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批评变成“演戏”
数学变得更有趣

学生最爱的

老戏骨

因材施教
让孩子再也不怕数学

除了人格魅力，于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也很有
自己的一套。一些学生到了小学高段，在数学方
面分化渐渐显现。这个时候，培养孩子们对数学
的兴趣变得非常重要。

鸡兔同笼问题，如果仅仅是讲题，部分学生会
听得索然无味，但如果变成童话故事新编呢？比如
老师告诉孩子们：“鸡和兔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一
天，一只兔子突然尖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有人
要来买兔子吃，我们完了’，这时，一只老兔子说它
有办法……”孩子们的兴趣被调动了起来，故事讲
完，原理讲清楚，题也理解了。同时，老师请同学们
自己编故事，再来解题。“这实际上是对数学原理
更进一步理解的过程。数学基础薄弱的孩子，尤其
需要兴趣的引导。”于老师说，如果孩子们在学的
时候不再畏惧数学，自然就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

上个学期因为疫情，学生们在家里学习。学
生小A数学成绩不是很好，家长非常担心，怕和
其他同学的差距更大。于老师就和小A妈妈沟
通，让孩子每天录音解说数学题目，把自己当成

“老师”，给“学生们”讲明白这道题目怎么做，录
好了发给老师。学校复课后，小A的数学成绩果
然有了提升。

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也
是于老师从教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一种做法。数
学程度较好的孩子，于老师会鼓励他们写数学小
论文。比如，怎么样的情况下1大于100？“事实
上，做100道题，如果没有弄懂，第101道题依然
可能出错。要让1大于100、1000、10000，就要掌
握方法，自己学会提炼。”为了鼓励部分孩子写数
学小论文的积极性，于老师会和语文老师沟通
好，写了论文的学生，下周的周记可以免做。

“其实，很多做法其他老师也在做，我只是坚
持得比较多而已。”于老师说，自己从教这么多年
来，比较欣慰的一点，也就是坚持了自己的内心。

“人都是有差异的，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成为学
霸，但你至少要教会他做人，教会他一些素养。慢
慢教，不用急。现在的学生见多识广，出国游、科
技夏令营等等似乎已经成了标配。但教育这个事
情，有时候需要慢一点，太快了就是拔苗助长。”

学生作文中
她一次次成为主角

在写人的学生作文中，于老师一次次
地成为主角。在学生笔下，老师或是温柔
的，或是严肃的，或是博学的，总之，各有
特色。在镇明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胡斯羽
的笔下，数学老师于洋是一名“老戏骨”。
他在《我们班的“老戏骨”》一文中，对于老
师的刻画可谓栩栩如生。不妨先通过这篇
作文认识一下于老师。

我要介绍的这位“老戏骨”可不是什
么演员，她是我们班的数学于老师。要知
道老师是她的主业，演戏虽是她的副业，
但绝对是资深那种，人送雅号“老戏骨”。
如果你来听她的课，保你一定乐而忘返，
这也正是大家无比喜爱她的原因吧！

丁零零……上课铃响了，一位迟到的
A同学正灰头土脸想挪步偷溜进教室。这
时，我们的“老戏骨”立马眨巴眨巴她那双
充满智慧的大眼睛发言了：“这位小同学，
你是几零几班的呀？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是不是很爱上我的数学课赶着过来的
呀？那赶快入座吧！”

上着上着，“老戏骨”那双火眼金睛好
像又发现新情况了。原来有同学不听课，
竟然在写回家作业。“老戏骨”先是加重了
上课的语气，看到那位B同学还没有领会

“深刻含义”。“老戏骨”就说着说着来到了
他身边，然后只听“噢呦”一声，“老戏骨”
一边扶着那位同学的桌子，一边说道:“你
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差点摔倒了。”这时
的B同学终于开窍，不好意思地收拾起了
桌上作业。但有时也会冒出一两个顽强抵
抗的C、D同学。“老戏骨”那是出了名的好
脾气：“哟，这么认真呢？要不我给你多布
置一些作业当作礼物？”哈哈哈，全班同学
立马笑得前仰后合，这位同学急忙开始连
声讨饶了。

“老戏骨”不但会演戏，还非常照顾小
辈。到了下午，不知是夏令的关系，还是晚
上回家用功过度，有人竟然数学课上睡着
了！“老戏骨”“嘘”了一声后，一本正经地
说：“要不我们上课轻点？别影响这位同学
休息？反正还有十多分钟就下课了，现在
叫醒他，难保再睡上一节课，那就更得不
偿失了，那就牺牲一下我的课吧！”这时，
我们才心领神会打好配合。

别看“老戏骨”平时插科打诨，做起课
件来可是一点儿也不马虎。有一次我听到
妈妈与爸爸在说，“孩子学习辛苦，老师更
辛苦，做课件都做到凌晨2点”。我当时一
听，热泪就在眼眶里打了好几个转转。

换位思考
她甘当学生的树洞

为什么没用批评和说教，而是以“演戏”
的方式，云淡风轻地处理这一件件事情？

“作为老师，要有换位思考的意识，站在
孩子的角度，理解他对学习可能有的抵触、
焦虑和无助，也理解他学习的辛苦，所以偶
尔开个小差犯个困都很正常。你理解他了，
他才会和你亲近，和你交流。古人言‘信其
师、亲其道’，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于老师与众不同的方式，赢得了一
届届学生的真心喜爱。她班上的学生，按于
老师的教学方法，一步步跟着做，原本数学
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也慢慢赶上来了。“这位
女生两年前数学成绩在班上排末尾的，上学
期期末考了92分，进步很大。这名男生原本
计算差错比较多，经过针对性练习，这次也
有90多分。有几位同学的数学思维能力确
实不错……”翻看着学生上个学期的期末试
卷，每个学生的特点于老师都熟记于心。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不少以前的学生
来看望于老师，有的是告诉老师自己考上了
哪里的大学哪里的研究生，有的是来和老师
聊聊天谈谈心。其中，有一位曾经的学生比
较特殊。

大概是因为学习压力，叠加青春期影
响，这位学生在中学期间颇受心理问题困
扰。已上中学的某一天，他拨通教了自己四
年的数学老师的电话，一开始小心翼翼地
问：“于老师，我能和你聊聊吗？”那一天的电
话，从晚上八点聊到十点。后来，一次次的电
话和见面中，于老师更多时候充当的是倾听
者的角色。“虽然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也不多，
但孩子既然愿意找我倾诉，就说明了他信任
我，我的倾听和适时的安慰对他多少有些帮
助。”这回放假他又来看望老师了，和老师聊
聊自己的近况，感谢老师倾听他的心声，更
感谢老师对他的帮助。

为了挖掘、宣传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来自基层一线的“四有”好
教师，本报开设了《点赞好老师》专栏。如果你身边有
这样的“四有”好教师，赶紧给我们发推荐信吧。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qq.com（标题上请备
注“征集好教师、学校名称”字样）。

于洋和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因为爱情，1994 年她从江苏老
家来到港城宁波，从此在镇明中心
小学一待26年，教出了一届又一届
的学生。

为把数学教得更加有趣，她把
“批评”变成了“演戏”，人送雅号“老
戏骨”。其实，她只是从心理上真正
理解孩子，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
看待学习，因为她相信“信其师，亲
其道”。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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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51岁

镇明中心小学数学教师
海曙区优秀教师

海曙区首届美德教师
海曙区骨干教师

●推荐理由

于老师教学水平没得说，关键还很
有人格魅力，教育学生很有一

套，深受学生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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