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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慢半拍”的现象

其实，这类现象在每个班级中都有发现，
在这个“慢半拍”的特殊群体中，有班级中的
学困生，德困生，也有班级中的学优生，但是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特点，凡事都慢别人一步。

在相同的时间里，他们的学习或生活效
率低于其他的孩子，原因何在？

一、源于性格
有的孩子天生性格沉稳之极，俗称“淡定

哥”“淡定姐”，在面临急事之际，不“随波逐
流”地跟随，而是总能“镇定自若”地遵循自
我的节奏和规律行事。这种不合群体，自成
一派的做法让他们的处事节奏渐渐落后于其
他孩子。

二、源于习惯
有的孩子在平时的生活中习惯性慢节奏

做事，再加上长辈的宠爱，无限制地放慢速度，
久而久之，这种拖沓的习惯就形成了，以至于
在学习上也形成了慢于别人的习惯，这种后天
形成的习惯给学习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改变“慢半拍”的本质

事实上，这些“慢半拍”的孩子并不是无
药可救，究其本质，他们只是缺乏对时间的
合理管理和使用。挂在他们嘴边的一句话，
经常是“我来不及！”“我没时间！”“我跟不
上！”他们的眼里，时间总是不够用。但是时
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并不是他们的
时间不够用，而是他们不会用时间。如何用
好时间呢？

一、思想上——认识时间的深度
在快节奏的今天，对时间观念的培养显

得尤为重要。作为班主任，在孩子进入中年
级的时候，孩子的思想动向也应该时刻关
注，那么，对于时间观念的落实，应从思想上
进行有效的渗透和教育。结合班级活动，我
们可以组织以下的活动：

（一）收集“时间名言”
利用课余时间分小组收集关于时间的名

人名言，并将收集到的名言制作成卡片，粘贴
于班级板报上，给学生一个有时间痕迹的学习
环境，时时刻刻将时间印刻在孩子的脑中。

学生在收集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时间
名言，读懂了名言内涵，了解了名家思想，在
挑选的过程中，大家进行名言的对比，有了
自己对时间的独特的思考与感受。从名家身
上汲取了精神的力量与思想的光辉，更加深
刻地意识到时间对于成功的重要意义。

（二）开展“时间故事会”
利用班会开展故事会，以“时间”为主题，

在学生寻找故事，准备故事的过程中，珍惜
时间的概念一点一滴地影响学生的生活，不
论是讲的同学还是听的同学，都在思想上经
历一个关于时间的洗礼。

“时间故事会”很受学生的欢迎，在故事
收集阶段，孩子们找到了很多名人故事，有
中外名人，有古今名人，阅读着发生在他们
身上的小故事，孩子们深受感动。在讲故事
时，学生踊跃参加，既学会了认真聆听，也学
会了动情讲述，一次又一次感受时间的神
奇，受到名人形象的引领，使孩子的内心对
时间有了全新的认识。

（三）朗诵“时间美文”
中年级的学生已经拥有一定的文学欣赏

能力，可组织关于“时间”的经典美文征集或
朗诵活动，让这些优美华丽的文字带领孩子
进入时间的河流，感受分秒间的珍贵，引发
对时间的高度关注。

每周的语文早自习，是我们的美文朗诵
时间。迎着清晨的阳光，我们放开嗓门，用自
己的声音描绘时间的美丽形象。名家笔下，流
淌着时间，也流淌着情感，更流淌着我们的思
想。读来读去，时间便成了挂在我们嘴边的事
物，不再遥远，不再虚幻，仿佛我们真真切切
拥有了它，因为我们把时间读进了心里。

二、行动上——改变时间的长度
虽然说时间是虚幻的存在，但是与人的

生活学习息息相关，作为人的自主能动性，
我们是可以尝试改变时间的。特别是孩子的
时间，时时刻刻充满了可变性，稍加规划，就
可将永恒的时间“化为己用”。

（一）“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合理整合
时间

在孩子的时间世界里，很多的时间段是
突发的，临时的，无用的，随意的。步入中年
级阶段，孩子的学业压力开始显现，为此很
多无意义的时间段的存在就影响了孩子的学
习节奏。我们应该让孩子及时整理自己的日
常生活时间段，筛选组合，去掉不需要的时
间段，比如上学路上看看风景的时间，课间
和同学嬉戏打闹的时间，放学后滞留在教室
和同学玩耍的时间等，这样我们生活学习的
时间段就很精简有效了。

（二）“我的时间我来做主”——自主规划
时间

在孩子的眼里，时间是无限的，一直用不
完的，所以他们总说：“明天再说！”很多今天
应该完成的事情都放在了明天，所以我们需
要严密的计划来规划自己的时间，让每一分
钟都发挥应有的功效。在班级里，我们倡导学
生人手一份“自主时间计划表”，合理、科学、
有个性地规划自己的一天时间或一周时间。

（三）“于细微处见天地”——科学挤用时
间

我们总是在学习鲁迅的“挤时间”精神，

于是，我们学习在生活的间隙寻找有意义的
时间，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为此，班级开展
了专题讨论会“看我创造新时间”，会上，同
学们各抒己见，着眼于生活的细微之处，创
新性地使用时间。

（四）“用我手写我心”——撰写时间日记
充分挖掘中年级学生喜欢记日记的喜

好，引导学生开始写“时间日记”，记录自己
在不同时间段里的所见，所闻，所想，感受一
天或一周的有限时间里，我们所有美好的遇
见和发现，所有我们的成功和喜悦，激发学
生积极热情的生活观。

三、环境上——感受时间的广度
中年级孩子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很高，

很容易受到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为此，学校
和家长有义务为学生营造有时间意义的学习
生活环境，让孩子对时间有清醒的认识和自
觉的规划。

（一）家庭时间环境布置：在孩子的书桌
上放一个闹钟，提醒孩子按时睡觉，起床；墙
面张贴孩子的一天时间分配表，进行自我规
范；家长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带头做到守
时，给孩子起到榜样作用。

（二）校园时间环境布置：在教室的宣传
板报上写上时间之语，提醒孩子时间的重要
性；在教室的墙上挂上挂钟，让孩子学会自
己看时间安排学习项目；在复习阶段，黑板
上可以悬挂倒计时牌，醒目地提示孩子注意
时间的分配和使用。

告别“慢半拍”的群体

来一次“自由时间”：在校的学习时间尽
管很紧张，但是，作为老师也应该注意到理论
代替不了实践这一真理，学生口头上说要合
理安排时间，如何落实呢？就放手让学生自主
体验，排出自习课让学生自主安排学习，空出
早读时间让学生自主选择早读内容，留出放
学时间让学生自由支配等。在尝到自主支配
有效的成功喜悦，学生会对时间的概念分外
关注，并期待下一次的“自由时间”。

来一场“我们的约定”：只要调整对时间
的视角，调整对时间的使用方式，就能挖掘
出时间的巨大潜能，也许还能“快半拍”呢！
老师可以和这些慢半拍的孩子来个小小的约
定：我们一起拒绝“磨蹭”，我们一起“倒计
时”，我们做事“过期不候”……

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真正懂得如
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后，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
自己的时间，不虚度此生。期待我们的教育
让这些慢半拍的孩子都能跟上大家的脚步，
让所有的孩子都在自己的时间里自由成长。
你说，时间到底去哪了？时间就握在我们的
手里呀！

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慢半拍”现象谈学生时间管理意识的培养

遇见“慢半拍”的孩子
这个班级带了快四年了，从懵懂无知的一年级小娃娃到现在的四年级小学生，我们之间甚有感

情，回顾往昔，满心满眼都是孩子的天真可爱。可是步入中年级以来，随着学习要求的提高，班级里出
现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让我这个心急的班主任直跳脚：一些孩子仿佛进入了“慢热型”阶段，凡
事拖拉成性，做什么事情都比大家慢半拍，成为典型的“慢半拍”孩子。

比如小怡同学，交作业跟不上组长的节奏，订正作业比别人晚，单元自测也不能按时做完；比如小
晶同学，收拾课桌不及时，排队从来跟不上大家的节奏，矮个子的她总跟在队伍的最后；比如小尹同
学总在别人擦黑板的时候急得大叫，因为他还没有记完作业；比如小辰同学，总在别人做作业的时候
悠闲地看课外书，结果不能按时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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