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引导和鼓励幼儿用适宜的
方式表达意愿。语言是最直接有
效的表达方式，教师要多鼓励幼
儿用语言去表达，一旦幼儿尝到
了“好好说”的甜头，以后就会更
倾向于选择“好好说”。对语言表
达能力较弱的幼儿教师也可以教
他们一些手势或肢体语言告知大
人，用手指着想要的东西，或带着
教师走到想要的东西面前，让教
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更为重要
的是在幼儿想要表达时，教师要
耐心地倾听，真诚地与之对话。

对于幼儿的心理需求，教师
要给予充分的关注。教师有事正
在忙时，若遇到幼儿来寻求关
注，如果了解到不是特别紧急的
事，可以用平等的语气和幼儿商
量：“老师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要做，做完了我马上过来，
好吗？”这样，幼儿就不会因为
感觉得不到关注而乱发脾气。同
时，教师一定要信守承诺，忙完
手头的事后要对幼儿做出必要的
回应。对于幼儿一些不合理的要
求，教师可以首先表达对幼儿的
理解，然后与幼儿一起思考：这
样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让幼儿
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和尊重。

成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幼儿模
仿的对象。教师要积极与家长沟
通合作，让父母之间、亲子之间
也多点“好好说”，少发“脾
气”。对幼儿不乱发脾气，是家
长自己首先要做到，父母之间或
父母对孩子提出要求时，也要通
过语言适宜地表达，而不是乱发
脾气。要知道，成人良好的示范
比说多少道理都有用。综上所
述，教师所接纳的只是幼儿乱发
脾气行为背后的意图，而不是幼
儿乱发脾气的行为本身。当观察
到幼儿乱发脾气时，教师应积极
了解幼儿发脾气的原因，从而明
白、了解幼儿的需求，减少幼儿
的“脾气”。

孩子的“脾气”从何而来
□刘海粟幼儿园常发园 孙荷娟

关于小学数学课堂组织方式的再思考
□刘海粟小学 黄凌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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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课堂组织方式是世界
上许多国家都在研究的一个问
题，作为数学教师，将新的教
学理念、教学方式应用于教学
实践当中是势在必行的，特别
是想要将课堂组织方式的积极
作用体现在日常的课堂教学
中，全面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
的数学能力，就急需我们能提
出更多更有效的课堂组织方
式。

实施课堂组织后，学校很
少有教师关注到学生是否重新
整理了思路，独立地解决问题，
实现知识的融合。事实上，许
多数学题都不止一种解法，课
堂组织过程中会出现不同思路
或是新鲜的想法，教师们也会

感到很宝贵，但由于课堂时间
的有限，教师们是会提醒学生
在课下重新整理或是用不同的
方法解题。然而大多数学生的
做法是在脑子中过一遍解题思
路或干脆把这件事抛之脑后，
鲜少有学生动笔，这样就使原
本可以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大
好机会溜走了。针对这种情况，
教师可以加大监督与检查的力
度，使课内组织与课外组织相
结合，将任务布置延展到课外，
以此督促学生对于知识方法的
回顾和复习。

在学校数学课堂组织中，
存在着过度关注学习任务而忽
略过程和情感的倾向。实际上，
在课堂组织过程中生成的数学

思想方法或是组织交流的技能，
互帮互助的情感等，都是数学
学习以至于学生身心发展所必
需的东西。正如维果茨基说的
那样，人的语言一旦用于表达
交流，儿童将会变得越来越聪
明。抑或是那句谚语：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学生在帮助伙
伴的过程中也会体验到满足感
和幸福感。小学教师在课堂组
织之后，应该更加关注学生在
这些方面的微小变化，适时给
予正面的评价。

学校的组织方式大多是班
级授课制，为了调动起小学数
学课堂组织方式的积极性，建
议创设课堂的环境。在班级内
部，淡化个体间的竞争，以小

组为单位，引入小组竞争机制，
再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例如：
若是小组中数学成绩较差的学
生代表小组发言，给小组加
分，数学成绩好的学生发言，
给小组加 分，这样学生的集
体荣誉感会促使组内成员之间
互帮互助，一起为小组赢得分
数。在学校内部，建立完善的
奖励机制，如给分高的同学颁
奖状、发奖品、往家中寄表扬
信等。

在课堂组织中，教师是学
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因
此学校的数学教师要注重多学
习多实践，在平常的教学中要
体现观念和角色的转变，才能
使学生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

虽然小学教师对培养学生
的数学情感理论有了一定了解，
但这种了解还只停留在表面上，
这就使得教师在培养学生数学
情感上显得笨拙不知所措。在
这种情形下，就要求广大教师
深入学习和了解数学情感、课
堂组织方式的相关基础、基本
理念和评价体系，掌握其内容，
并通过联系实际情况，做到真
正将这两种教学理论应用到实
践当中。

数学课堂组织方式作为当
前课改中积极倡导的一种新教
学方式，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掌握
知识的效果。但由于传统教学
模式早已根深蒂固，数学课堂
组织方式的改变还需我们一点
点实践。

幼儿有着易冲动、自制力较弱、对
挫折的承受力低等特点。有时候幼儿的
某些行为遭到成人阻止，但这些行为为
什么不能做，幼儿并不明白，于是就有
可能通过发脾气的方式宣泄情感和表达
想法。面对幼儿的“脾气”，教师首先应
搞清楚“脾气”从何而来，再针对原因
与幼儿进行交流和讨论，化解“脾气”。
总体来说，就是要重视教育引导，学会
“说服”而非“压服”。

“某某动不动就爱发脾气。”“某某
的脾气大得很。”“我真是受不了某某的
脾气了！”教师们在平日的交流中，有时
会流露出对一些孩子这样的评价。我们
这次新带的小班中，也有一位比较特殊
的孩子———小豪。在上亲子班时我已听
闻小豪的“坏脾气”，不能与小朋友友好
相处。经过一段时间，在老师耐心引导
下，小豪在与同伴相处的过程中渐渐减
少“乱发脾气”的行为。

因为幼儿尚未很好地掌握为社会所
接受的表达方式，所以才会以发脾气的
方式来代替。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的
自我意识逐渐萌生，独立的愿望日益增
长，他们不愿事事受成人约束。当自己
的想法得不到允许时，他们便会把内心
的不满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但他们还
不善于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此在成人坚持要他们做他们自己不愿
意做的事或他们想做的事遭到成人反对
时，就会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以
及宣泄负面情绪。

渴望获得家长、教师或其他人的关
注是幼儿共同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幼
儿乱发脾气就是因为他们感到受了冷
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幼儿在说话
时家长没有认真倾听、给予回应，或是

幼儿感到家长总是忙其他事情而不陪伴
他，尤其是幼儿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家
长没有足够关注时，幼儿就会通过吵
闹、啼哭等举动来引起家长的关注。
但如果这样的行为仍未能引起家长的
注意，幼儿就会开始发脾气，甚至不
断地升级发脾气的行为，直至获得关
注为止。对幼儿来说，即使得到的是成
人的斥责等负面性的关注行为，也比得
不到关注要强。

有的家长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挫折
时，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会乱
发脾气甚至通过摔东西等激烈的方式来
排解心中压抑的情绪。家长的这些行为
会极大地影响幼儿，幼儿观察到这些行
为时，会试图模仿。家长看到幼儿发脾
气，也会控制不住情绪，试图通过自己
的“脾气”来压制幼儿的“脾气”。殊
不知，这样只会反过来助长幼儿乱发脾
气的行为。

幼儿为什么发脾气

帮助幼儿减少“脾气”

鼓励适宜的表达

满足合理需求
树立良好的榜样

表达意愿的“脾气”

寻求关注的“脾气”

模仿成人的“脾气”

注重独立思考和
学生知识的再建构

数学课堂组织方式
要注重过程与情感

淡化个体间竞争
引入小组竞争机制

注重教师的
角色定位问题

深入学习数学情感
和课堂组织方式

教海探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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