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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在丰富的
实践活动中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喜爱，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是
我一贯的做法。从教二十多年来，我一
直践行着“学快乐的语文，快乐地学语

文”的教学主张。
我会因为乡村孩子的腼腆不自

信，利用课前五分钟进行班级微演讲
比赛；我会利用课堂上孩子们对一个
问题的争论适时介入辩论指导；也会

因为孩子忽视背诵，进行“玩的就是心
跳”的抓阄抽背……来到红军小学的
两年中，这一教学主张同样得到了孩
子们的认可。在这些真实的情境中，让
孩子们慢慢感受语文的乐趣与滋养。

让山区孩子享受语文的乐趣

名师资源，是教育资源中的优质资源。他们在教学中的实践、
思考与教育故事，可以给更多的教师以借鉴与启发。“名师面对面·
名师悟道”栏目，分享名师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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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老 师 ，谢 谢

您！要不是您教我语

文，我都已经放弃语

文了。”“感谢您，谢老

师！是您让我觉得学

语文是一件有趣的事

情！”读着孩子们毕业

时写给我的信，我除

了感动，更多的是欣

慰。两年的心血总算

没有白费。

2022年8月，我怀

揣着“让山区的孩子

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资源”这一梦想来到

浙江省四明山红军小

学支教。这是一所位

于革命老区梁弄镇的

乡村小学，学生多为

老区人民的后代。

刚接手一个五年

级的班级时，虽然做

了无数次心理建设，

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还是让我扶额苦笑。

“太难了”“读不懂”

“作业多”“不喜欢”

“想放弃”……当这些

词语从孩子们口中蹦

出来时，我既无奈又

焦虑。怎样让孩子们

喜欢上语文？感受到

学语文的快乐？于是，

我以爱之名，带领着

孩子们开启了一场别

样的悦享语文之旅。

“谢老师，我告诉你哦，我从三年级
开始，还没有一份独立卷上过80分！我
都快对语文失去信心啦，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有86分。我可以放心地把试卷拿去
给爸妈签名了。”腼腆的小铭手捧着卷
子站在讲台旁，羞涩的脸上难掩兴奋。

“我也是，之前的成绩一次比一次
差，谁知道，这次竟然会这么好！”小徐
挥着手中的试卷激动万分。讲台下围
了一圈叽喳蹦跳的小麻雀，大家都为
自己成绩的提升感到高兴，七嘴八舌
地诉说着。

孩子们欣喜于自己的成绩，而我
的欣喜远不止此。这一份经历了三次

“打磨”的独立卷藏着我的良苦用心。
第一单元结束，测评下来的结果

似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没

想到会那么糟糕！成绩固然重要，但是
测评的最终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及时
调整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我一边做
着测评分析，一边又布置给学生一个
任务：进行错误分析后再次独立订正，
订正对的分值加在原来的分数上。孩
子们听后瞪大眼睛，诧异万分：“这也
可以？”随后是认真地“捡漏”。我复批
后对试卷进行讲解，要求学生再次及
时订正。当我宣布：最后再安排一次独
立作业，仍旧是这份试卷。本单元最终
的成绩是三次总分的平均值。孩子们
欢天喜地，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

学生作业差错多的原因，既有学习
态度方面的问题，如审题不细致，书写不
端正，导致错了不该错的；也有知识点没
掌握，真的答不出的缘故。为了使他们重

拾对“语文”的信心，我多管齐下，创造了
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
充分发挥阶段性测试评价的功能。

一份试卷测评三次，孩子们的成
绩有了明显的提升，自信心大增。我也
从中捕捉到了孩子们学语文畏难的原
因：上课听讲效率低，学习懒散且不认
真完成作业导致知识掌握不牢固，以
致每次的检测成了语文学习兴趣的

“消火器”，直至兴趣消失，破罐子破
摔。于是，我追本溯源，用一份“打磨”
了三次的独立卷激发起孩子们对语文
的兴趣。同时，狠抓课堂纪律，跟踪式
催缴作业，布置个性化作业等，也在学
习方法、答题技巧等方面给予孩子们
及时的帮助，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
来之不易的兴趣烛火。

盈盈的烛光在方便面桶上方跳跃
着，小男孩双手合十默默地许好了愿，
郑重地打开了方便面的桶盖……教室
里孩子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欣赏
着他们的处女作——第一部微短剧
《过生日》。

“好久没吃方便面了，那香喷喷的
味道钻入我的鼻孔，酸菜的咸香惊醒
了我的味蕾……还没吃上，我就已经
飘飘欲仙了。”随着画外音的解说，镜
头缓缓下移，蓝天白云变成了空空的
方便面桶。“今天，我十三了！”随着画
外音结束，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还有同学们齐声的祝福：“祝小曹同
学，生日快乐！”

面对着这份迟到的祝福，内向的
小曹同学羞涩地搓着衣角，喃喃地说
着“谢谢”。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源自
小曹同学题为《过生日》的周记。

小曹是班级中诸多家境特殊孩子
中的一员。父母离异，小曹姐弟与年迈
体弱、身患疾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那篇周记记录了小曹十三岁生日那天
发生的事。

那天早晨，牢牢记着自己生日的小
曹很早就醒了，当他试探性地向家人询
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时，忙于生计的家人
们都没时间回应他。在微信群等了一天
也没等来生日祝福的小曹，翻箱倒柜地
找出了半截停电时用过的蜡烛，在一桶
泡面的抚慰下悄悄地度过了他十三岁的
生日。

当我在班上读完这篇没有华丽辞藻
但情真意切的周记时，孩子们沉默了，有
的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里。原来好多孩
子都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和家人一起过生
日是什么时候了。望着孩子们忧伤的眼
神，我不禁一阵心酸。我顺势向全班同学
提议，用集体的智慧，把这篇周记拍成一
个微短剧，送给小曹同学，也送给自己！
孩子们十分兴奋，在有些自我怀疑的同
时又满怀期待地开始了。

拍微短剧的重头戏是撰写剧本。
全班运用五年级将课文改写成剧本的

方法，将小曹同学的周记作为脚本进
一步发挥，推评后择优录用。因为有了
微短剧冠名权的吸引，孩子们都使出
浑身解数：为了渲染气氛，必须有恰当
的环境描写；为了体现出人物的内心
情感，就安排神态、心理活动描写；为
了使情节更吸引人，铺垫和呼应也是
不可或缺的……

后续的环节一个都不马虎：视频
配音的全情投入；角色扮演台词的反
复背诵，道具的合理布置；拍摄时长短
镜头的处理……孩子们忙得不亦乐
乎，也感慨良多。尤其是最后的拍摄和
制作，我把这一重任交给班上一心想
通过做视频成为网红进而实现财富自
由的“网虫们”。一开始的他们斗志昂
扬，但随着同学们一次次“修改建议”
的提出，差点在中途就偃旗息鼓了。当
大众评审团对最后的成品纷纷表示赞
赏时，拍摄组组长浩子意味深长地说：

“要做出一个优秀的短视频还真不是
件容易的事啊！”

一份做了三次的独立卷

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

辩论赛现场辩论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