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乃学校教学的精髓，亦是
班主任教育的重点。作为一名班主
任，我尽力以理解和包容的态度面
对每一个学生，每个孩子都是家庭
的希望，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充满了
无尽的可能与挑战。在某些情境
下，我们采取无声的教育方式，能
够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职三年级开学之初，我遇到
了一个“油盐不进”的学生——— 张
同学。面临升学，我在班级里多次
强调纪律和学习的重要性，但他仍
我行我素，屡教不改。万般无奈，我
决定采取家校共育的教育方式，让
他回家几天，返校时，需要有一个
家长跟着。

“老师，我回来了。”伴随着声
音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我抬头看看，

“你家长呢？没跟着来？”此时，我的
态度还非常强硬，我想着必须趁此
机会，给家长好好说说孩子在学校
的不良表现。“来了，老师，我爷爷来
的。”张同学的两只手在衣服前面来

回搓着，眼神扑朔迷离，貌似在迎接
一场暴风雨来临。当我看到一个老
人进屋的时候，我顿时语塞，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想
起了我的爷爷。我爷爷在我高三的
时候就去世了，从张同学爷爷的身
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爷爷的影子。
我的眼泪在眼角打转，赶紧搬个椅
子让爷爷坐下稍作休息，然后让张
同学给爷爷倒了杯热水。这时候我
看到他脸颊豆大的汗珠落下，不知
道他在家有没有给爷爷端过一杯
茶。我和爷爷交谈起来，张同学低着
头站在一旁，眼神时不时地朝我看
看，生怕我把他的“罪行”一一罗列
出来。聊天中得知学生家是外地的，
他爸妈有事，他和他爷爷一路客车、
公交车各种转车才到学校。听到这
里，我的心头微微一颤，由于自己年
轻气盛，才入教门不懂教育之艺术，
才让爷爷这么大岁数还跟着学生奔
波。

关于学生的不好，我一句都没

有说，而是让老人在办公室休息，因
为家是外地的，还要赶回去，不敢耽
误他太久，得让老人早些回去。我对
张同学说，路途遥远，让爷爷早点回
家吧。张同学抬头看看我，紧张的表
情稍微有一些放松了，不过眼神充
满疑惑。他心里可能在想，这事就算
完了，怎么没告状呢？

下午三点多，天正热，去汽车
站要先在学校门口坐公交车。我害
怕老人等的时间长，再出点啥意
外，执意开车让学生跟着把爷爷送
去汽车站。路上，张同学一直盯着
窗外，不敢跟爷爷对视，我简单地
叮嘱了爷爷几句。到站后，我给了
爷爷一瓶矿泉水，让张同学把爷爷
送上车再找我汇合。

把爷爷送上车后回来，张同学
不解地问：“老师，您怎么没告状
啊？”“外面这么热，爷爷跟着你来
回倒车已经够辛苦了，我怎么能再
忍心给爷爷说你的不是呢。家长跟
着来学校不是目的，重要的是你能

从内心意识到错误并改正。”“对不
起，老师，我知道错了。那我把手机
放橱子里进教室了。”“你先别放，
在办公室待一会，等会给爷爷打电
话问问路上的情况，看看什么时候
能到家，等爷爷到家了，你再进教
室吧。”张同学点了点头。由于爷爷
年龄大了，不会用微信，没办法让
他发位置，张同学只能等爷爷的电
话。等待的过程中他坐立不安，神
情中充满自责，十分担心爷爷在路
上的安全。后来，电话响起，是爷爷
打回来的，爷爷已安全到家。挂掉
电话后，他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
笑容。

自那以后，张同学发生了很大
变化。他变得懂事上进了。渐渐地，
他的成绩有了明显地提高。我想，
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吧。当
我们用心去理解、关爱每一个学生
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我
们，有时无声的教育胜过更多言语
教育。

此时无声胜有声
从一个“捣蛋鬼”的转变故事谈学生管理

王娟 曹县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2024年教材大改版，不少老师
对于如何用好新教材，构建素养新
课堂，迎接课改新时代心生畏惧。其
实，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新版初中教
材重在渗透教学新理念，突出历史
发展脉络，反映学术新成果，与高中
衔接更紧密，学史方法指导更科学
等。只要我们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
创新教学活动，整合教学资源，优化
教学评价，就一定能够建构起初中
历史新课堂。

创新教学活动，激活课堂

巧妙的教学活动设计是一节课
成功的关键。新课标、新教材和新教
学需要我们在发挥传统教学活动如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实地考察等优
势的同时，创新教学活动设计，如采
取跨学科主题学习、项目化学习活
动等，赋予课堂以充沛的活力。例如
在学习“中华文明的起源”时，可以
结合活动课《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
明的起源》，确立项目学习主题“探
寻中华文明之源”。将学生分成文明
界定组，典型遗址考古组和远古传

说考查组，引导学生通过图书馆、互
联网等渠道，收集与中华文明起源
相关的文字资料、图片、视频等资
料；组织学生整理和分析资料，提取
关键信息，展开组内讨论，探讨中华
文明起源的特点、发展过程和重要
意义；各小组通过PPT演示、手抄
报、模型制作、角色扮演等以多种形
式展示研究成果；教师对项目进行
总结，回顾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
容和学生的学习成果，并进行全面
评价。这样的项目学习设计，可以让
学生在主动探究中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起源，提高历史学习兴趣。

整合教学资源，优化课堂

教学资源的充分整合是课堂优化的
重要保障。通过深度挖掘教材资源、
有效运用多媒体资源、充分利用图
书馆与博物馆资源、整合利用人力
资源、合理筛选网络资源等方式，丰
富教学内容，优化课堂结构。例如在
学习“秦灭六国”时，就可以综合教
材资源商鞅变法、秦王嬴政重用人
才的“相关史事”，网络资源“秦始皇

陵兵马俑”图片等，并进行拓展，说
明秦国之所以能灭六国的重要条件
就是改革促强大，人才促发展，从而
渗透“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发展理念。再如在学习“秦
汉时期的科技与文化”时，可以借助
多媒体播放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微课，让全国名师助力课堂，使学
生眼前一亮。孩子们通过微课学习，
了解“蔡侯纸”的贡献、《伤寒杂病
论》的理论、《九章算术》的精髓、《氾
胜之书》的经验及《史记》的精神，从
而深刻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体会中华文明赓续不绝
的精神命脉，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优化教学评价，增值课堂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是改进教学，
为课堂赋能增值的关键。依据新课程
方案优化教学评价，重在关注评价内
容的多元化，实现评价主体和评价场
域的多元化、倡导评价方法与评价手
段的多样化。例如在学习“大一统王
朝的巩固”时，制作评价量表，设置了

教师、学生、家长三个评价主体，评价
内容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参与
度、内容掌握程度、核心素养发展状
况，通过课堂表现评价、作业评价、项
目评价等多种方式，全面、客观评价
学生的学习成果。比如有个学生语言
表达不够流畅，但却在课后利用教材
中的“西汉形势图”制作了独特的思
维导图，勾勒出汉武帝从政治、经济、
思想、军事等方面巩固了大一统的局
面。还有一位学生成绩不理想，但对
汉代名将的英勇事迹说得头头是道，
并提出杰出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前
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有位家
长在评价反馈栏中这样写道：孩子在
制作播种工具耧车模型时，认真查阅
资料，了解这一工具的工作原理，这
种主动学习的态度让我很欣慰。

聚焦历史新教材，建构素养新
课堂，是时代呼唤，教学应然。让我
们以新教材为依托，以素养培养为
目标，努力打造充满活力、富有魅力
的历史课堂，为培养具有历史眼光、
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贡献力量。

聚焦历史新教材 建构素养新课堂
刘雪霞 菏泽市牡丹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谈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东明县第五小学 黄红丽

学科教研与评价

班主任工作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指学生为
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而自觉形
成的一种学习上的自律性。良好
的学习习惯是能够提高孩子的学
习效率，保证其学习任务能够顺
利完成的重要前提。在小学阶段，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尤为重要，
而且是多方面的。那么，小学数学
学科怎样才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呢？下面结合小学数学
学科的特点，谈几点自己粗浅的
认识。
一、培养专心听讲的习惯

小学生年龄小，好动，有意注
意保持时间短，针对这些特点，教
师在教学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师上课要精神饱满，教学
语言力求做到清晰、简洁、生动形
象、妙趣横生，具有启发性。

2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
形成过程。数学教学要充分考虑学
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结合已有的知
识和生活经验，精心设计教学过
程。在学生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注
重变换教学方法，调动多种感官参
与活动。如：在教学几何图形的面
积时，适时地运用观察、操作、讨
论、交流、小组合作等方式，提高学
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激发起好奇心
和求知欲。
二、培养独立思考，敢于质疑问难
的好习惯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教
师就要精心设计问题的情境，提出
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及时鼓励学生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有
见解的什么问题，无论问题是否有
价值，只要是学生的真实想法教师

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培养认真阅读的习惯

数学虽然没有大篇幅的生动
描写，但不等于学生就可以不读
书，数学课也是要读书的，而且要
比语文课读书读得更认真更仔细，
每一个字都不能漏掉。如：教学“圆
的认识”一课小结时，引导学生总
结圆的特征，学生回答：“所有的半
径都相等，所有的直径都相等。”这
时我们提醒学生把书上这段话一
字不漏地，咬文嚼字地好好看一
遍。这下不少同学举起手来，发现
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在同一个圆
(或等圆)中，”经过类似的，有意的
训练，学生认真阅读的习惯就会逐
渐培养起来。
四、培养认真审题的习惯

审题是正确解题的前提。审题

时要求做到“心到”“眼到”“手到”，
一个人审题能力的高低，不仅要看
他是否看得准，还要看他看准的同
时能否“想到”。这一点要不断强
化，予以训练。在审题时可以教学
生圈画标注出题目中的关键词，经
过这样的训练学生的审题能力就
会逐渐提高。
五、培养认真书写的习惯

培养学生认真书写的习惯，教
师对学生的作业要严格要求。

总之，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
不是一日之功，它需要从一点一
滴做起，常抓不懈。另外家校合
作，互相促进，也是不可或缺的。
有人说学生的心灵是一块神奇的
土地：“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
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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