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西游记》中的相关情节补充对联；根

据上联，结合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续写下联；自

拟对联，表达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理解

和感受……学生们开动脑筋，字斟句酌，不仅掌

握了楹联的特点和创作规律，而且创出了“朝花

夕拾书写和蔼师长 弃医从文拯救国民精神”“沉

浸百草乐园赏美景 回忆三味书屋求新知”等诸

多精彩的对联。

像这样的情景，在毕新华的语文课上屡见不

鲜。

由于两校合作办学，2020年毕新华从市八

中调到民族中学任教。来到民族中学后，她不断

思考和探索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效率的教学

途径。课上，毕新华遵循“一课一得”原则，努

力让学生当堂掌握所讲知识点。遇到课外阅读和

赏析等难度较大的习题，她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

做。布置家庭作业时，她在控制数量的同时，鼓

励孩子们限时完成，提高专注力和学习效率。在

课后服务中，她分层安排任务，既让学有余力的

学生“吃得饱”，又让基础薄弱的孩子跟得上。

而对于那些怵头语文学习的孩子，毕新华放

慢步子，从基础抓起，通过多样的活动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一步一个脚印地领着他们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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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一得一课一得
让孩子爱上语文课让孩子爱上语文课

———沧州—沧州市第八中学教师毕新华市第八中学教师毕新华印象印象

本报记者 赵玉洁

自编口诀 汉字比拼
助力闯过“生字关”

生字是语文学习的基
础，为了让学生牢固掌握
生字词，毕新华坚持每周
至少进行三次听写。每次
听写过后，毕新华都会全
部面批面改，从中挑出孩
子们错得多、难掌握的字
词，再次进行听写。

如此高频重复，加深
了学生对字词的记忆，也
有效地减少了生字词书写
的错误。

而对于屡写屡错的生
字或是容易混淆的形近
字，毕新华就通过汉字造
字法，教学生巧识妙记。
书写“初”字时，学生们
多次把衣补旁写成示字
旁。毕新华以“用刀裁衣
服”这句简单口诀，帮大
家牢牢记住了它。在默写
诗句“浅草才能没马蹄”
时，不少学生把“蹄”写
成了“啼”。辨析这两个字
时，毕新华告诉孩子们，
足字旁和脚相关，而口字
旁与嘴相关，因此，在这
句诗词中只能用“蹄”字。

此外，毕新华还不时
通过“汉字比拼”的形
式，激发孩子们识字、辨
字的兴趣。在她的带动
下，学生们再也不会因记
不住生字词而伤脑筋。

精讲细析 授之以渔
学以致用巧解题

在日常教学中，毕新
华坚持“一课一得”，尽量
让学生们当堂掌握所讲知
识点。在讲解诗歌单元
时，她每堂课只讲一首古
诗，完成解词和释义环节
后，就让孩子们当堂进行
背诵。

而对于一些重要的考

点，毕新华时常放慢进
度，不仅把知识点讲透，
而且适时拓展把解题方法
教给孩子们。在讲授课文
《春》时，除了分析文章内
容，毕新华还通过讲解例
句，详细介绍写景的方
法，带学生一起赏析写景
的美文，将阅读与写作的
知识融入课堂教学，让学
生收获了不少实用技巧，
做起题来更加得心应手。

诗词素描 真情流露
课上写作不再难

写作向来是语文教学
的难点。孩子们在课下完
成作文尚且挠头，要想在
课上限时写出一篇优美的
文章，更非易事。

于是，毕新华就从
“诗词素描”入手，精心挑
选写景的古诗词，让学生
们在理解诗词内容的基础
上，把这首诗词扩写为一
篇写景的作文。通过逐字
逐句分析揣摩，再加上适
当的想象，大多数孩子都
能把诗中所描绘的优美景
色生动再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毕新华
又积极引导，让孩子们从
生活点滴、身边的人和事
中去发现和积累写作素材。

有一次，毕新华在课
上布置了一篇作文《那一
次我流泪了》。学生们有的
写下了被朋友误解后的委
屈；有的忆起了和老师的
一次暖心谈话；还有的写
出了目睹父母为生计奔忙
后的愧疚与自责……孩子
们把真情实感融入其中，
不仅按时完成了写作任
务，而且让文章充满了温
度。

在一代文宗纪晓岚的

家乡沧县崔尔庄镇，有一

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学。

走进掩映于枣林深处

的纪晓岚小学，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面纪晓岚文化

墙，上面用形象的画面和

生动的文字叙述着纪晓岚

勤读书、立壮志、展宏图

的人生故事。

在这里，孩子们从一

入学就与这位家乡先贤结

下了不解之缘。

多角度了解纪晓岚

自律、自
尊和自爱完美
地呈现在这个
可爱的女孩儿
身上。

假期在没
有任何人监督
的情况下，她
不仅认真地完
成各项作业，
而且还主动为
自己找课外题
做。

我常想，
我们成人也做
不到如小女孩
这 般 严 于 律
己。对她，我
不仅是喜欢，
还有佩服。

但是，完
美向来都是可
望而不可及的
境界。如此自
律的她，却缺
乏自信，抗挫
折能力很差。

她总是担心自己哪一点做
得不好，妈妈不喜欢自己，老
师不喜欢自己。

考试前，她会紧张得无法
好好睡觉，总是担心如果考不
好，自己在老师和父母心目中
的地位会一落千丈。

一个小小的孩子，为了追
求完美，每天如履薄冰，谨小
慎微地活着，真是太累了，也
太让人心疼。

发现这一情况后，我开始
反思，是什么造成了孩子这样
的情况？

家庭很美满，父母也非常
爱她。不得不说，有些孩子的
性格是后天养成的，有些孩子
的性格则是与生俱来的。

但不管怎样形成的，这样
的性格必须改变。孩子的人生
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挫折随时可能出现，如
果孩子不能练就强大的内心，
那么以后就可能无法直面生活
中的风风雨雨。

我开始找孩子来谈心，把
“完美”这个抽象的概念以具
体形象的方式剖析出来，然后
告诉她，人没有生来就是完美
的，正因为有瑕疵，人才显得
真实可亲，不要苛求完美。因
此，不要害怕犯错，错误是成
长的契机。更不要害怕别人指
出你的错误，我们看到有些小
树长得挺拔，那是因为园丁为
其修剪掉了多余的枝桠，而有
些小树长得矮小且枝桠斜生，
是因为没人为其修剪。

试问：“你愿意做哪一种
树？”

“第一种啊。”她脱口而
出。

“对。可是园丁在为小树
砍掉多余枝桠时，小树会疼。
疼痛过后才是成长。正如老师
或父母指出你的错误，你心里
会不舒服，但这正是在给你修
剪。这也证明了师长对你的关
心和呵护，不关心就不会关
注，不关注就不会修剪，是
吗？”

孩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最后我冲着她的身体吹了

一口气，煞有介事地说：“刚
才老师把你的心给换了。原来
你是玻璃心，易碎。现在啊，
你的心被我换成了金刚石的，
无论怎样都不会碎了。”

孩子很高兴，一脸感激地
望着我，并且在讲台前大喊一
声：“我以后什么挫折都不怕
了！”

接下来，画风陡转，我一
脸怒气地望着她说：“我再也
不喜欢你了。”女孩儿被这突
如其来的一幕吓懵了，搁在平
时，她瞬间就会哭得梨花带
雨。

但经历过此番谈话，她昂
起小脸，理直气壮地说：“老
师，给我一个不喜欢我的理
由。”

“因为你太听话了。”我狡
黠一笑，望着她的眼睛说。

“理由不成立！”她反驳
道。

那一刻，她和我都露出了
会心的笑容。

（作者系海兴县育红小学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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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论教

“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之。
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
天地，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
映水，处处皆见……”14日下午第
二节课，纪晓岚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们专心致志地诵读着校本课程教材
中《阅微选读》一章的内容。

为了让学生们对纪晓岚有全面
和深入的了解，从 2008年开始，学
校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经过研究与
实践，开发出了覆盖小学全阶段的

“晓风岚韵”系列校本课程。
《走近文宗》让一年级学生知晓

纪晓岚的生平事迹，感受他的勤学
善思、博学多才，以及立身正而处
事纯的做人之道。

《传闻轶事》通过一个个妙趣横
生的故事，展现了纪晓岚足智多
谋、幽默风趣的一面，让二年级的
孩子们沉浸其间，对纪晓岚的认识
更为深入详尽。

三年级校本课程 《故里漫览》

详细介绍了纪晓岚故里沧县崔尔庄
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以及风土
人情、名胜古迹、自然资源等，对
孩子们进行乡情教育，培养他们的
爱乡之情。

对于高年级学生，学校设计了
《诗联鉴赏》《四库选读》 和 《阅
微选读》 三门校本课程。从纪晓
岚的妙对、诗联、趣联到他编纂
的 《四库全书》 中的部分经典章
节 ， 再 到 他 所 著 《阅 微 草 堂 笔
记》 中的随笔杂记，让孩子们通
过诵读，体会纪晓岚文笔的精妙
及丰富的内涵，提高学生的古文
阅读和鉴赏能力。

目前，纪晓岚小学正在组织老
师、纪氏后人和家长代表，对校本
教材进行进一步地完善和修改，力
求“晓风岚韵”系列校本课程能够
多角度展现纪晓岚的思想精神，让
孩子们将其印刻在脑海中，不断传
承下去。

课堂上品味“晓风岚韵”
—沧县崔尔庄镇纪晓岚小学倾力打造“晓岚校园文化”

本报记者 赵玉洁

15日上午，纪晓岚小学的部分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学校的文
化教育基地——纪晓岚文化园，进
行小导游实地训练。

纪晓岚小学毗邻全国 3A 旅游
景点——纪晓岚文化园，附近还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晓岚
墓地、纪晓岚故居等。这些都为
学校进行实地研学提供了宝贵资
源。

纪晓岚小学定期组织学生到文
化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老师们还

带领学生去纪晓岚墓地追思先贤。
通过参观和聆听讲解，孩子们不仅
对纪晓岚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层次的
了解，而且对灿烂的家乡文化产生
了浓浓的自豪之情。

学校还联合纪晓岚研究会和纪
晓岚文化园举办小导游培训班，通
过专业培训，将一些有特长的学生
培养为合格的小导游，为参观游览
纪晓岚墓地和纪晓岚文化园的游客
进行讲解，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感
受到晓岚文化的独特魅力。

艺术节再现趣闻轶事

除了内容丰富的校本课程，一
年一度的晓岚艺术节更让孩子们与
纪晓岚有了一场“跨时空之约”。

“晓岚故事会”上，学子张迪
声情并茂地讲述纪晓岚面对乾隆
皇帝“投湖自尽”的旨意，巧借

“与屈原的对话”智化危机的趣
闻 。 他 通 过 肢 体 动 作 和 面 部 表
情，将乾隆皇帝、纪晓岚、屈原
等人物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讲述过程中，他不时停顿、制造
悬念，深深吸引着听众，把大家
带入故事情境之中。

为了把课本剧 《巧解“老头
子”》演好，学生郑冰洁、王硕和
张伟博主动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
聚在一起研究剧本、练习台词、设
计动作。无论是语气、眼神，还是
举手投足，他们都要反复练习。上

学时，即便是课间休息的短短几分
钟，他们也要对对词。剧目排演
完，他们请家长和老师观看指导，
不断完善各种细节，只为把心中的
纪晓岚完美呈现在舞台上。

在纪晓岚诗联大赛中，老师们
围绕纪晓岚的楹联和诗作，设计出
了“巧对下联”“分类找诗联”“我
演你猜”等诸多有趣的项目。其
中，“我演你猜”成了孩子们的最
爱。两名学生在台上表演，一个坐
到椅子上，一个手拿剪刀做剪发的
动作。参赛的同学积极抢答：“虽然
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还有一
位同学扮演老人，白发白胡须，手
里端着一个蛋糕上面写着 141岁大
寿。六年级的一位参赛同学脱口而
出：“花甲重逢外加三七岁月，古稀
双庆更添一度春秋。”

研学踏寻文宗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