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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改进收获与改进
信阳市第七中学 胡巧玲

平凡教师的平凡教师的““不平凡不平凡””答卷答卷
羊山新区第三小学 孟冉

站在三尺讲台十年，我时常
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四不讲”——
不讲前人、近人、外国人或自己讲
过的内容。这位国学大师的执
着，像一盏明灯，照亮我的教育初
心：教师或许平凡，但课堂绝不能
流于平庸。

备课：一场与未来的对话

“备学生，备教材，备教法。”这
九个字，是我职业生涯的锚点。

记得刚带一年级时，孩子们
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手里总忍不
住摆弄橡皮。一堂“10以内加减
法”，我设计了“数字捉迷藏”游
戏：教室变成“数学森林”，孩子们
举着算式卡寻找对应的“树洞”。
当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喊出“老师，
7+3 真的等于 10”时，我忽然明
白：备课不是写教案，而是为孩子
打开一扇看见数学之美的窗。

到了六年级，课堂变成了思
维的战场。一道应用题，我会故
意留下“陷阱”，等学生争论得面
红耳赤时，再引导他们抽丝剥
茧。有同事问我：“何必自找麻
烦？”但我相信，教育不是灌输答
案，而是点燃思考的火花。就像
帕克·帕尔默说的：“真正好的教
学来自教师的自身完整。”每一
次深夜伏案修改课件，都是在与
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对话。

改错本：藏在错误里的礼物

去年班里有个男孩，计算题
总错在进退位。我照例画上红
圈，他却把本子摔在地上：“反正
我永远学不会！”那天放学，我留
下他，摊开改错本：“你看这道题，
38+17，你把十位算成 3+1=4，其
实3是30，1是10。”我用彩笔把数

字拆解成小方块，他忽然抬头：
“老师，30 加 10 是不是像搭积
木？”那一刻，我深刻明白了一个
道理：改错不是审判，而是和孩子
一起重建知识的城堡。

如今，我们班的改错本成了
“宝藏册”。学生用蓝笔写错误原
因，红笔订正，还会在空白处画上
哭脸或笑脸。有个女孩在一道难
题旁写道：“今天终于打败你这个

‘小怪兽’了！”这些稚嫩的笔迹，
让我想起克拉克的墓志铭：“我从
未长大，但也从未停止过生长。”

课堂：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陶行知先生说：“教鞭下有瓦
特，冷眼里有牛顿。”这句话，我贴
在办公桌上十年。

五年级学“方向与位置”时，
检测卷上一片“哀鸿遍野”。我没
有急着讲评，而是搬来盆栽、玩具
熊，把教室变成“方位迷宫”。“请
把熊猫放在书架东北方 30厘米
处！”孩子们又笑又闹，却在动手
操作中理解了“相对位置”。课后
一个小姑娘悄悄塞给我纸条：“原
来数学真的有用！”

这样的瞬间，总让我眼眶发
热。去年教师节，曾经的学生小
林回校看我——他已是大学生，
却还留着三年级时我奖励的“免
作业卡”。“您当年说，这张卡代表

‘我相信你’，它比十张奖状都珍
贵。”他这句话，让我更坚信：教育
最美的回报，不是分数，而是某天
突然发现，那些播下的种子早已
悄然发芽。

奖励：藏在细节里的魔法

我常在包里备着棒棒糖、巧
克力之类的小零食，但最好的

“甜头”，是让孩子看见自己的
光。

低年级奖励文具，高年级发
“免作业卡”，这些只是表象。真正
让我骄傲的，是让学生自出考
题。上周五，一个男孩出了一道

“奶茶店定价题”：“原价 12元，买
三送一，全班45人每人一杯，最少
花多少钱？”孩子们边算边嚷：“老
师，下次去春游就用这招！”看着
他们眼里的狡黠，我突然想起波
利亚的话：“一道好题能像一扇门，
带学生进入完整的理论领域。”

最特别的奖励，是五年级的
“目标清单”。孩子们写下心仪的
饮料：奶茶、可乐、柠檬茶……期
末达标时，我捧着箱子挨个兑
现。有家长不解：“这不是纵容喝
饮料吗？”但我知道，当某个孩子
颤抖着写下“我想考上重点初中”
时，那瓶可乐早就不再是糖水，而
是希望的具象。

结语：萤火虽微，愿为其芒

朋友问我：“整天忙备课改作
业，不累吗？”累，当然累。但清晨
走进教室，听见此起彼伏的“孟
老师早”；改错本上突然冒出的

“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毕业
多年的学生发来“我考上大学
啦”……这些零星的温暖，像暗夜
里的萤火，照亮我平凡的教育路。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我
说“吾心也无涯”。我愿永远做那
个提灯的人，在孩子们的数学世
界里，留下一串待解的谜题、一份
犯错的勇气、一簇好奇的火苗。
正如我的开头所写：“我平凡，但绝
不平庸。”这既是誓言，也是答案
——教育的美好，从来不在聚光灯
下，而在每一日细碎的坚持里。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不知不
觉一学年的教学工作如期而至。
接手五（6）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已
半月之久了，方方面面地摸底测
试，让我坐卧不安，就连成绩优
异 孩 子 的 作 文 字 数 都 停 留 在
400字至 500字之间。于是我开
始尝试着在课堂上进行片段练
习，也一样不尽人意。百般无奈
的我，绞尽脑汁地寻找适合他们
的办法，为了给他们寻找可以

“下锅”的作文素材，我与美术老
师商讨，充分利用美术课来教孩
子们做手工，先领着他们做做不
倒翁，让他们也能像不倒翁那样，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勇敢坚强
地站起来。

周三的美术课，孩子们兴高
采烈地等待着老师的到来，当老
师宣布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蛋壳
时，我瞬间被惊呆了：孩子们非常
用心地用各种办法保护着自己的
蛋壳，唯恐弄破。你看，有用小盒
子装着的，有用专门装鸡蛋的蛋
托，还有小花篮盛放的……原来

孩子们对于喜欢的、渴望的事物，
竟然如此用心，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或许就是最好的诠释。

开始了蛋壳不倒翁的制作，当
设计蛋壳的面孔和头饰的时候孩
子们更是创意无限：有圣诞老人，
有小博士，有七品芝麻官……我又
一次被惊讶到了：孩子们并不是不
会，也不是懒惰，也不怕麻烦，粘
贴、涂色都是如此细致、精美。

我漫步在教室的各个角落，
捕捉着孩子们微笑的脸庞，抓拍
着他们的劳动成果，心里不觉一
怔：倘若孩子们知道这只不过是
刘 老 师 给 他 们“ 挖 的 一 个 陷
阱”——要写作文，他们还会有如
此灿烂的笑容吗？

蛋壳不倒翁的成品接连不断
地呈现在老师面前。一节愉快有
趣的手工制作课结束了，孩子们
仍意犹未尽，我也不失时机地趁
热打铁，接下来的一节课就开始
让孩子们把自己制作不倒翁的过
程记录下来。我故意不说写作
文，只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请

把制作不倒翁的过程记录下来，
以免忘掉了。”刹那间，教室里鸦
雀无声，只听见孩子们“沙沙沙”
地写字声。

“我写了四页”“我写了五
页”……孩子们的成就感写满了
脸颊。我连忙问：“写作文难吗？”

“不难！”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
答。“写作文就是拿自己的笔记录
下自己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感
受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事情，只
有这样，才有话可写……”“真的
是这样。”“确实是的。”“老师，太
感谢你了。”

回到办公室，坐下来静静欣
赏着孩子们的习作，一行行红色
的波浪线在我的笔尖流淌，它
们也如同眨着眼睛的小精灵，
仿佛在说：“你太了不起了，变着
法儿制服了这群桀骜不驯的小屁
孩儿们。”

教育是一门艺术。同一种
意思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孩子们
就很乐意接受，也在不知不觉中
接纳完成。

心之所向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素履以往
信阳市春华学校 刘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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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驿路梨花》的教学过程中，我围绕提
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其正确价值观的
目标开展教学。回顾这一历程，通过余映潮
老师的评课，我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也对教
学实践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教学中，我通过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沉浸于文本的审美氛围。在描绘
梨花林的段落，我借助多媒体展示梨花盛开
的图片，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梨花的洁白与繁
茂；营造出静谧的氛围，引导学生有感情地
朗读。学生们仿佛置身于西南边陲的小茅
屋旁，深切体会到自然环境的清幽之美。这
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也培养
了他们的想象力和语言感知能力。

为实现知识的有效迁移，我设计了仿写
训练。在学生深入理解以花喻人手法后，要
求他们借鉴这一手法，描写身边具有美好品
质的人。许多学生将环卫工人比作桂花，虽
平凡却为城市环境默默奉献；将老师比作丁
香花，散发知识的芬芳，呵护学生成长。这
一训练让学生将文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写作
能力，增强了他们对写作的自信心。

在分析文章时，对文本的解读多停留在
表面，未能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和时代价
值。例如，文章中“驿路梨花处处开”引用了
陆游的诗句，我只是简单提及了诗句的出
处，没有引导学生探讨诗句在文中的深层含
义以及与主题的关联。对于文中体现的雷
锋精神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也没有进
行深入的讨论，使得教学缺乏深度和广度。

在教学过程中，前半部分节奏拖沓，导
致后面的写作练习时间紧张。部分学生未
能充分构思和写作，无法展示自己的真实
水平。这反映出我在教学时间管理上存在
问题，未能合理分配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
效果。

在今后的教学中，组织小组讨论前，我
会明确讨论的问题、规则和时间限制。同
时，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思考方向和讨论提
示，引导学生有序开展讨论。在小组讨论过
程中，我会加强巡视和指导，及时纠正偏离
主题的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观点，提
高小组讨论的质量。

在备课阶段，我会更加深入地研究文
本，挖掘其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在教学
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文本细节、联系
时代背景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章
主题。

我将在备课阶段制定详细的教学时间
表，合理分配每个教学环节的时间。在教学
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堂实际进
展，灵活调整教学节奏。对于重点和难点内
容，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

通过这次教学反思，我认识到自己在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今后的教学中，
我将不断学习和改进，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