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改作业时，我发现最后一道习题的正确率不高。
题目是这样的：李明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他的语速是200
字/分，他完成这个演讲需要12分钟。现在李明要在10
分钟内完成演讲，他的语速要调整到多少字/分？这道题
直接根据反比例关系就可列出方程，但却有9名学生（约
占全班学生总数的 20%）没有答对，其中有 2 人列错方
程，4人只写“解设”，3人空白。我把这9名学生召集起
来，让他们仔细读题，再试着做一做。这一回，他们的方
程都列对了。

这样简单的题目为何有9名学生做错了？我与他们
闲聊，试图找到出错的原因。聊着聊着，有一名学生对我
说：“最后一题为何不难？”听到这句话，我沉思片刻，觉得
学生的疑惑不无道理。通常，我们都会按照由易到难的
顺序编排习题。习题越靠后，解答越困难。学生经历多
了，对习题难易的安排，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正因如此，有的学生做到最后一题会产生畏惧心理，
没有认真读题，就轻易放弃了。那4个只写了“解设”的
孩子，多半也是没有静下心来好好读题。

由易到难，由基础到拓展，从习题设计的角度看，这
样排序无可厚非。但站在学生的视角，如果习题的编排

都遵循这个规律，解题时，就会出现一些学生“面对后面
的果子，跳也不愿跳”的现象。

这样想来，做错简单题固然可惜，但通过这种方式打
破学生固有的思维，这次作业又做得很有价值。我们设
计习题，不仅要关注数学本身的逻辑，还要从学生的视角
去思考。设计习题时，除了遵循“由易到难”的基本原则
以外，不妨有几页习题编排得“难易相当”，有几页习题编
排成“难易交替”，从而引导学生认真对待每一道习题。

作业习题的编排顺序要“求变”，课堂教学中的习题
也要不断“求变”。有位教师上“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
算课时，出了这样一道习题：野生动物园每人票价 267
元，一个旅游团有 21 名游客，应交多少钱？反馈时，教
师一边出示课件一边说：“售票员用的是计算器，可是
……”话未落音，学生抢先说道：“计算器的‘1’坏了。”
教师尴尬一笑：“你怎么猜到的？”学生说：“因为‘1’是
用红色框起来的。”

如果只关注这个习题本身，我觉得这是一道好
题。计算器的按键“1”坏了，这时我们可以将21个

“267”，分成 20 个“267”和 1 个“267”。教师借助情
境巧妙引导学生运用乘法分配律，经历了三位数乘
两位数先“分”再“合”的计算过程。在解决这个问题
时，有学生还想出了“267×7×3”这样的算法。但是，
学生为何一下子就猜到按键坏了？类似的情境，学
生或许已经多次经历。在学生看来，这就是出题

“套路”。如果是这样，这个看似有意思的情境，
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阿甘正传》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人生就像

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
种。”同样，教师设计习题时，也要让学生猜不到下一题是
什么样子的。设计出让学生感到好奇的习题，点燃学生
的学习欲望，才能有效提升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最后一题可以不难
□王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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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札记

《教育的目的》是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
海的经典教育著作。这本书以一种深邃而富有洞察力的
方式，探讨了教育的本质、目的以及教育过程中应当遵循
的原则。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启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和思考。

怀特海开篇就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引导学
生的自我发展之路。”这一观点让我深刻认识到，教育
不应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应关注学生个体的成长和
发展。我们过于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和知识的积累，
却忽略了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真正成功的教育应当是帮助学生发现自
己的兴趣和潜力，引导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自我
完善和发展。

书中强调，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存的
社会秩序，而是要培养他们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使
我反思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传授
既定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
精神，使他们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怀特海提出了教育的节奏理论，他认为教育应该遵
循学生心智发展的节奏，分为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
运用阶段。

浪漫阶段是学生开始认知的阶段，他们对世界充满
了好奇和新鲜感，这个阶段应该让学生广泛接触各种事
物，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兴趣。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意
识到在这一阶段，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是至
关重要的。例如，在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故事、诗歌、童
话等形式，让学生感受语言的魅力，激发他们对阅读和写
作的兴趣。

精确阶段是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的阶段，学生需要
掌握准确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个阶段，教师应当给予学

生系统的指导和训练，帮助他们建立起扎实的知识基
础。然而，我们也要注意避免过度的训练导致学生失去
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

综合运用阶段则是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的阶段。这让我明白，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的传授
上，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开展实践活动、小组项目等，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巩
固和深化所学知识。

关于学科课程的设置，怀特海认为，教育应该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各个学科之间应当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他
批评了那种将学科孤立起来教学的做法，认为这样会使
学生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

此外，怀特海还强调了艺术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艺

术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还能够促进
他们的情感发展和个性形成。在教学中，我们应当给予
艺术教育足够的重视，为学生提供更多欣赏和创作艺术
作品的机会。

怀特海认为，教育中既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又要
保持必要的纪律。自由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
性，但过度的自由可能导致学生的散漫和无序。纪律能
够保证教育的秩序和效率，但过于严格的纪律可能压抑
学生的个性和兴趣。

作为教师，我们要在自由与纪律之间找到平衡。在
课堂上，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探究的
空间，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同时，也要制定
明确的规则和要求，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在
小组讨论中，我们可以让学生自由地发表意见，但要求他
们遵守讨论的规则，尊重他人的观点。

读完《教育的目的》，我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更加注重学生的个体
差异，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
不再仅仅以成绩来评价学生，而是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
和成长。

我会努力营造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课堂氛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设计有趣的教学活
动和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培养他们的创
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我也会加强学科之间的整合，打破学科界限，
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运用知识。在课程设
计上，更加注重教育的节奏，根据学生的心智发展阶段合
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另外，我会更加注重自身
的专业发展，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自己的
教育教学水平。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与其他
教师交流经验，共同探索教育的真谛。

教育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我们作为教育工作
者，肩负着培养未来社会栋梁的重任。通过阅读这本书，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教育信念，明确了教育的目标和方
向。我相信，只要我们始终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遵循教
育的规律和原则，不断探索和创新，就一定能够为学生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教育未来。

（作者单位：滁州市南谯区施集学校）

做 学 生 的 引 路 人
——读怀特海《教育的目的》有感

□邵战军

枯萎的花瓣被
一扫而光，新的花苞
重新绽放。对花而
言，那花苞，是她的
期待；而那绽放的，
是她的成果。

——题记
记忆的脚步踏

过多年的时光，我仿
佛又回到了 2017 年
9 月 1 日的那个早
晨。在一（4）班的教
室内，我满心欢喜地
等待着我们的班主
任到来。她教语文
的，有着二十多年的
教学经验。期待中，
第一节语文课开始
了。我极其活跃，老
师提的问题我都积
极回答。也许是我
的出色表现，引起了
老师的注意。下课
后，老师让我到她
办公室，鼓励我说：

“你极有学好语文
的潜力，我很看好
你，希望你努力！”
此时的我，真是春
风得意，老师的鼓
励 让 我“ 如 获 至
宝”。我正要转头
离开，余光瞥见了
她办公桌上，窗户
台边，放着一盆喇
叭花，一阵清风吹
过，喇叭花摇晃着
脑袋，好似在张着大嘴夸奖
我，我一时愣了神。酷似小喇
叭的喇叭花，它是热情的红
色，每一朵都像是大自然精心
绘制的艺术品。喇叭花的花
瓣薄如蝉翼，透着一种轻盈而
又娇嫩的美感，仿佛是森林里
的精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美得不可方物。它们一簇簇
地绽放，像是在奏响初夏的
乐章，绽放盛夏的美丽，奉献
初秋的宜人。我忍不住朝着
它笑。“傻笑什么，后面要努
力学习哦！”我这才回过神
来。“我也要像喇叭花一样，
奏响属于自己的歌，要像老师
一样，绽放自己的华美！”我心
里默默地想着。

“自恃才高人莫及”的这
份骄傲，讲的就是我吧。接下
来的日子，雪白的试卷铺天盖
地地席卷了岁月，成绩单上鲜
红的数字与红叉织起了一张
让我不愿直视的大网。贪玩
与粗心让我的成绩愈发惨不
忍睹，而我却坚守这份骄傲，
满不在乎。面对老师，我一贯
摆出了“粗心大意”“下次注
意”“一定改正”的说辞。终

于，在那一次考试
不及格后，语文老
师再次将我叫到了
办公室，在办公室
门口，我的手紧抓
衣角，窗外的雨不
小心滴洒了几点到
我身上。“报告！”我
鼓起勇气，但声音
嘶哑。“进来！”这一
声高音，将我吓得
矮了半截。“看到分
数 了 吧 ？ 考 得 挺

‘好’的嘛，不愧是
我看中的好学生。”
面色铁青的她，拼
命压住了怒火，一
字 一 字 蹦 出 这 段
话。此时的我脑子
全乱了，一片空白，
只是望着她颤抖不
停的睫毛，不敢吐
出一口气。“手伸过
来！”这时的我终于
明白了，自己不好
好学习终将自食苦
果！我的手无力地
向戒尺方向伸了过
去。然而戒尺并未
如我所料般打下来，
只是轻轻地落在了
我的手心，像一片羽
毛一样，而且还伴随
着 一 声 长 长 的 叹
息。我满眼含泪，不
敢看她，却再次看到
了桌上的那盆喇叭

花，那一刻，我读懂了花开的
语言。喇叭花的藤是细弱的，
只能依靠别人向上爬行，这种
依赖并不影响它们对美的追
求，反而让喇叭花显得更加坚
韧和浪漫。喇叭花以其独特
的美丽和坚韧的生命力，成为
了许多人心中理想的装饰植
物。哦！我终于明白了，老师
夸我脑子反应快，但我必须依
赖于课本知识，厚积薄发，那
才是聪明。原来喇叭花不仅
美丽、乐观、奔放和热情，还信
念坚定。

那天，我看到了她温柔而
又焦急的关切，也让我学会了
正视问题。从此，功夫不负有
心人，三更灯火五更鸡，我努
力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夜深人
静时，伴孤灯，一路前行，不
久，我的语文成绩一路上升，
在那个秋天，像红色的喇叭花
一样绽放着。

如今我上了初中，每每回
去看望她，总会关注那喇叭
花：它依然坚强地绽放着，正
如她的坚定。

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花
开有声！

我
读
懂
了
花
开
的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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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我新接了一个小学毕业班的语文课，还担
任班主任工作。周一下午，班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
个调皮捣蛋、不遵守班级纪律的，学习成绩极差的学生
与班上一个品行、学习成绩均较好的优秀学生发生了
冲突，争吵了起来。两个人越吵越凶有大打出手之
势。在班干部没有调解好的情况下，孩子们急忙来找
我这个新班主任。

当我来到现场，那个优秀学生觉得受到了好大的委
屈，大声哭了起来。成绩差的学生低着头，没出声。按照

“常规”的做法和认识，成绩差的学生必先挨批，先受到老
师的呵斥。优秀学生哭得那样委屈，老师必然要“袒护”
她。可我刚刚接手这个班，不知道哪个学生成绩好，哪个

成绩差，对两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正当成绩差的学生
以常规心态等着我的斥责时，上课铃响了，英语老师已经
来到教室门口。看着两名表情各异的学生和全班那么多
双恳切希望平息“战争”的眼睛，我采取了“冷处理”：“你
们别吵了，先上课，下课后到我办公室里来。”

下课后，我找来了几位班干部和同学，采取不同的手
段询问和调查，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分清了是非，并作出
了公正的处理。结果这位成绩差的后进学生大为感动，
一反常态，竟然主动向我认错，向同学赔礼道歉。趁着这
个好的苗头，我因势利导，教育该生：“其实你有很多优
点，比如拾金不昧、热爱劳动，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听说上学期由你发起的乒乓球比赛非常成功，还得到了
学校领导的表扬。这些都是老师刚刚了解到的，老师正
在考虑让你来当咱们班的劳动委员呢！你在课余好好想
想，看采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班的卫生工作搞得更好，想出
一个好办法来，行吗？”

这位同学回到班上，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劳动委员，
一改原来的坏习惯，不仅遵守纪律、关心爱护同学，把班
级卫生管理得很好，而且课堂上也变得很活跃，主动举手

回答问题，不会的题目主动提问，课间还经常向学习成绩
好的同学请教。一段时间后，所有学科的老师都说该生
学习成绩进步了。

这个后进生的转变，让我认识到：“分数不是评价学
生的唯一标准”。“把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这
种做法与当今倡导的科学育人是相违背的。评价的作用
不只在于甄别与证明，更应重在改进教育教学过程。

同时，教师人格的力量，是像阳光一样的东西，看似
无为，但却是催开百花，带给大地勃勃生机和美丽的必
不可少的因素。其次，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不管他的学
习成绩好还是差，学校和老师都应该成为他永远的心
灵故乡；不管他将来走向社会之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心灵深处永远都会保留着对学校和老师美好的回忆。

说到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耳熟能详的
话：“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
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
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
生？”在对待好学生与坏学生的评价时，我们是不是要
经常对照这句话呢？

还用分数评价学生吗？你OUT了
□查君书

芳 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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