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感言：在教育路上善于发现
美，和孩子们一块快乐成长。行走着，
努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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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隐藏在教材深处的东西
你了解多少？

金水区银河路小学语文教师 刘畅

最近阅读了詹丹老师的《阅读教学
与文本解读》，初读的时候，比自己想象
中的吃力很多。但细细品读、随文思考
后，觉得这本书很有研究的价值，同时
也带给我备课、教学很多新思路。选入
小学语文教材，甚至是一、二年级看似
简单的课文，都有那么多值得思考和深
挖的地方。

反思自己，作为新教师刚刚走上工
作岗位，虽说每次备课都会反复阅读课
文，甚至重点的段落也熟记于心，但好
像每次阅读、感悟都是基于教学目的。
反观学生，则是完全站在读者的角度，
去阅读、感知、理解文本，我和学生没有
走在一条路上，因此，他们一定有我没
有的发现，我也一定会错失他们看到的
风景。

拿刚学的《狐狸分奶酪》为例，
学完课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留给
学生思考：你觉得奶酪要怎么分才
是公平的？依据备课思路，孩子们
一定会说：“狐狸太狡猾了，不能让
狐狸分奶酪。”“两个小熊不斤斤计
较就不会一点也吃不到了。”甚至也
想到会说出“可以让熊妈妈去分，能
比狐狸分得均匀。”我加以引导，也
能回到课文主旨。

但我万万没想到，在翻阅教参时看
到了别样的观点：课文最开始就说了两
只小熊捡到了一块奶酪，如果能找到丢
奶酪的人，然后把奶酪还给他，才是最

公平的。多么新鲜又有价值的观点呀，
跳脱出了人物，站到了整个社会的背景
下思考了公平。为什么这样的观点我
就一点没想到，反而要靠教参提醒？因
为我从拿到文本就在心里圈定了范围，
知道课文要传达什么，什么是重要的，
跳不出来，就无法发现教学范围以外的
价值。

“做教者，更要做读者。”读了这本
书，我想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方向。在
今后的备课中，要学着跳脱出教学思
维，逐渐培养文本解读的能力，和孩子
们一起去探索、发现课文的精彩之处，
发现学习的魅力。

教育感言：教育就是牵着蜗牛的
手散步，去陪伴孩子们珍贵的童年，成
为他们成长路上的重要他人，这份荣
耀且艰巨的事业，值得一生追寻。

我想分享《家教对了，孩子就一
定行！》这本书的观点。她是一个金
融人，带着理性的思维、年轻人的热
情、学霸级的学习力，分享得非常完
整、非常好。

听了她的分享，我有以下感触：
1.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

以教无定法，但是家教的确还是有规
律的，掌握一些家教知识，让我们的
育子路上多些鲜花、多些欢乐。

2.家教对了，孩子会多不少快乐，
少很多烦恼，孩子会比现在更优秀。

陶行知说过：父母不会教养，小
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

那么，当我们在育子路上感到痛
苦时，一定要反思是不是我们的方法
出现问题了，任何时候的改变都不晚。

3.很喜欢书中的这段话：铁放着
不动，慢慢会生锈；水静止不流，慢慢
会变臭。

许多事理与物理是相通的，孩子
的生长如果顺其自然，也会越来越出
现问题，孩子的生长不是靠替代安
排，而是需要扶。

4.看到今天到场的孩子有的在安
安静静地听，不扰乱他人；有的在写
作业；有的在自己画画、看书；有的孩

子却坐不住，时不时有声响；有的
孩子在玩父母的手机游戏。不同
的呈现，是不同的家庭教育结果，

孩子的发展也会不同。
我想说，处处皆教育。
要多给孩子学习机会，自己倾

听做孩子的榜样；给孩子一个提示
安排，让孩子有事做，学会安排自
己的时间；给孩子几个选择，让孩
子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等，这都是用
心的父母应该做的，也是学以致用
的表现。

学习一定不是只看看、听听，而
是要去实践，去改变，先改变自己，你
会惊喜地看到孩子的进步。

相信孩子，相信自己方法对了，
孩子就一定行！

方法对了，孩子就一定行！
管城区春晓小学校长 贾慧娟

教育感言：勤于反思学习，用心
做智慧教育，努力让学生和教师都有
所发展。

今天听了一节语文课，听到中间一
个环节，说的是根据诗意来进行一段文
字描写，其实这种形式在语文课中很
常见，有时候老师为了检验一下学生
掌握的情况，会随时让学生拿出本子
进行检测。

可是，就在今天这个问题老师布置
完，我身边的孩子们都在进行写的时
候，一个男孩一直在那里思索问题。一
直到有的学生已经完成，要举手发言的
时候他还是一个字没写。

针对这个男孩和这一节课，我觉得
在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要做一个
规划。针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学生的阅
读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的学生基
本上全部依靠教师教和要求，可是这样
对学生的大阅读观是远远不够的，长期
下来学生对阅读、写作会觉得那不是一
种享受，是煎熬。此时会形成两极分
化，喜欢阅读的学生会有材料写，有写
的愿望，而那些依靠吃老本的学生，会
把写当成一种负担。

其实孩子缺的可能就是一个要求
加坚持的过程，在一年级的时候，老师
会为了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让在群
里进行阅读打卡。

时间短可能感受不到益处，时间长
了当孩子造句时的出口成章，写文章时
加上优美的词语修饰，这时才会看到好

处的存在。
这种现象在今年的博客大赛中就

可以看出很多问题。让学生把自己的
习作发到博客上，为了给孩子鼓励，我
都抽出时间对文章进行点评，看的过程
中我发现平时爱看书的孩子，在写文章
时思维非常发散，视角独到，思路也很
清晰。文章都很有看头，看完后想要写
一两句话和他们互动。

而有的文章纯粹就是应付，看起来
就是一种折磨。久而久之，孩子们加上
自身原因和其他因素，对语文就会失去
兴趣。

不妨用这种评价方式
评价学生

高新区八一小学语文教师 聂艳红

现在的教学提倡对学生的评价
不能只关注结果，更多的要注重对
学生的过程性评价，整个评价要贯
穿始终。从我们这几年的学习和尝
试中，总结出一套集学生个人和班
级小组共同组成的评价体系。在这
个体系中，不仅能够激发个人的学
习兴趣，同时也能融入小组中，培养
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学会与他人共
同学习。

教师参与评价
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首先要

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及时有效
的评价。针对低段教学，在《从现在
开始》的授课中，对学生的朗读给予
及时评价，并且指出学生在读书中
展现的优缺点，引导学生抓住提示
语，学生能够根据教师的评价进行
改正。在有所改正的基础上，在有
了一定感情基础上，鼓励学生戴上
动物头饰进行朗读，这样个性化的
指导和评价，能有效促进学生自我
的发展和进步。

同伴参与评价
除了教师的评价示范和正确引

导，还有学生间的互评。老师应该
学会适当地放手，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还能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
实现。

同伴评价，使学生能取长补短，
互相交流学习。而学生相互评价是
学会学习、学会合作的重要方面，有

利于学生认同评价结果，激发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

家长参与评价
在学生作业中，家长对孩子的

评价不光有字词的改错纠正，还有
学习情况反馈。另外，要求学生准
备小本子记作业，每项作业后面有
“ ”和“□”，家长检查作业，确认完
成的用红色笔在“ ”处签名，同时
在“□”处画上“√”。这样有利于学
生好习惯的培养，同时也让家长参
与到评价中，利于家长走进新课程，
转变观念，增进对孩子的了解，又形
成家校教育的合力。

由随堂测试引发的思考
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闫小学教师 曹景瑞

教育感言：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
心的深处。生命的绽放，因有“心”
而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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