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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版五年级数学上册第四单
元是简易方程的知识，教材在处理
解方程问题上是依据等式的性质来
进行教学设计的。但是学生在遇到
含有减法和除法计算的方程时，容
易出错，因为此时依据等式的性质
去推导时，原来的方法行不通了。
比如 10－x=2.5,5÷x=0.25。学生
感到困惑，课本上讲的就是用等式
的性质来解方程，老师也是按课本
讲解的，现在怎么不管用了呢?

运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也有
它的局限性。教材设计时，主要针
对含有加法和乘法计算的方程，如
x＋1.5=3.6, 2.1x=8.4.运用等式性
质，在方程两边同时减，或同时除
以相同的数，就得到了方程的解，
学生很容易理解。教材突显了含有
加法和乘法计算的方程，弱化了含
有减法计算和除法计算的方程，教
材没有设计到一些含有减法计算和
除法计算的方程的解法，应用等式
的性质解方程行不通时，教师若不
加重视新的导向，学生理解不透，
出错也就难免了。

这几年教材更换较快，一套教
材一轮还没有实验结束，新版本就
出来了，哪一种版本的教材，都有
传承性，也少不了更换调整。作为
教材的使用驾驭者，教师责任重
大，如何用好它?照本宣科，只会领
着学生越走路越窄，不仅教师的思
维被囿于一个窄圈圈里，学生也被
牵进了窄胡同，禁锢了学生的思维
发展。教师要通晓整段教材，找到

知识的经纬线，对于教材中不是完美的地方，要大胆开发挖
掘，整合资源，取其精髓，补充、完善欠缺的地方，熟练地
驾驭教材，教师准备得更充分，学生才会被引导得更好，学
习有困惑很正常，但是最终都能解决。

教师是教材的使用者、开发者，用好教材更要充分地开
发教材。每一位教师应该做学习者、研究者，更要深入到学
生中，把脉学生所想所思，要始终站在知识的前沿上，指引
学生沿着正确的方向奔向未来。

(山亭区北庄镇后峪小学 刘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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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在学校大门口值班，
从7:30到8:00学生进校，不
到半小时内，竟然有约 30 位
家长，慌里慌张，气喘吁吁地
来给孩子送眼镜、送课本、送
钥匙、送作业、送讲义......

尽管学校三令五申，在学
生上课期间，禁止家长无故进
入校园。有急事，先与班主任
电话联系。可是个别家长还是
随意进入校园。

学 校 为 何 要 家 长 “ 止
步”？我们已经多次与学生及
家长讲明，原因不外乎：一是
出于安全考虑。什么人都可以
随意进出，万一坏人浑水摸
鱼，岂不殃及孩子？前几年全
国出现的几起校园恶性伤害事
件，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二
是避免干扰师生上课。当师生
正沉浸在紧张的学习思考中，

家长的贸然闯入，定会打断正
常的教学秩序，一人耽误一分
钟，全班几十名同学，就是几
十分钟。三是担心弱化孩子的
自主能力和良好习惯的培养。
孩子的一次疏忽忘了带课本，
你送来了，他不接受教训，可
能还会忘记带第二次，第三次
……若不给送，让他自己想办
法，受批评，担责任，就会长
记性。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
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和良好的
习惯，不好吗？

众所周知，秉承着“再苦
也不能苦孩子”的理念，中国
式的父母为子女特别具有牺牲
精神，像“鸡妈妈”一味地护
着孩子，生怕他们摔着了，累
着了，饿着了，冻着了，处处
越俎代庖，事事包办代替，时
时管控看护。心甘情愿把世上

一切苦都吃了，把全家的责任
都担了，在这种爱的泛滥环境
中，温室里的“幼苗”慢慢地
丧失了成长的动力，也失去了
培养勤劳品质和独立自主的能
力的机会。

诚然，当孩子还是婴儿的
时候，需要父母无条件的、尽
可能多的照顾。然而随着孩子
一天天的长大，父母要逐步放
手，允许孩子独立自主，引领孩
子搏击长空，宽容孩子失败失
误，更支持孩子在跌跌撞撞中
坚强勇敢起来。如果此时父母
还执迷不悟，还事事包办代替，
那么孩子就会感到压抑，甚至
会泯灭原本属于孩子自己的天
性、灵性与个性。所以说，有时
爱的泛滥比缺失更有害。

小时候听过一则故事，至
今记忆深刻：邻居养了一只虎

皮鹦鹉，因为用不着自己找食
物，所以在养尊处优中，它渐
渐失去了寻食的本能。在秋天
的某一傍晚，它逃出了笼子，
虽说鸟回归树林，就像回归了
天堂。但十多天后，它的主人
却在树林里找到了它僵硬的尸
体，为什么呢？它的主人不相
信它是饿死，因为这是果实累
累的秋天啊，后来人们一解
剖，却发现它的肠胃里真的是
空空的。虎皮鹦鹉的悲惨结局
令人深思：一个人不能什么都
依靠别人，更不能坐享其成，
否则将来一定会一无所长、自
食恶果。

电视连续剧 《断奶》 中，
一对没有“断奶”的 80 后小
两口安琪和李俊鹏虽然已经结
婚成家，但是离开父母庇护，
生活变得一团糟。记得清华大

学去年在新生报到时，在报到
区外设置“警戒线”，家长一
律只能在黄线外等候，新生必
须自己带着材料独自报到注
册，此举当时引起巨大反响。
事后想想，这是对溺爱孩子的
家长一次很及时的警示教育，
也是给“天子骄子”上得最好
的第一课。

不当“拐杖”当“向导”。爱
孩子最好的办法，家长该“止步

“时，就要坚决止步，给孩子及
早“断奶”，让孩子从小学会生
存的本领，面对困难时，能从容
应对。“百炼方能成钢”。只有
家长“止步”，孩子才会进步。
过多的包办或干预，只会滞碍
孩子成长。因为教育是引导，
而不是约束；是帮助，而不是代
替；是鼓励，而不是强求。

(枣庄八中北校 赵坤英)

家长只有“止步” 孩子才能进步
“ 学 必 深 沉 而 后 能 固 ，

不重则浮；学必镇静而后能
固，不重则躁。”去浮去躁去
空谈，求实求新求真知。宁
静致远，静能生慧。静下心
来读书，是一种修养，也是
一种境界。因为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与书为伍，能
遍 交 天 下 朋 友 ； 因 为 读 书 ，
是最长远的备课。教师要把
学 生 带 向 生 命 的 远 方 ，“ 杯
水”“桶水”难以解渴，必须
靠不停地读书拥有“源头活
水”。

阿根廷诗人赫尔博斯说:
“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图书馆
的 模 样 。” 图 书 馆 是 静 心 读
书、让自己的灵魂与文字交
流的地方。天堂是什么样的?
不过如此。很多
时候,我们太需要
停下来了。停下
来,让心休息一下,
让灵魂打个盹,给
心灵充个电,祛祛
疲惫,才能精神百
倍地出发。有道
是 “ 才 须 学 也 ，
学须静也。”静心
读书要耐得住寂
寞，要把一切芜
杂 的 、 混 乱 的 、
繁琐的念头全都
拭去，心境如一
池清水、一块水
晶 。 只 有 这 样 ，
你才能真正投入
到书的世界，去
领 略 书 的 精 华 ，
感 悟 多 彩 人 生 ，
跟随作者的笔调
去 探 索 真 善 美 。
一本好书就像一
位引路长者，让
你不至于在这个
日趋喧嚣、功利
的物质年代迷失方向，迷离
本性。

如果说读书的精深在于
勤奋，那么读书的前提就是
静心。静下心来思索，学会
理性的、深层次的思考。唯
有如此，才能有学习上真正
的突破与长进，实现自我超
越 ， 否 则 只 能 是 不 求 甚 解 ，
囫囵吞枣。读书如品茗，静
下心来，方知其中滋味。静
下心来，才有足够的精力去
读书；静下心来，才会渐渐
地发现读书的乐趣；静下心
来，才能真正地深入到书本
内 容 之 中 ， 想 得 深 ， 看 得
远；静下心来，才能在面对
外界的各种引诱，做到心如
止 水 ， 纤 尘 不 染 ； 静 下 心
来，才能把课备精，游刃有
余地促进课堂上精彩的生成。

素来愚鲁笨拙，清高自
许如我辈，既不会经商，又
不热从政，充其量只能算一
介教书匠，偏隅于校园，耐
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还
能在这忙乱的时刻，静心读
书。每每一个人在夜深人静
的 夜 晚 ， 在 新 月 如 钩 的 黄
昏 ， 或 者 随 便 选 个 什 么 时
候 ， 捧 一 卷 在 手 ， 或 天 文 、

地理，或历史、哲学……让
心灵自在地散散步，那脉脉
书 香 会 使 我 沉 醉 不 知 归 路 。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
长。”其实，读书之味，何止
有三？读书，让我我们内心
充 盈 ， 心 情 淡 定 ， 精 神 富
足，得体从容——阅读史是
一个人的成长史。

更有人生一大乐事，学
校成立“名师俱乐部”，搭建
了教师成长的平台，一帮志
同道合者为了教书育人的光
荣使命，走上了读书、教研
成长之路。在阅完一或几本
书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漫
步街头，行走月下，或在网
络世界里，纯粹的讨论，真
诚的交流，即便是有小小的

争 论 ， 又 有 何
妨？“腹有诗书气
自华，最是书香
能致远。”对书，
我 们 心 存 感 激 ，
我们的每一次蜕
变都受益先学的
惠助、好友的真
情，就因这一本
本 凝 聚 心 血 的
书，使得我们能
站在巨人的肩上
思考，而不至于
失之偏颇。

捧 起 《平 凡
的世界》，路遥那
句“永远把艰辛
的劳动看作是生
命的必要，即使
没 有 收 获 的 指
望，也心平气静
地继续耕种”，让
我深深感动，回
味余久。细细想
来，读书、教书
乃 至 为 人 处 世 ，
又何尝不需要这

种 “ 心 平 气 静 地 继 续 耕 种 ”
的态度呢？龙应台说：“有一
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
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
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
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
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
各 自 孤 独 面 对 ， 素 颜 修 行
吧。”

书籍最大的优点是不嫌
贫 爱 富 ， 只 要 你 选 择 了 它 ，
它 就 永 远 是 你 的 忠 实 朋 友 。
不想让自己的灵魂总是在夜
空 中 飘 渺 ， 待 到 时 光 流 逝 ，
空叹自己虚度光阴。自己必
须拯救自己了！其实，人生
没有那么单调和悲哀，凡读
书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人生的
美妙！读书虽然不能增加生
命的长度，但能增加生命的
厚 度 ， 能 使 我 们 生 活 更 丰
盈 ， 使 我 们 的 内 心 更 宁 静 ，
使 我 们 的 课 堂 更 富 有 智 慧 ，
使孩子们对我们总保持应有
的温度！教师，是职业学习
者，更是终身读书人！

有书读的日子，心中总
是 感 到 金 秋 般 沉 甸 甸 的 充
实；有书读的时候，寂寞会
少点。

(薛城奚仲中学 许磊)

静
享
书
香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担任
班主任工作后，整天要面对吵
吵嚷嚷的学生，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渐渐地，我原来的那点耐
心耐性早已被磨掉得差不多
了。对于学生的各种告状、申
诉，有时不耐烦听下去，往往武
断裁决，一通训斥。学生被一顿
数落或一阵猛批后，有的惶恐，
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则满腹委
屈。慢慢地，学生与我疏远了，
有时学生想要与我说话，但是
欲言又止，我走近学生，他们也
不向我靠近，与我不冷不热。我
感到学生与我逐渐疏远了。问
题出在哪？当我读到两个故事
后，内心引起震撼。

美国有一个著名主持人叫
林克莱特，他在一次电视直播
现场访问一名年仅六岁的小朋
友，问他说：“你长大后想干什
么呀？”

小朋友天真地回答：“我要
当飞机的驾驶员！”

林克莱特接着问：“如果有
一天，你驾驶的飞机飞到太平
洋上空时，所有的引擎都熄火
了，你会怎么办?”

小朋友想了想说：“我会先
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
带，坐好别动，然后我挂上我的
降落伞跳出去。”

于是林克莱特问他说：“为
什么要这么做？”

小孩的答案透露出一个孩
子真挚的想法：“我要去拿燃
料，我还要回来！”

此时，演播大厅里的笑声
戛然而止。人们不知道此时该
说些什么，空气仿佛凝固了，瞬

间爆发出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林克莱特抱起这位小朋友，深
情地吻了一下他那淌满泪水的
脸说：“你是一个英雄。”

林克莱特之所以成为知名
的主持人，是因为他有良好的
职业素养，善于倾听受访者的
心声。假如他草率地、武断地终
止了小朋友的想法，如此经典
的真挚故事恐怕是千金难觅。

在国内，还有一个广为流
传的故事：一个小学语文老师，
让学生以“我的理想”为题进行
口语训练。有一个学生是怯生
生地说：“我想做一条狗……后
面的话被笑声湮没了。老师制
止了同学的哄笑声，让他继续
说下去。当这个学生诉说到“阿

爹还没走（当地人称人死为
“走”）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做个科学
家；阿妈却要我长大后做个公
安，说这样啥都不怕。我不想当
科学家，也不想当公安。我的理
想是当一只狗，天天夜里守在
家门口。因为阿妈胆小，怕鬼，
我也怕。听阿妈说，狗不怕鬼，
所以我要做一只狗，这样阿妈
和我就都不怕了。”全班的同学
都被感动了许多同学流下了热
泪。这样的一堂课，仅仅是为了
一次口语训练吗？

作为教师，在处理学生的
问题时，一定要让学生把话说
完。俗话说：“打鼓听落音，听话
听下音”。成人的思维代替不了

学生的想法，成人的眼光代替
不了学生的心声。我们要多些
耐心、爱心，尊重学生的发言
权，让学生把想法、诉求、原委
表达清楚，让学生把心声吐露
完。

教育无小事，一花一世界。
一个具有倾听意识和习惯的老
师才会给学生留足表达的时
间，才会带着朋友般的热情与
亲切来静静地聆听对方的倾
诉。具有倾听意识和习惯的老
师也一定善于触摸到孩子情绪
的温度，善于听出弦外之音，言
外之意，才能发现谬误中蕴涵
的新奇，琐碎中寄予的真切，荒
诞中包裹的合理。具有倾听意
识和习惯的老师一定会听到孩
子思想抽穗、情感裂变、知识拔
节的声音。

(山亭区北庄镇半湖小
学 李永玲)

老师，应倾听孩子的心声

科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
养全体儿童具有良好的科学素
养，科学素养的形成依赖于科
学探究活动，而很多探究活
动要通过实验来实现.但随着
新课程的实施，在实验教学
中也暴露了一些弊端，如实
验课上通常是：组织学生制
定方案并达成共识，提示注
意事项，然后分组实验。“齐
步走”的学习方式与信息化
时代以及学生原有的个性化
差异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矛盾。

当这些问题出现时，就
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通过
近几年的课堂实践与探索，
我们总结出一种较为有效的
方法来应对以上问题，给师
生提供另一种平台——微课

（又称微课例或微课堂，主要
以视频的方式记录知识重难
点的教与学，及其相关的多
种教学辅助资源。） 借此来促
进 实 验 教 学 就 显 得 顺 时 而
生、水到渠成。

一、巧借导引型微课，
提升实验趣味性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不 如 乐 之
者。”说明兴趣是一种特殊的
意 识 倾 向 ， 是 求 知 欲 的 源
泉。在小学阶段，儿童对周
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
探究欲望，这一时期是培养
科学兴趣、体验科学过程、
发展科学精神的重要时期。
然而课堂上不变的教法，熟

悉的流程，固定的模式都会
一 点 点 侵 蚀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如何激发学生在实验探
究中的兴趣，不妨借助导引
型微课展开实验教学。

“导引型”即问题 （任
务） 导引，指的是在学生的
课前预习、重难点突破、知
识的迁移运用等环节均以问
题为主要推进手段，问题的
提出和生成与问题的阐释破
解并进。导引型微课在制作
与 应 用 中 教 师 要 秉 承 “ 导
—— 扶 —— 放 ” 的 原 则 。
如，在教学 《瓶吞鸡蛋的秘
密》 一 课 时 ， 以 问 题 为 载
体，以趣味性为引领，拍摄
了几段递进式的小视屏。第
一段：出示玻璃杯、水、塑
料板等材料，师演示利用塑
料板让杯口向下而里面的水
不洒出来。师进而用语言引
导学生动手试一试，并探寻
其 中 的 秘 密 ， 可 以 上 网 查
找 、 询 问 家 长 、 查 找 书 籍
等。第二段：大揭密。讲解
水流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存
在大气压力，进而再介绍大
气 压 力 的 相 关 知 识 。 第 三
段 ： 各 显 神 通 。 1. 提 出 问
题：你能让比瓶口大的剥壳
熟鸡蛋完整的吞进瓶中吗？
再想办法把瓶中的鸡蛋完好
的吐出来。2.录制其中的一
种做法。3.引导：如果你的
方法和老师的不一样，请把
你的方法也拍下来或以自己

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传
到微课群中与大家分享。第
四段：大气压力在生活中的
应用大揭秘。相信孩子对视
频的内容感兴趣，更想展示
自己的“独特见解”，学生在
兴趣的指引下对大气压力有
了感性的认识，再通过课堂
上的交流质疑，学生已在不
知不觉中消化了本课的重难
点。究其原因是巧借导引型
微 课 引 导 学 生 探 究 ， 诠 释

“兴趣是做好的老师”。
二、借力层次性微课，

满足个性化探究
学生探究能力的差异是

教师在教学中无法回避的，
能 力 强 的 学 生 急 于 动 手 实
践 ， 不 愿 意 听 教 师 “ 说 要
求”“讲方法”“定规则”，且
实验结束也比其他组早，没
事干；而另一部分能力较差
的学生对实验方法、材料、
分工等认识过程较长，需要
老师花较多时间反复引导，
实验中速度慢甚至不会做，
实验效果差。因此传统的课堂
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而层次性微课能解决这一
弊端，帮助达成一对一的教
学，从而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
化。它是将学习任务分解成不
同难度层次和不同内容的模
块，形成菜单式选项，学生可
以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选择
相应的学习内容；也可以根据
自身的能力水平，选择难易适

度的模块，进行探究实验，并
根据学习中的具体情况寻求相
应的微课资源帮助。如：在学
习《蒸发》一课时，运用微课
程理念，将研究内容进行分解
与分层为:一是借助哪些材料
如何去做蒸发实验；二是实验
中要注意哪些事项；三是怎样
做才能加快蒸发；四是蒸发在
生活中的应用。其形式可以为
PPT 式或视频片段式或文字
等。让学生根据本小组的实际
和研究意愿，自主选择相应的
学习内容，能力强的小组简单
浏览即可开展实验活动；愿意
挑战的小组可以选择难度较大
的“蒸发快慢与哪些因素有
关”进行拓展探究；水平较弱
的小组可以重复多次观看微课
中实验要点和注意事项后再操
作。

借力层次性微课把教师从
“说要求”“讲规范”等机械重
复劳动中解脱出来，转而把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观
察、了解学生的探究活动中，
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保
障探究实验的持续或深入开
展。如果说“过去是老师喂什
么吃什么，现在学生则可以自
己选菜做菜”，进而满足学生
个性化探究的需要。

三 、 利 用 泛 在 式 微
课 让探究“活”起来

小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决
定了他们爱交流，特别是在其
探究实验中有所发现时，都会

急不可待地想与他人交流，但
由于传统课堂的制约，以及时
空的限制，学生不能随时随地
的进行交流，因此学生的探究
活动受到一定的禁锢。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网络技
术的支持，智能手机、IPAD
等终端的介入，使学生间的分
享与互动更容易实现，尤其是
中长期探究类的活动，既让学
生乐此不疲，又常常能得到相
应资源的支持。如以 《月相》
学习内容为例。观察月相活动
重在让孩子们亲历一次“观”
的过程，在亲历中寻找月相变
化的规律。实践中，我们通过
建立 QQ“月相交流”群作为
资源建设与交流的平台，学生
随时随地上传、浏览有关月相
的图片、文字、微视频等，教
师根据网络平台信息，有针对
性地制作相关微视频，解答学
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最方
便与实用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 QQ 空间，孩子们用它

“写”月相变化日记；二是群
“相册”，自己新建相册，在群
内安家，随时随地上传月相变
化的照片，记录精彩瞬间；三
是群“论坛”，通过发布主
题、跟帖、回帖等功能，轻松
完成月相变化经验交流与分
享。通过网络平台，师生、家
长共同建构泛在型“月相”微
课。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
小学 张传银）

巧用微课资源，指导学生实验探究

滕州讯 开学第一天，山东师
范大学的学生和滕州市善国实验小
学全校师生齐聚操场进行开学典礼
暨猜灯谜抢红包活动。

(通讯员 王伟烈 高敏 摄)

猜灯谜

抢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