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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妈战歌》是前几年极具争议的一
本书。在上学期英语课上，英语老师带
着我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系统学习。刚开
始，同学们大多和我一样，难以接受“虎
妈”蔡美儿的极端教育方式，也十分同情
她的两个女儿。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欣赏“虎妈”，一些
同学开始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

“好妈妈”。更有甚者，直接宣称自己以
后要像“虎妈”一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我
发现，直接的原因是英语老师在课上始
终极力赞扬并推崇蔡美儿的教育方式，
一直在引导学生讨论蔡美儿的优点而回
避缺点。当有同学尝试发表不同的观点
和意见时，英语老师往往表示遗憾、不
解，并极力为“虎妈”辩解，千方百计希望

“掰正”我们的想法。
这次英语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
一方面，因为英语老师的教育观我不

敢苟同。难道教育出两个考上哈佛并在卡
内基音乐大厅演出过的孩子就是成功的教
育？这种高压式的教育值得推而广之吗？
我认为，任何教育方式都有成功的例子，也
有失败的例子，我们不应该只看结果而不
思考过程。管得严不意味着是好的教育，
管得不严也不意味着教育方式不对。

另一方面，老师的教学方式和课堂
行为让我难以接受。课堂上，老师始终
站在赞赏“虎妈”的立场对文章进行解读
和阐释，始终认为“虎妈”的教育方式理
所当然、天经地义、成功高效。

在上《虎妈战歌》的最后一节课时，

老师将前一天作业的统计结果展示在大
屏幕上，38 名学生中只有两人认为“虎
妈”不是个好妈妈，这个数字尤为醒目刺
眼。“在最开始学习时，班里绝大多数同
学讨厌‘虎妈’，然而现在的结果是这个
数字。”老师骄傲地指了指大屏幕，十足
的胜利者语气，“相信上完今天这最后一
节课，剩下的两名同学也会喜欢上‘虎
妈’。还有谁认为她不是好妈妈？举一
下手。”教室里鸦雀无声。“估计被我这么
一说，同学们应该不会认为蔡美儿不是
一个好妈妈。大家就应该认为蔡美儿是
个出色的妈妈，这样才是正确的。”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师
在课堂上的一系列言语和行为让我震
惊，无论观点对错与否，教育不应该如此
赤裸裸地灌输呀！欣赏蔡美儿的同学坦

言被“洗脑”了。几个同学私下聊天时也
谈到，之所以选择“认为蔡美儿是好妈
妈”并不是完全出于真心，只是认为这是
老师希望得到的“正确”答案。

《虎妈战歌》主题英语课结束了，但
是我的内心好几天不能平静。我认为，
采用有争议的文章进行主题教学是有价
值和意义的，它可以让学生交流各自不
同的看法，碰撞思维的火花，从而学会辩
证地看待问题。但是老师的教学带有过
多的个人立场和感情色彩，单方面给学
生灌输自己的想法，没有引导学生从不
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看待问题，了解多
元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教学，虽然表面
上形成了一致的观点，但是这种共识的
达成方式并不能服众。

（作者系北京某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学生初学作文
教师该怎么做

□张贻娟

前些天，我给三年级学生上了一
节启蒙作文示范课。虽然得到了同事
们的褒奖，但冷静下来，一个问题始终
萦绕在脑海：作文之路还很漫长，怎样
才能使每堂作文课都收效显著呢？

此前，为了上好这堂示范课，我专
门引导学生对校园里的景物进行了观
察，要求学生记好笔记，分小组交流观
察结果，之后让他们进行简单的口
述。在这个过程中，我指导学生如何
将看到的景物说得更生动、更具体。

学生在口述中常常会出现“我看
到……还看到……还看到……”格
式，个别学生会出现“我看到了……
就像……似的”格式，我让学生品味
两种句式的优劣。学生会逐渐明白，
后者更加生动、具体、形象，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流水账”式的表达。口
述之后，我才让学生开始动笔写作。

在我看来，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
的合作者，不仅要站在传授知识的角
度，更要站在接受知识的角度，感受学
生接受知识的过程，与学生共同寻找
乐学的途径，指导学生掌握观察的方
法和写作的技巧，最终达到水到渠成
的效果。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教师作
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和探究者的具体
实践过程。因此，这次作文辅导课取
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想让三年级学生写好起步作
文，我认为首先是要回归自然。先让
学生身处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
驱动他们想说、想写，再将课本中的
名篇佳句作为催化剂，使学生产生

“我要写作”的冲动，而不是“老师要
我去写”的压迫感。

学生在写作文之前，教师应有的
放矢，让学生对观察到的结果进行归
类，然后根据作文要求，指导学生学习
相应的叙述方法。

这个过程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的互
动空间，教师通过互动才能衡量自己
的教学是否恰当，才能知道今后的教
学该如何完善。学生在与教师的对话
中，建立深厚的师生关系，在与同学的
互动中互帮互学、互相提高。这样，学
生自然会感受到作文的乐趣，产生自
觉写作的力量源泉，才能把心里想说
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与他人产生心
灵上的共鸣。

在起步作文辅导中，教师千万不
要急于求成，不能把要求提得过高，不
能把材料范围放得过广。就像蹒跚学
步的孩子，如果马上学走正步甚至跑
步，他们往往会因为摔得很疼甚至开
始害怕学走路。

小学生写作文不是三天五天就
能成功的事，它是伴随学习历程的长
久之事。作文的个性化随着学生知
识和智慧的不断增长而显现。如果
用这样的自然发展观来看待小学生
初学作文，我们就会避免急于功利和
恨铁不成钢的现象。

不仅是学生起步作文贵在观察指
导，在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中，教师都
要将观察指导作为学生作文的基点，
使学生尽量从生活中挖掘丰富的素
材，为自己的创作服务。这样，学生才
会成为“有米可炊、有菜可配、有味可
调”的巧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大坞
镇邵庄小学）

课堂策

征 稿

【我见】 课堂教学改革带给您哪
些思考？您对课堂现状有哪些看法？
该栏目给您提供发表评论的平台。字
数：1500字左右。

【课事】 巧妙导入、激烈对抗、精
彩生成、意外失误……课堂上不断发
生着这些故事，而其中许多故事能反
映师生的课堂智慧，或者充满了教育
意义。字数：1500字左右。

【观课笔记】寻找一节课的亮点，
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
考怎样避免。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
深层次的意义。请您记录自己的观课
心得，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得。
字数：1500字左右。

【课堂策】 课堂上您会运用哪些
策略、方法，写下来分享给其他老师
吧。字数：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老师，这样的教学我不服
□邹宇灵

学生看课

（教师事先创设情境，课间播放乐曲《梁
祝》，上课后播放凿墙和紧急刹车的声音）

师：听到前后两种声音，说说你有什
么感受？

生1：前一种声音很悦耳，后一种声
音非常刺耳。

生2：前一种声音听着很舒服，后一
种声音听着很难受。

生3：前一种声音让人心情舒畅，后
一种声音让人内心烦躁。

师：同学们用非常丰富的词汇表达了
自己的感受，我很赞同。这节课我们就来
研究这种刺耳的、让人难受和烦躁的声
音。谁来帮大家读一下学习目标？

（教师出示本节课学习目标，学生朗
读，教师表扬学生读得很自信）

师：下面进入主题一，大家根据主题
开始自学。

（学生独学，教师巡视，观察学习进程，
辅导学困生，寻找亮点，等待独学完成）

师：接下来对子之间互相交流，之后
我们会进行抢答测试。

（对子交流，准备抢答测试。教师投
影出示测试题，按抢答速度和正确与否
给分。学生抢答，因对基础知识掌握较
好，出现多人同争一道题的现象）

师：提醒同学们，几个人同时说答案
不加分。请列举课本外的例子，说明控
制噪音的方法。

生1：用真空玻璃，使噪音在传播过
程中减弱。

生2：用特别厚的隔音窗帘，使噪音
在传播过程中减弱。

生3：无声手枪的消音器，使噪音在
声源处减弱。

生4：设置噪声检测仪，使噪音在声
源处减弱。

生5：噪声检测仪只能显示声音的大
小，不能减弱噪音（掌声响起）。

师：这位同学听得很认真，反驳及时
且切中要害，双倍加分，还有吗？

生6：可以在耳朵里塞棉花，阻隔声
音进入耳朵。

师：有想法，真的可以！我们想了这
么多办法控制噪音，难道噪音就没有值
得利用的地方吗？

（学生互动交流）
生 1：利用人体发出的噪音探测病

灶，比如气管发炎。
生2：可以利用噪音发电。
师：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可以具体

说说吗？
生2：可以在飞机场附近装一个噪声

发电机，利用噪音发电（掌声响起）。
师：想法不错，相信你会有办法让它

实现。看来大家已经对噪音有了客观的
认识，下面我们进入主题二，利用所学的
知识解决问题：假如你是小区的降噪工程
师，你会采取哪些措施减少噪音？每位同
学先独学，再交流，然后准备小组展示。

（学生互助交流，优化方案，进行实
验，板书预展）

师：最快完成的小组得 6 分，以此类
推，只要完成就得1分。哪个组先展示？

（各组纷纷起立）
师：既然大家都想展示，我们把机会

给最先完成的小组，不过其他小组可以
补充、评价。

（学生拿展板上台）
生1：作为降噪工程师，我们提出以

下建议：在小区设置禁止鸣笛的标志或
在小区周围植树，使用隔音或降噪建筑
材料，比如双层玻璃、隔音墙，还可以给
居民发放降噪耳机、耳罩……

生2：可以由国家或相关部门制定法
律法规，让噪音较大的工厂、企业等通
过技术改造降低噪音，可以在小区周围
设置噪声检测仪，提醒人们尽量能够减
少噪音。

……
师：同学们真的可以被称为工程师，

甚至是卓越的工程师，让我们把最热烈
的掌声送给未来的工程师们。最后我们
再来聊聊，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在减
少噪音污染方面应该怎样做？

生1：楼道里轻轻走路。
生2：不大声喧哗。
生3：对大声讲话制造噪音的行为礼

貌劝阻。
师：这个词好，礼貌劝阻，还有呢？
生4：晚上休息时间不大声喧哗，降

低电视、广播的音量，以免影响他人。
生5：开车的时候少按喇叭，尤其是

进入居民区。
生6：研制更好的材料降低噪音。
……
师：看来大家真的是新时代的文明

公民，祖国会因为你们的文明而更加美
好。同学们，物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
活，愿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

（教师总结各小组得分，选出最佳团
队，颁发奖品）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内容为《噪声》，我设计了两
个主题，主题一针对基础知识，自学后只
进行对子交流，用抢答测试的方式进行检
测；主题二为能力提升，通过“作为降噪工
程师如何解决噪音问题”这一情境，让学
生在合作交流中不断思考，从而形成解决
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另外，本节课还探
讨了噪音可利用的方面，以及作为合格公
民如何减少噪音污染等话题。这些对学
生的思维拓展大有帮助。

在这节课上，我尽量做到充分放手，
引入竞争，并且增加引导性、激励性、幽默
性的语言等，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饱满的学
习热情。我认为，评价在课堂上极为重
要，因此每个环节我都会进行检测评价。
不过，在小组关注度方面我做得还不够，
应该给予后进组更多帮助，使他们不因与
其他小组差距过大而丧失信心。

如何正确地使用教材？《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明确提出“用教材教”而不
是“教教材”的新观念。可见，使用教材
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而不是教完教
材。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而不是用来
束缚、限制教学的。教师应当从教学实
际出发，灵活且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而不
应甘当教材的奴隶。

比如，以下为苏教版语文二年级《识
字二》的一个教学片段。

教师通过出示图片，带领学生练习
说话，然后出示词语，引导学生朗读，发
现词语中“日”“目”两个偏旁。接着，指
导学生书写“晒”和“瞄”两个字。

师：同学们，“晒”这个字你怎么记住它？
生：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西。
师：怎样才能写好这个字呢？请同

学们和老师一起在田字格中写一下。
（教师示范书写，学生模仿）
师：写字的时候要做到头正、身直、

足安……
（写完“晒”字后，教师用同样的方法

指导学生写“瞄”）
这样的教学完成后，感觉学生除了

会读课本中的词语、能用词语练习说话、
会写两个汉字，还学会了什么呢？什么
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

被教材捆绑了！我们没能灵活地使用教
材，没能将教材的内容延展开来。怎么
办？需要教师跳出固有的“包围圈”，跳
出为识字而识字的圈子。

识字教学不应该只是教师示范和引
导，而更应关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读写姿势、笔顺、结构，这些都是识
字教学外显的内容，内在的是什么？识
字、写字的方法，主动识字、写字的欲望，
这些东西才能让学生受用终身。

如何在教学中体现这一点，教师需
要转换角色，学会从台前退到幕后，教给
学生方法。低年级学生的求知欲强烈、
想象力丰富，刚开始教生字时，教师可以
有意识地把一些生字编成谜语、故事讲
给学生听，教给学生一些方法。学生听
后往往会很感兴趣，一下子就把生字记
住了。之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给
生字编谜语、故事和顺口溜，或通过加一
加、变一变、换一换等方式，引导学生发
现汉字背后的趣味，努力让识字教学远
离枯燥、呆板，变得活而有趣、实而有法。

纵观一二年级的识字教学，学生的
识字量太少，因为教师被教材圈住，学生
又被教师圈住。教师若固步自封，学生
的识字量自然无法增加。如何才能打破
这一束缚？只有跳出教材的“包围圈”，

引导学生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广泛识
字，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造字规律，从而形
成独立识字的能力。

根据以上思考，可以对教学环节做
如下调整：

师：同学们，日字旁和目字旁是很相似
的两个偏旁，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吗？

（教师介绍两个偏旁的相关知识）
师：知道了这些，你就明白了日字旁

的字一般与什么有关？目字旁呢？
生：日字旁一般与太阳有关，目字旁

一般与眼睛有关。
师：除了课本上的字，你还知道哪些

日字旁的字？如果有困难就赶快拿出桌
上的偏旁转盘，转一转、拼一拼，看看你
能想到哪些字。

生：晚、时、旧、明、晓、晶、旦……
师：日字旁不仅可以在左边，也可以

在上边或下边。
生：早、春、星、昌、旱……
师：同学们真聪明，如果用这些字组

词，你自己能想到什么词语吗？
生：明天、早晨、晚上……
师：同学们太棒了，自己都能组词

了。今天我们还要学习新字，你们有什
么好办法记住“晒”这个字？

生：西字加上日字旁。

师：老师编了一首儿歌，你们听：太
阳一升就晾起，一直晒到日归西。那

“瞄”这个字你怎样记住它？
生1：左边一个目，右边一个苗。
生2：眼睛看。
师：谁来做个瞄准的样子？

（学生表演）
师：理解了意思，记字就简单了。同

学们看，“晒”和“瞄”这两个字有什么相
同的地方？

生1：都是左右结构。
生 2：都是左边窄右边宽，左边低右

边高。
师：是啊，我们写字时需要仔细观

察，看清字的结构，注意每一笔在田字格
中的位置，这样才能写得漂亮。拿出你
的描红本，试着写一下……

这样调整后，跳出教材来教的效果
就很不一样。一个字引出了一串字、一
串词，一个字带出了识字、写字的方法。
这种跳出教材的教学，教师收获的是直
透肺腑的愉悦感和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学生乐于参与，在动口、动手的同时，思
维碰撞，敢于创造，课堂真正成了自由驰
骋的天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中市三跃中
心小学）

好课实录

用评价撬动真实学习
执教内容：八年级物理《噪声》 执教教师：河北省迁安市扣庄初级中学 刘艳

观课笔记 □冷松涛“如何教”不能被捆绑

课堂什么样？学生最有发言权。改进课堂同样需要听一听来自学生的声音。那么，学生眼中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的？从
本期开始，我们特开设“学生看课”栏目，欢迎各学校组织学生撰写稿件。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