教学内容密切相关；制
订的教学目标要可衡量，明确衡
量教师目标达成的评测工具；制
订的教学目标要有时限。翻看
自己教学反思的再教设计，虽然
将课堂教学中的问题逐一进行
了整理，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
施与再教目标，但再教目标的衡
量标准、具体步骤、达成时间都
较为模糊，导致教学反思未落到
实处。

“ 学 法 ”强 调 教 师 自 我 提
升。时代在飞速发展，教学方
法、技术和理念不断更新，教师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需持续学
习，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好奇
心，主动获取新知，适应新时代
的发展。同时，教师要学会自我
监控，时刻监控自身的教学方法
与教学策略并加以完善，不断让
自己“跳”出舒适圈，在此过程中
也要注重合作交流，多与其他教
育工作者探讨相关的教育问题，
听取同行之间的建议，结合实际
情况灵活调整。

这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作
为一名教师，需始终坚持以学生
为主体，在精研“教法”的同时，
更要注意“学法”的探究、教学目
标的制订、教学方法的选择，都
需要根据“学法”来灵活调整，教
师可以依据SMART目标法则适
时调整教学目标，听取其他教育
工作者的建议完善教学目标，只
有持续学习，不断改进，在教育
教学的路上“向下深耕”，才能提
升教育教学的专业水平，实现

“向上生长”。

教子有方

“你数学教案怎么写
了这么多？”学期初教案
审查时，彭校长和周主任
惊讶地问道，周主任翻开
我那学期初就已经写了
快一半的教案本，看了一
会儿，对我说：“你看看我
的教案本。”说着便将自
己的教案本递过来，我仔
细翻阅主任的教案本，每
篇教案逻辑清晰、表达简
洁，相比之下，我的每篇
教案都长达四五页，首页
还贴着自己教学思路大
纲的便利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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