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有责任心有方法的语文老师

南召县南河店镇范庄小学 黄平

光阴流转，岁月更迭，蹉跎间在教育征途中已奔忙了 20 多个春

秋，虽没有弟子三千，但差不多也有近两千学生，我也由当初的初出

茅庐意气风发青春昂扬激情万丈到如今的矜持万分顾虑重重白发窦

生老气横秋。年龄增加了，经历丰富了，反倒是遇到事情往往会犹豫

再三甚至是踌躇不前了。即便如此，总自我感觉内心还是 20 多岁的

样子，对于一切挫折不顺还都不太心服，总还有拼一拼搏一搏的想法，

还有一种年轻化的冲动。对于日常的教学工作，还定是要倾全身心去

付出。

一、教师要有平常心和责任感

教师这个职业有非常多的特殊性，它承担着育人的任务，反过来

还有育己的特性。教师的职业注定了我们这些人将有别于社会上其他

一些职业者，我们将不能拥有过度的贪欲和功利性，否则这将不利于

对学生的教育和对自身心灵的净化。我们要拥有一颗平常心，我们可

能终生如蜡，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健康、乐观和幸福。“教育”二

字实际上是“教”和“育”的有机结合，教会学生知识和教会学生做

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二者孰轻孰重？归根结底是为了育人 。无论

一个学生如何的知识渊博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最终于社会

于他人要有益处，否则育人这一项便没有实现，那就只相当于往机器

人中输入程序，它只会输出指令，却属无情无义无情无感的铁疙瘩而

已。所以说育人很重要！育了学生，我们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



不够，比如知识的缺失困顿，情感的表达粗糙放纵，做事方法的简单

感性等等，有了认知，才感觉不足，然后才能长进，这样于生于己都

大有好处。

现在的学生，其实是很苦的，虽然条件上远胜我们当时，但他们

的内心，虚弱多多，充斥金钱部分缺失道德或道德变异的大大小小环

境，会让他们无所适从，会在花一样的季节里就迷失了自己，设身处

地想想，你就有可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上网、逃课、堕落、早恋、萎

靡不振。他们需要我们花适当的精力去引导，我们有这种基本的责任。

当然，方法和耐心，可能会挑战我们工作的难度。越有难度，就越要

去挑战，这样才能显出我们与家长的不同之处，否则我们能做好的家

长也能做好，家长不能的我们也同样束手无策，这就衬托不出我们老

师的重要性了。教家长之不能教，育家长之不能育，方显我教师之不

一般。敢于迎接挑战，这既是育人的需求，也是责任的担当。

二、和双差生打交道

第一要有耐心。我对差生，那种厌恶感在慢慢减少，要有耐心，

就像面对生活，没有耐心，一天也过不去。首先得要学会包容，适量

的容忍他们的语言和行为，你装得下他们，容得下他们的不足，时间

长了，他们就会慢慢被感化，进而投入到学习中来。

第二，你要真心对他们好，像对待自己的弟妹或者子女，讲道理

给他听，他知道你的苦心，最起码他不会跟你胡来。

第三，不能一味的纵容，如果你做老好先生，什么都好好好，到

最后，你的课堂绝对会第一个完蛋，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要“擒贼



先擒王”，瞄住“带头大哥”，把这个学生先搞定，敢于和他们直面，

语言上不要过分地刺激他，不要有歧视的神态，适当给他一些语言上

的“打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如果把什么都当作体罚，胆战心惊，

倒反而违背了教育规律。

第四，学习上不要放弃他们，给他们发挥的空间，督促他们作业，

加强交流，真诚地和蔼地对他们，肯定会有好的回报。与学生的关系

搞好，不信他们成绩上不来，学生喜欢你，他没理由不学你的学科，

再大的学生，他的心理仍然孩子化，他们有的还没理智到一边跟你冷

战，私下里却又把你的学科学得好到让你吐血的程度，可能性小得可

怜。

三、习惯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经常做试卷，学生在做题，我也陪着学生

做题，一边感受新课改气息，一边也能发现哪是难点易混点易错点，

评讲卷子也能做到有的放矢。我评讲试卷从来不带答案，也不会在讲

课前看答案。因为那些答案也是出题人拟定的，讲课时它会限制老师

的思维，更能避免答案的唯一性。语文试题的答案很多是不唯一的，

只要言之成理即可。这样也能发现学生的答案哪些是中规中矩的，哪

些是令人眼前一亮创新思维的。

现在很多老师不读书，不愿意读名家名篇，但是却经常要求我们

的学生多读课外书，拓宽视野。哪有这种道理，一个不读书的老师却

要求学生多读书多学习，这样的教育岂不是太悲哀了！相信这样的老

师也教不出多少优秀的学生来。学无止境！我时常把自己读的书推荐



给学生，把自己写的读书体会写的读书笔记读给学生听。我会给学生

有选择的布置每天的读书任务，让学生写好笔记和感悟，也会在每节

语文课前抽出五分钟左右让学生当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谈一谈。长

期坚持，学生既有成就感，读书的兴趣也会与日俱增。一周时间要拿

出两节课时间开个班级读书会，分享收获，交流心得。

在基础知识方面，提倡自学，依据教师教的方法，以个人完成任

务为主，团结协作为辅，在平时的生活中主动积累并逐渐形成习惯。

促使他们积极归类知识，在多看多说中掌握。针对新题型， 在

老师的带领下，作一些典型训练。 在

古诗词的积累方面，狠抓背诵。除教师在课堂上指导他们理解课文的

基础上背诵外，重要的是督检查他们灵活运用方法去巧记，注重实效，

抓重点，突破难点，对诗词作适当的归类，对一些名句则多角度地训

练和思考，在实际的语言中灵活运用。在平时，我会给学生播放一些

《中国诗词大会》《诗词经典解读》这样的短视频，搞个班级诗词接

龙、“飞花令”等活动，让学生从中体会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更加

感兴趣地去读古诗词，积累古诗词。

在阅读训练方面。从课堂内开始严格训练，依据课改新理念，利

用现在有的各种参考书、材料、工具，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主体性，教师的指导性。运用浏览、略读、细研等方法，在多读中整

体感悟，快速理解课文。在对文章进行整体的把握后，深入重难点，

抓住重点词句段，细细体味，在团结互助协作中多方研讨，畅所欲言，

多角度分析，多层面解读，尽量让文本成为他们提高语文水平的一个



工具，而不是他们一定得记住的死知识。

在写作方面。书写仍然是影响学生得高分的一个直接原因，书写

差的学生总与高分无缘。虽然我也狠抓了这部分学生的书写，但学生

坚持不了多久，在老师督促检查下也改观不了多少。小学时形成的书

写的不良习惯，一直是难以纠正，即使原来书写好的学生，在作业成

山的面前，想写好也难。因此，书写依然是严峻的问题。其次是仍然

需要练笔，每周要按老师的要求完成一至二篇大练笔，每节课都要有

个小练笔，在多写多练中增长能力。每星期的作文课上，在指导学生

如何写作后，学生在写，我也在黑板上写，学生写完，我会让他们读

一读老师的文章，让学生评一评老师文章的优劣。老师写作时，尽量

把本单元的训练要素融入进去，让学生也从中受点启发，从而注重总

结和归纳，在老师的归纳总结性的习作评讲中得到提高。最后要充分

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在评讲作文时，在展台上展示学生作品，除了

让全班及时发现他们的长处和不足，顺势引导，在相互模仿中得到提

高，还让作者本人谈一谈写作思路、如何选材构思，对全体学生也是

一种指导和提高。

我们的语文教材中除了讲读课，还有自读课文。讲读课老师要好

好讲，结合本单元的学习要素让学生们学出个门道来。自读课我就不

讲了，让学生讲。让学生根据单元要素自己想想该讲什么，怎么讲明

白。当然他在讲之前，我会先问问他会怎么讲，至少听个构思和大致

流程，给个老师的建议，然后学生再上台讲。我发现学生开始很紧张，

后来成了常态化，真就有点小老师的范了。包括有些试卷的讲评，我



也会交给学生，我只做适当的补充。这样，他们不但体会到老师备课

的艰辛，对于个人知识的融会贯通也特别有好处，学语文的兴趣也会

大增。

学无止境，教无定法，教无常法，教学相长，漫漫教学路，需要

我们教师多学习多探索，只要有责任心，肯于用心，一定会找到适合

自己教学的好方法来。以此共勉，期待我们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