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中的主导来自己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包括感

觉、知觉、记忆、想象和思维的活动，达到优化

教学的目的。
为了确保引导成功， 启发、引导的方法意在

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强调学生实际生出运用各

种合理的方法和手段，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

变“注入式”为“启发式”，变“教会”为“会

学”。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发挥两个积

极性。使学生勤于动脑，善于思考，自觉地获取

知识。同时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教学由教师提问启发，观察插图，联系生活，

知道雷与雨的关系。然后出示课题①从侧面出发。
从课题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

一年当中，哪个季节的的雷雨多？谈谈自己观察

到的雷雨对大自然的景象。②正面启发，看插图

①②，哪幅是反应雷雨前，雷雨中，哪幅反应雷

雨后？③雷雨后与雷雨时有什么不同的景象？④

再次阅读课文，指导学生划分课文写雷雨前，雷

雨中，雷雨后的景象起讫，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⑤回答下列问题：a、课文一开始是不是就写雷雨

大作，课文结束是不是写雷雨不停，从而弄清楚

课文的脉络。b、雷雨前天空景色怎样？雷雨后怎

样？c、按照课文描写顺序找出描写雷雨前、雷雨

中、雷雨后的词语。d、最后一段写出了夏季雷雨

另一个什么特点？e、启发学生抓住景物复述课

文，读出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形象、生动

的词语。作者为什么能把雷雨时的景象写得这样

形象，生动？让学生体会到是由于平时细心观察，

又选用了恰当的词语来表达的缘故。
总之，为了全面提高小学生低年级语文教学

质量，应灵活多样，导之以情。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想办法引导学生从无知到知，从知到承前功能，

就是教师主导作用的实质所在。

应试教育是传统教育的根源，素质教育是应

试教育体系上的创新和完善，使教育走上更加完

美的发展，使教育的效应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经济

效应和推进精神文明的日益进步。也许是素质教

育是主导指针。然而，想从应试教育中脱化而形

成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必须从根本上理解应试

教育的局限性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性、良好性、发

展性和持续飞跃的可靠性。
一、应试教育导致素质教育的发展。应试教

育，着重强调学生试卷的操作能力，分数高低决

定于学生水平的好中差，这样制约着学生的智慧

发展和大量浪费了学生宝贵的时间。教者，为了

达到应试教育中，能使学生取得高的分数。原本

简单的内容，讲了叫学生做，叫学生背，叫学生

多做几次，叫学生多抄几次，原本简单的内容，

使其复杂化。为什么？怕学生在考试中出差错。
因此，让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记忆局限性的东西，

没有把学生的智商充分发挥起来，而是使大多数

学生的智力得到抑制发展，没有更好地开发。这

也可以说：“浪费了大部分学生宝贵的时间限制

学生智力的发展。”如果把这些时间转化为其它教

育。让学生自主向深层发展、延伸、触类旁通、
联系相关学科，激发其它兴趣，这样既领会掌握

这样的内容，又扩充了其本身各自发展的特长，

是多么有益的教育，这就是素质教育的体现。
二、应试教育的延伸，如何领会素质教育的

内涵。应试教育，往往以一份试卷的考查来评估

学生的整体素质，决定其学业的水平，这未免太

局限了吧！教育研究钻研教材的全面性，同时只

能选取其有代表性的内容考查，其试题水准，内

容含量，都有一定的限制，哪里谈得上知识的全

面性考查。教育应从学术水平、艺术水平、欣赏

水平、应变能力、决策能力、办事能力、心理素

质能力、身体素质、劳动技能、体育技能、适应

试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河北省衡水市大营镇高小 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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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能力、抵抗挫折压力的能力、道德品质水平、
对社会国家的认识和热爱程度、对未来预期目标

展示等等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
三、应试教育的不断改革，其实就是素质教

育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应试教育都在不同的

程度上，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革，使素质教育日益

发展。想从应试教育中，挑选出名副其实的人才，

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这就是素质教育

的实施。对学生的艺术教育、体育教育、身体素

质检查、手工劳动、少先队等活动，就是具体落

实素质教育的做法。近几年来，教育中重视电化

教学等，也就是素质教育的最具现代化的教学观

念。因为，毕竟先有应试教育的今天，才有素质

教育的提出，才有可能从应试教育中创造出素质

教育的新天地，期待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真正

提高全民素质，为祖国多创造财富。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要做好教师工作，首

先自己要有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的高深师德，在

学生中树立崇高的威望和感召力；其次是自己与

学生的活动中，成为学生的同学，在对学生无微

不至的关怀中，成为学生的“父母”，在和学生亲

密无间的相处中，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最后，

是用渊博的知识，优秀的教法，严以律己，宽以

待人的品格，树立为人师表的形象。
班主任是班组先锋的领导者、指挥者、策划

者，是制定规范的创始人。班主任是学生的“父

母”，要对学生悉心关怀，下班辅导，要使学生与

班主任的心愿一致，是想学生自己学得更多的知

识。这样，班主任就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类困

难，帮助他们在各种挫折中应如何对待，化阻力

为动力，化困难为毅力，增进班主任与学生的情

感倾注，消除学生的一个个疑难杂症，让学生轻

松地学习，尝到学习的意义。激发他们品味“班

风”、“学风”的要求，使整班的各学科百花齐

放，树立精品。
班级的生命力旺盛，必然会增强班集体的凝

聚力。没有良好凝聚力的班级只能是一盘散沙，

无组织状态，也似推动风帆，漂泊不停的船只。
面对这种情况，班主任的一个作用就是凝聚过程

的催化剂，这就是来此粗线条管理与细线条引导

的关键。粗线条就是立足于学生的自我管理，教

师不包代替。根据《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课堂纪律》、《学校规范》、 《班

规》等，让学生自觉学习这些制度，对照这些先

自我纠正。这样，让学生的智能、个性尽情地发

展，增强主体意识。班主任只作总结，点拨激励，

帮助学生总结提高。
对于在学习成绩中出现的优秀、优良、中、

不及格的，就用细线条的耐心指导就会成为精心

从事塑造学生心灵的优秀工程，这工程做得好，

后进生的转化也可迎刃而解，取得满意的结果，

使他们逐步提高成绩。
班主任根据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个性学习

动机，知识的水准、技能、人际关系等。对后进

生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真格，打比方，树

信心，该急的急，该缓的缓，该硬的硬，该软的

软。对后进生的教育道德是方法、策略上要对头，

要接近他们、信任他们和他们交朋友。说明学习

的重要，做人的道理，发现其兴趣，指导其发展，

逐步使其观念转变争做“三好”学生。这样，良

好的班风、学风会很快建立并发展起来，同学们

自觉刻苦学习的风气，自然形成了，班主任的工

作成绩也显示出来。
总之，促进班风、学风建设，是我步入教坛

来多年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所带的班、
班战斗力、凝聚力、拼搏力、创造力都极强。学

校的各类比赛中，都能取得一定的荣誉。

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促进班风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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