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复习越来越精细化，一轮考点全覆盖，二轮专题选攻关，三轮仿真求规范。这类反复验证的约定俗成
的秘笈，被各科备考教师默默执行。作为语文学科，高考复习如何更加有效，笔者连同团队对语文高考复习增
效路径进行了构建与探索，在此与各位分享。

加强团队合作
凝聚群体智慧

高三的备考，要坚决摒弃狭隘的个人英雄主
义观，倡导彼此分享智慧，以便对于高考方向有更
加清晰的预见性，从而事半功倍。在此基础上，老
师间无私分享自己的资料和经验，就能使大伙更
有教学的底气。

为打好这场无声战役，从高三备考初期，笔者
连同团队就开展了分工合作，有专人查找作文资
料、默写资料、基础题、综合卷。职责明晰，定时定
量，从而使高三复习能沉稳有序地推进。

直面现实问题
着力困境突围

1.本着跨界看教育的视角，尝试将中医“四诊
法”（望、闻、问、切）应用于备考实践，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现有教学困境的突围。

“望”，中医学指“观气色”。将此对接为课堂观
察。操作过程中重点关注学生复习课上的抬头情
况、坐姿等。举手投足的精神面貌能够很好反映学
生对于课程、授课教师的喜爱度、满意度。

“闻”，中医学指“听声息”。将此对接为用心倾
听。特别注意留心倾听学生在特定情境中生理反
应，如学生对于精细批改出来的学业成绩表现出
漠然，当学生对于作业布置还讨价还价，甚至哇哇
大叫，都应引起教育者的反思。

“问”，中医学指“问症状”。将此对接为了解学
情。通过促膝长谈、调查问卷的方式，尽可能多地
掌握学生既往的学习情况，自我对于学科学习的
认知，对于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意见与建议。

“切”，中医学指“摸脉象”。将此对接为答卷分

析，能够较好知晓阶段性检测中校际、班间、班内各
种差异。其中小题分格外有参考意义。充分利用好
调考数据反馈，从冰冷的数据中寻找有温度的方
向。每次网络阅卷后，特别是市里组织的大考，每位
教师都要分析数据信息，以此提升指导有效性。

四诊法的应用，便于教育者更好发现问题，使
各项教学活动倚重证据、逻辑，凸显科学性。

2、运用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科学施教
备考过程中，教师固然需要及时了解考试风

向标，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学生。毕竟参加考试的
主体是学生，只有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提升点，才
能在有限的备考时间里产生最大的效应。据此，开
出一个适用师生的备考处方。

基础药方：自我效能感、人际互动；个性化方
剂：个人建构。基础药方主攻心态，个性化方剂侧
重策略。

高考备考过程中，由于部分师生存在着明显
的自我效能感（自己完成某件事情的能力的信念）
低下的问题，从而导致教、学活动中动力不足，极
大影响了高考结果。既然教与学是一体化的，不管
是教师还是学生一方，都需要对彼此需求加以识
别与反馈。基于此，基础药方主要在于平稳彼此的
心态，以积极的心态待人接物，为人处世。

个性化方剂，力推个人建构。学习是学习者通
过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丰富和调整自己
的认知结构的过程。由此，高三师生既需要适度刷
题，更需要磨题，学生要奉行四“本”主义：基础知识
积累本、美文佳句摘记本、默写本、错题本。多功能
区的运作才能更好聚沙成塔，以点带面，扬长避短。

3、探索提升高考复习效果的适切路径，应该
要具有学理的支撑。

倡导精准教学，注重适切性，强化针对性。
高三教学说简单也简单，刷题讲题。常见课堂

设计简单粗放的做法是：讲解考点知识——罗列
解题方法——随便做几道练习。这种做法的弊端
在于，它只是一种演绎式的思维，体现的是以知识
为中心的理念。如何让课堂环节清晰，各环节的安
排有层次性和逻辑性；问题设计有梯度和思考价
值。以本届高三的市调研课为例，教研员褚树荣老
师和两位执教教师在集体备课中达成高度共识：
无论是例题还是训练题目，都要考虑其典型性和
代表性，以例题来引导学生对于考点知识的认知。
对题目应合理分类，以提高训练的针对性。不得不
提的是，让学生阶段性开列短板清单，教师“以学
定教”，复习课的市场需求会更加可观。

创新教学策略
达成新增长点

带过几届高三的教师，很容易进入“吃老本”
的怪圈。

教师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应该积极尝试
新的教学策略，争取让学生课课有得，天天向上。
教师除了理清知识的重难点，还需要关注教学吸
引，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比如说，60分
的作文占据整张考卷半壁江山。备考过程中，要开
设多种类型的作文课，如专题指导课、考后讲评
课、阅读分享课等，特别是做好做足学生的面批工
作。集中教学有其价值，知道好作文的模样，低分
作文的不足，但个体的辅导更加有针对性，因材施
教，对于考生的增分更加有实质意义。

高考的魅力在于充满悬念，语文高考复习更
是迷雾重重。如何增效的话题长期存在，所幸各有
各的招数。笔者认为，不管怎样，高三老师都应该
在“实”“活”上下功夫。我们都是追梦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此互勉。

1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严勇杰 审读：邱立波
明州教育 现代金报 A07ducationEE

语文高考复习增效路径的构建与探索

信息多元化下的社会，学生家庭教育缺乏必
要的方法指导，加上传统教育本身又是共性有
余、个性不足，需要学校教育更有效地实施因材
施教，为每个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农
村大量学生家长都外出打工（大约占到农村学生
的65%左右），还有一些是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的，
子女基本上和祖辈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家庭教
育的真空，而一旦失去了家庭必要的教育与约
束，特别是在幼小年龄阶段，往往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情况，笔者针对儿童心理特征，
从“特别之处”入手，关爱他们的心灵健康。

走进家中，关心孩子的生活
家庭访问是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指导家庭教

育、协调学校和班级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同家
长建立友谊，共同教育学生的一种传统方法，是
教师的一项教育手段。

在一些家庭中（尤其是农村），对教育意识极
为淡薄，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笔者在家访中发
现，现在多数家庭把学生考分放在第一位，把身
体健康放在第二位，而把品行与心理健康放在最
后，正因为这样，家长们（尤其是祖辈）根本不关
心他们的心灵和生理上的成长，都认为孩子们吃
饱穿暖是他们的事，而学习是老师的事。

开学半个月后，笔者发现班上有学生不讲究

个人卫生。学习不错的女生莹，长得清清秀秀，头
发却绑得乱糟糟的。课桌和书包里的书是全班最
乱的，而且她坐过的座位四周总是有垃圾。经家
访我才得知女孩是单亲家庭，而且爸爸在外地打
工，长年不在家，虽然有奶奶照顾她，但孩子的生
活都是自主自理。

家访后，笔者针对学生在校表现情况，和家
长做了沟通。几星期过后，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生
活习惯有明显的好转。

走进班中，关注他们的喜好
班主任的活动场地不应局限于办公室，还应

到同学中间，听听他们心里话。
笔者所带的三年级孩子，从心理生理上都有

所长成。不再像一年级孩子那样时不时来办公室
报告某某同学怎么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小想法。课间活动时，笔者时不时会走到教室，看
看孩子们在干什么，听听他们有什么想说的。有
时会叫上几个孩子在校园里走走，聊聊天。

班上的晨，内向，体质有些弱，是个重组家庭
的孩子。在课堂上根本没见过她举手，偶尔在课间
只见到与一个女同学窃窃私语。偶然一次美术作业
中，笔者看到了她的优点，并把她的作品在课堂上
展示（让她有自信），课间把她周边的同学叫上一
起聊天（减少她的压力和紧张感），几次过后，晨的
崇拜者多了，脸上表情也丰富了，甜甜的笑声也有

了。到了第二学期开学，班级在竞选班干部时她还
当上了宣传委员。笔者在心中也暗自窃喜。

走进心里，关爱他们的心灵

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家长只关注于孩子们
的身体健康，殊不知他们虽然胃饱了，但心是空的。

如何把孩子们在家为王的放任、在外如鼠的
胆怯糅合起来，如碱性与酸性中和一样达到一个
最佳的心理状态，班会就是一个最佳的锻炼平台。
只有在群体活动中，才能发现孩子的“多元智能”，
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机会、成长的机会、锻炼胆
魄的机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身心的锻炼和
情感的体验，从而磨炼意志、丰富心灵、增长才能。

比如，针对莹的情况，我在班中开了几种不
同形式的主题班会：我是自理王和孝敬父母、尊
敬老师。在家访后的一个星期我就准备了我们
302班的第一次主题班会——我是自理王系列
一叠衣服比赛。在这次比赛中，我让莹作为主持
人，让她做“老师”。从那个星期后，莹的头发梳
得干净了，课桌也没那么乱了。

孩子们的进步，是靠一点一滴累积的。想要把
小小的土丘变成高大的大山，靠的是每天的日积
月累。笔者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无形的心灵抚慰
和德育浸润，将为孩子们耕耘出一块校园乐土。

宁波市正始中学 杨琦晖

关爱农村小学特殊群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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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泗洲头镇中心小学 柳慧琳

课堂研究

教育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