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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没计划 零花钱用太快

四年级小学生多次从家偷钱

语文课程一般安排四节
讲读课和两节阅读课(作文
课)，即使课堂再高效也难以
达成课程标准要求的语文学
习目标，这就要求语文教师
学会延展语文课堂。
课前延展——— 布置有效的
预习任务

预习任务切不可大而化
之。比如：讲完一节课最后说

“请大家课下预习某某篇
目”。再如：“请大家预习某文
的作家简介、生字生词，理清
文章的结构层次和所要表达
的思想感情。”这种布置预习
任务的做法基本无效或者收
效甚微。有效的预习任务都
是具体的，可检查的。比如要
让学生掌握生字生词，就必
须准备好资料卡片交给课代

表，上面书写着必须掌握的
重点字词，重点掌握的是字
音还是字形还是词义，都要
标明。另外还得说明是抄写
交给老师，还是课上默写，还
是同学间互相检测然后交检
测结果。对文章的思想感情
或者写作艺术的预习最好围
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比如，
预习《雷雨》节选，如果泛泛
地说“请大家课下认真分析
一下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就
不如“有人说某句台词最能
体现周朴园本质面目，你怎
么看”来的具体有针对性。当
然还得有具体可检测性的要
求，比如写不少于 200 字的
短评或者组织不少于 1 分钟
的口头陈述等。总之，预习最
好能找到文章的核心切入

点，把任务和要求具体化，解
决核心内容的同时带动对其
他内容的预习和掌握。
课内延展——— 打造丰厚的
语文课堂

课前延展其实是备课的
第一个环节——— 备好预习作
业，课内延展这一环节就是
要精心备课，这个环节普遍
被老师们重视。丰厚的语文
课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教师要吃透文本，在纵的方
面要深入理解文本的思想情
感和艺术价值，也就是不仅
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在横的方面要力求触类旁通
多方引证，也就是能由此文
本拓展到其他文本。二是，
设置“核按钮”式的问题，
激发学生潜在情、思能量，

让课堂成为师生、生生交
流、碰撞思想情感的空间。
基于文本，思绪和情绪随文
本涌现；深入文本，思想和
情感在文本和师生间激荡；
超越文本，思维和情操接千
古、启未来。这样的课堂肯
定是知性、感性、理性都很
丰厚的白金课堂。
课后延展——— 留下定量的
课后作业

作业是课堂内容最直接
的延续，可以巩固尝试性的
知识内容，也可以展现学生
课堂学习和课下的再思考的
成果。与预习任务相比较而
言，语文的课后作业可以较
为概括，比如：“请将你的
思考整理成不少于四百字的
文章”，“请将课后思考题

(或者相关检测题目)完成”
等。但检测方面要求不可
少，一定要求有供教师批改
的适当成果，如果没有教师
对作业的评价，那么作业将
日渐失去它价值。
课外延展——— 构建规律的
语文生活

学生的语文素养肯定会
受到语文老师或“类语文老
师”的影响，这就是语文老
师的价值之一。正如语文学
习内容的外延是生活一样，
语文课堂不是学生语文学习
生活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
小部分而已。所以，语文教师
要引导学生构建比较规律的
语文生活。如果我们的学生
除了上语文课之外根本没有
自己课外的语文生活，那是

不可思议的。学生的语文生
活应该因人而异，喜欢阅读
的可以构建“秀外惠中”的阅
读书斋，喜欢朗诵的可以构
建“有声有色”的朗诵语堂，
喜欢写作的可以构建“妙笔
生花”的写作文苑……创设
必要的条件，比如创办文学
社、读书协会，开办学生电
台、电视台，等等，在教师
的引导下让学生构建起自
觉、自娱、自足的语文生活
空间，语文素养必将水涨船
高，学语文的兴趣将不言而
生。

把语文课堂延伸到课
前、课中、课后、课外，让
语文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学
生语文素养很有必要。

延展语文课堂
聊城二中 周丽华

本报聊城 12 月 19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付金花） 近日，市民韩女
士发现自己家的小卖部经
常丢钱，少则几十元，多
则上百元。后来，她无意
中发现上四年级的儿子小
胜 正 悄 悄 地 从 抽 屉 里 拿

钱，小胜承认，由于给的
零花钱不够花，他已经从
家偷过好几次钱了。

韩女士告诉记者，她
在市区开了一家小卖部，
平时把卖东西的钱都放在
了抽屉里。最近，有几次
她发现钱少了。“有一次

我一天卖了近 8 0 0 元的
货 ， 但 经 营 额 却 不 到
700 ”，韩女士很纳闷，前
天 中 午 ， 她 在 家 里 做 完
饭，去小卖部喊帮忙看门
市的小胜吃饭时，发现他
正从抽屉里拿钱，手里拿
着还没来得及放进书包的

20 元钱。
“我太伤心了，小小

年纪就学会了偷钱”，韩
女士说，她基本每天都会
给 儿 子 两 三 块 钱 的 零 花
钱，本以为足够他花的，
没想到孩子竟然背着她拿
钱。小胜承认，由于零花

钱不够花，他从抽屉里拿
过几次钱，最多的一次拿
了 100 元，仅花了 3 天。
小胜说，光买吃的就得好几
块钱，有时候还去上网，父
母给的钱都不够。他害怕父
母批评，又忍不住不买，就
偷偷地从家里拿钱。他承认

了错误，表示以后要是花
钱，会直接跟父母要。

韩女士说，平时生意忙，
疏忽了对孩子的管理，他的
零花钱到底怎么花的，自己
一直都不清楚。她表示以后
会和孩子多沟通，合理调整
零花钱。

割校园美文

宝贝，妈妈等你回家

“宝贝，妈妈等你回家！”电视
上正在播放寻女节目，一位母亲含
泪在镜头前说了这句话。

2007 年，一个花季少女离开
了家，她再也没有回来，父母为了
找她四处奔波，不肯放过一点线
索。他们每天都会进出网吧，
KTV，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在大
街小巷奔波，风雨无阻。为了找女
儿，夫妇二人辞去了工作，一年过
去了，两人消瘦了很多，家里的积
蓄也快花光了。母亲还落下了一身
的病，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活蹦乱跳
的样子，母亲总会抹眼泪。因为女
儿的失踪没有足够依据不能被立
案侦查，2009 年他们决定通过媒
体来寻找女儿，在镜头前，身为
老师的妈妈泪流满面，“女儿，
你快回来吧！宝贝。妈妈等你回
家！”

看了这个节目，我也泪流满
面，有时想想我们真的很自私，
只知一味从父母身上索取，而不懂
得回报。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
才有机会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才
有机会打拼未来。父母的爱伴我们
走过风雨，父母脸上的皱纹因我们
而生。看到你的笑脸父母比你还高
兴；看到你伤心，父母心如刀绞。下
雨天在路旁接你的是父母，天冷时
给你送衣服的也是父母。

人总是在失去时才知道珍惜。
人生其实很短暂，父母的下半生也
很短暂，我们要学会感恩，感谢父
母为我们做的一切。为什么我们可
以对 一 个陌 生 人说 一 句“ 谢
谢”，却不对父母开口道谢呢？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如果
父母现在在你身旁，那就拥抱一
下他们吧，感谢他们给了你生命，
感谢他们为你付出的一切。向父母
深深地鞠一躬，说声“谢谢”。

愿天下所有离家出走的花季
男女快些回家，因为父母在家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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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理财经】

教孩子省钱试试这几招

让孩子省钱的最好办
法，不是禁止他多花钱，而
是教他学会理财。下面这几
个小故事您可以试一试。
4 岁就有小账本

林先生的儿子乐乐，从
四岁起就有自己的小账本
了。每次收到的零花钱和买

东西花掉的钱，他都一笔一
笔的记到账上。现在乐乐 8
岁了，已经有 4 个小账本
了。乐乐不但会花钱还会赚
钱了，零花钱不够的时候，
乐乐会在班里开“商店”，兜
售一些小食品或者帮同学
跑腿买东西赚钱，每个星期

都能攒十多元。
多向孩子“借钱”

9 岁的丽丽有个奇怪
的特点，她不像其他小朋友
一样跟家人要零花钱，而是
经常借钱给爸爸。

丽丽爸爸说，以前丽丽
也是个喜欢乱花钱的小捣
蛋。丽丽妈想了一个主
意：向丽丽借钱。每个月
爸爸都会找借口向她借
钱，并承诺给她付 5% 的
利息。丽丽算了笔账，如
果钱买了零食，就没了，
如果借给爸爸，借的越
多，挣的越多。后来，丽
丽的零花钱都不舍得花，
而是攒着借给爸爸，一年
下来，丽丽多“挣”了
300 多元利息钱。
想花钱先签约

梦梦刚上小学，她经
常哭着闹着跟妈妈要零花
钱。最近，梦梦妈想出了

一个妙招儿，梦梦想花钱
要先签约，按照约定支取
零花钱。

1 、妈妈每个星期给
她 10 元零用钱，由梦梦自
由支配。

2 、如果梦梦花超
了，可以向妈妈借，欠款
从下星期的零花钱里扣。

3、如果梦梦连续一个
月都没有向妈妈借钱，额外
奖励 10 元。

一个星期过去了，梦梦
的 10 元钱还剩下 8 元，以
前可是连半天都不够用呢。
给她一枚干净硬币

嘉嘉今年上小学二年
级，妈妈每天给嘉嘉一块钱
零花。并且每次都把一元硬
币洗得干干净净的才给嘉
嘉，嘉嘉也很看重这份“礼
物”，仔仔细细地藏好，轻易
不舍得花。不久嘉嘉就积累
了十五元了。

【专家支招儿】

三个步骤让孩子学会花钱

孩子乱花钱，往往
是家长没教好，聊大教育
专家赵富才建议，让孩子
学会花钱，家长要走好以
下三步。

树立正确金钱观

孩子在花钱的事上
出了问题，大多与家长的
教育有关。有的家长在孩
子面前过分渲染钱的作
用，有意无意地灌输了“金
钱至上”的观念；相反，有
的家长则在孩子面前对钱
讳莫如深，给钱蒙上一层
神秘的色彩。这都不可取。

应及时让孩子懂得：
一方面钱是有用的东西，
生活少不了它；另一方面
钱是劳动所得，是父母用
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比如，
对六七岁的孩子可以给他
看看你每次领回的工资，
再给他讲一讲有关的道
理，就可以使孩子对钱由
感性认识而逐渐有点理性
认识。让“钱”正确地走进
孩子心中，是为孩子正确
的金钱观奠基。

给钱要选好“火候”

从来不让孩子的手沾

钱，或乱往孩子手上扔钱，
都对孩子成长不利。

一是适时。针对孩子
心理发展情况，一般到中
年级时可以开始给零花钱
了。因为从这时起，孩子学
会克制自己了，就是说钱
到了他手可以“计划”使用
了。给钱的时间一般是逢
年过节，也可以在父母发
薪时，应避免随有随给或
随要随给。二是适量。总的
原则是在考虑孩子实际需
要和家庭“财政状况”两个
方面的前提下就低不就
高。

当好花钱“总参谋”

家长该给孩子当好参
谋，引导他养成良好的花
钱习惯。但引导不等于命
令，买什么还是该让孩子
做点主。这样可以培养孩
子的判断能力。如果孩子
只敢买家长认可的东西，
长大后很容易形成依赖性
人格，缺乏主体性和独立
性。检查也很重要。让孩
子自主不等于放手不管。
不论家长多忙，也要抽空
了解孩子零花钱的去向，
避免孩子乱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