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见过用石灰
煮鸡蛋吗？那可是一
件很有趣的事哟。

有一次我在叔
叔家玩, 看见工地上的工人叔叔
往石灰上浇水后，石灰上立刻冒
起一股白烟,我感到有些奇怪，就
上去一摸，石灰好烫啊！我就问
那位叔叔：“刚才你们往石灰里
浇热水了吗？”“没有，我们浇的
都是冷水。”叔叔笑着回答我。

石灰上加冷水怎么会变热
呢?我决定自己试一试。我赶快
到工地上拿了一块石灰，倒点
水。可是怎么不冒烟？还不烫呀？
我又回到工地上去问那位叔叔：
“请问叔叔，我也往石灰上浇冷
水了，可是石灰怎么不冒烟，还
不发烫呢？”叔叔笑着说：“你拿
的一定是熟石灰吧。”“难道石灰
还有生熟之分？”我感到有些奇
怪。“当然了。已经泡过水的叫熟
石灰，我这不是熟石灰，是生石
灰。”叔叔回答道。“请给我一点

儿生石灰好吗？”我求叔叔。叔
叔说：“当然可以，不过要注
意，不要弄到眼睛里。”于是，
我就拿了一包生石灰带回了
家。

第二天，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家里做实验。我放了一点
生石灰在一个小瓶子里，再往
瓶子里倒点水，咦，瓶口真的
冒出烟了，再摸摸瓶子，还真
有点烫。实验成功了，生石灰
能使冷水变热。我心又一动，
这生石灰能不能将东西烧熟呢？

下午，我和妈妈去市场买鸡
蛋。于是在我的脑海里有了这个
奇思妙想，我就拿鸡蛋来做我的
小实验吧。把鸡蛋埋在生石灰堆
里，再倒了点水。果然，鸡蛋被埋
的地方开始冒烟了，大约过了 5
分钟，石灰块变碎了，旁边有乳

白色的浑浊的液体。我用饭勺小
心地把鸡蛋盛出来，剥开一看果
真熟了。

原来生石灰遇到水会产生这
么大的热量，怪不得大人们不让
我们靠近石灰池，真是危险。这一
次实验之后，我对科学更感兴趣
了。 （辅导教师 :易发伟）

生石灰煮鸡蛋
湖北省钟祥市大柴湖实验小学六（3）班 李克贤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过了一季
又一季，熬过了春夏，挺过了秋冬，祖
国依旧温暖如初。我要翱翔于祖国母
亲这柔软的怀抱里，为祖国母亲点
赞。

我记得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她们
那会儿读书是要交学费的，许多人因
为交不起学费，早早辍学或直接上不
了学，这让我感到很诧异。“我都不用
交学费，她们为什么要交呢？”后来我
才知道，在妈妈们那个年代，国家经
济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所以，在我的
年代，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家终
于强大起来了，教育事业也发展起来
了，才有了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小
朋友们读书都是有国家资助的，上学
也不存在什么读不起的问题了。

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
活越来越美好了，我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祖国母亲会更强大，我为祖国
母亲骄傲。（指导老师：田茂洁）

听姑妈说，熙龙湾的景色
很美。刚好今天是周末，我们决
定去看一看。

我们从姑妈家出发，顺着
铺着沥青的大路往前走，来到了一
扇铁门前。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踏
上了用砌墙的红砖铺成的小路。小
路的左边是一片大大的绿绿的草
坪。小路的右边是一条小溪，溪水哗
哗地唱着歌，水底大大小小的鹅卵
石和水中五颜六色的金鱼看得一清
二楚。水中有一个捉鱼的小男孩，露
出水面的石头上有一条美人鱼，水

边还有一个正在洗脚的小女孩。你
一定觉得奇怪吧？忘了告诉你，男
孩、女孩和美人鱼都是雕塑。
我们顺着小路继续前行，穿过一

个不大的水滴形的广场，再爬上一
座高高的石拱桥，一个大大的湖就
完整地展现在眼前。湖水碧绿碧绿
的，湖上是一座曲曲折折的红色木
板桥。一边是一块绿绿的草坪，草坪

上立着一座白雪公主的雕塑，
她顶着一头金色的卷发，身穿
上蓝下黄的蓬蓬裙，手里还提
着一个竹篮，我不禁怀疑自己

进入了童话世界。另一边是一座被
柳树环绕的亭台。柳树的叶子像一
块块碧玉，柳枝像一条条绿色的丝
带。一阵风吹来柳枝随风摇摆，我又
仿佛穿越到了古代，看到诗人贺知
章正站在那里吟诵:“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春天的熙龙湾真美呀!

（辅导教师：陈荣华）

春游熙龙湾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李市小学三（2）班 谭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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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风景
贵州省余庆县城关一小五 3班 彭宸烨

校园一角的风景可美了。
春天，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

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
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
点嫩芽，吸收着春天的甘露。那是春
天的音符吧?

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范老，像战
土一样守护着校园的一角。小草这时
也是生长最盛时期，它们一簇簇，一
簇簇地挨在一起。

秋天，落叶在林间飞舞、狂欢。同
学们把落叶收集起来，那是美好的回
意。这时，小草已经枯萎，小花已经凋
谢了。

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树木光
秃秃的，大地好似穿上了一件雪白色
的衣服。这时，松柏显得更苍翠了。

校园的一角一年四季景色优美，
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指导教师：田茂洁）

“数学是思维的灵
魂”。作为教师，要善于引
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
观察生活，把学生吸引到
数学教学课堂中来，使学
生对数学产生兴趣，从而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转变教师思想，
提高课堂效率

在新课改中，教师要
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
教育理念，凸显学生在课
堂上的主体地位，建立和
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
系，建立现代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的新模式。

二、密切联系实际，
充实教材内容

小学数学知识与生
活息息相关，教师在教学
中要紧密联系实际，善于
挖掘教材中的生活素材，

将教材中、生活中的相关内容加以
整合并灵活运用，有机渗透到数学
教学中去。

三、注意合作学习，相互交流
探讨

合作学习打破了传统“教师一
言堂”教学模式设置的壁垒，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数学教
学课堂上合理应用小组合作学习
模式，不但可给课堂注入新的活
力，还能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
心。

四、游戏课堂教学，提起学生
兴趣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老先生曾
指出：“游戏可以伴随人的一生，不
管您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还是牙牙
学语的小孩，都是对游戏充满了热
情。”如果让游戏走进小学数学的
课堂，那么学生的学习将变得更有
趣、更快乐，使教学收到良好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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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是一种最直接的师生
双向交流的过程，是老师的重要教
学手段，它被运用于教学过程的各
个环节，成为联系师生双边活动的
纽带。下面，就数学课堂提问略谈几
点。

一、提问要灵活，掌握时机
课堂提问应根据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显示出的心理状态来加以把
握。数学提问不仅能激发学生强烈

的求知欲望，而且还能促进知识的
内化，使学生乐于思考。通过提问，
解疑的思维过程，达到诱导思维的
目的。

二、提问要启发诱导，发散思维
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发

挥得如何，取决于教师引
导启发作用发挥得如何，
取决于教师启发作用发
挥的程度，因此课堂提问

必须具有启发性。因此，教师提问要
做到难度适当，定位准确。对学生的
回答，教师提问要有明确的反应，或
肯定，或否定，或点拨，或追问，恰当
的反应可强化提问效果。

三、提问要把握好问题的梯度

学习活动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
的过程。问题的设置应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循序渐进，采取化整为
零，化难为易的办法，把一些较为复
杂的问题设计成一组有层次、有梯
度的小问题，搭好台阶，逐层解决。
提问要深浅适度，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层层深入，环环紧扣，体现出知
识结构的严密性、科学性和条理性，
从而给学生清晰的层次感。

初中数学课堂提问浅谈
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初级中学 苏代华

新课程标准下课堂中的有效追问
河南安阳高新区第一小学 赵瑞香

一、在粗浅处追问
这是课堂追问最基本的功能，

主要是教师通过追问来了解学生对
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例如“光速
和音速哪一个快”，“叶绿素在植物
光合作用中的功能是什么”等。教师
所期望的是学生正确的答案，而这
些问题的答案也往往是单一的。

二、在矛盾处追问
教师知道大部分同学可能并不

知道这个的答案，提问的目的在于
提高学生的兴趣。教师对同学回答
这些问题的正确性期待不高。实际
上有些问题可能也没有固定的答
案。例如教师在问同学“你们听说过
热带植物吃小动物的故事吗”，“你
们能猜得出最大的花有多大吗”
……

三、在变化处追问
这些问题和动机功能问题一

样，教师并不期待同学口头上回答

出来，其主要目的在于辅助教学活
动，例如帮助学生组织思维（“你能
不能从……去考虑呢”）,组织教学活
动（“多少人已经完成了这个实
验”），引起学生注意（“你们有没有
注意到……的变化呢”）, 强调重点
（同学们是否记得我们刚才谈到的，
在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什么”）

四、在错误处追问
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和引导学

生的思维活动，精心设计带有启发
性的课堂提问比单纯的讲解更能促
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更能完成
知识技能的内化，学生学到的知识
技能的巩固也更牢固。例如教师在
教“谁的浮力”这一单元时启发大
家，“铁棒不能浮在水上，那为什么
几万吨的船能在水中航行呢”，人掉

在河里会下沉，可为什么一个不会
游泳的人能躺在死海上读报呢”，
这类追问会调节教学方向，引起学
生的注意。

五、课堂追问的技巧
1、课前充分准备。首先教师对

课堂提问的重要性要有充分认识，
没有事先设计好的课堂提问不仅收
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有时还会毁
了一堂原本很好的教学课。

2、提的问题要简洁。在设计课
堂提问时，要注意用词简洁明
了，语义正确，提问的形式也要
照顾他们的心理特征，如问“同
学们，你们在平时生活中有没
有注意到有一些东西虽然它们
大小一样，可质量相差很大？”
这样问就比较能引起同学们的

共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3、提问要面向全体。这是一个

教师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我们要警
醒自己，教师上课提问不管是闭合
型的还是开放型的，目的不仅是寻
求同学们的正确答案，更重要的要
唤起全班每一个同学的参与与思
考。

4、留有足够的等待时间。追问
的等待时间有两种，一种是教师在
提问后等待学生回答的这段时间，
另一种是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作出
反应前这段时间。
课堂追问的简单模式

我为祖国点赞
贵州省余庆县城关一小五 3班王泽洋

拥抱是亲人或朋友之间很常见
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可那令我怀念，
使我难忘的拥抱再也没有了。

回望童年，我们一家人有时会
去姥姥家过年。

那时的我坐在车里，小小的脑
袋费力地隔窗仰望，我看到了高楼
大厦逐渐变成了连绵高山，开阔的
马路变成了崎岖的山路。

这是我第一次去姥姥家。妈妈
说姥姥的家在大山里，我从未进过
山里，所以一路很是期待。

因为山上不能停车，所以我们
只好徒步上山。姥姥家是农院，外面
围着高高的石墙，以至于我看不见
内部的样子。看到大门，我心想马上

就能坐下休息了。但推开门却
是一个强劲的拥抱，这拥抱有
些土味儿，还有些汗味儿。我不
知道是谁，挣扎着要从怀抱逃

出，疯狂扭动着身子。“这是姥姥，妈
妈的母亲。”妈妈在一旁告诉我。怀
抱松开了，我怔怔地看着她说了声
“姥姥好！”姥姥的个头还没有妈妈
高，脸上灰沉沉的，还挂着泥点子，
像是刚从地里赶回来。深深的抬头
纹和鱼尾纹像是我来时路上看到的
山脉。她很是激动，大大地咧开嘴笑
着，看我的神情像是看珍宝一般。

这以后我多次跟随妈妈回老家
看望姥姥，每次都会在那个小院门
口得到姥姥爱的拥抱。再也没有了
开始的不适，转而成了一种幸福的
期盼。我以为这样的爱会一直伴随
着我……

2015年的秋天，姥姥因癌症离

开了我们。我当时正读小学二年级，
为了不耽误我的功课，妈妈没让我
去和姥姥见上最后一面。

姥姥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妈妈
又带我去了大山里的老家小院。
我心里幻想着姥姥的模样，有

太多的话想对她说：想给她讲讲学
校里有趣的事儿；告诉她我学会了
滑冰和游泳……心中很是激动，飞
快地上山，推开门，张开双臂，没有
结实的怀抱，只有撞进怀中的风。一
阵伤感袭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鼻
腔又酸又胀，心里像是堵了块大石
头，闷闷的；又像是有东西溜走，空
空落落。
我和亲人们都可以有拥抱，但

是小院门口的，我和姥姥最结实的
拥抱，永远地留在了时光的长河中，
尘封在记忆里。

(指导老师：王秀珍)

小院门口的拥抱
北京市西红门兴海学校初三(五)班 徐梓童

新课程指出：语文课程应注重
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品德修养，
使学生逐渐形成较好的个性和健
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
谐发展。本文浅谈如何在语文教学
中渗透亲情教育。

一、设置情景，激发学生的情
感波澜

在文学作品教学中，“认识形
象，理解形象，受形象感染，学生不
步入特定的情景之中，很难有深切
的感受”。在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
屏幕，呈现汶川大地震母亲用自己
瘦弱的身体，撑住倒塌的废墟，配
以舒缓悲痛的音乐，学生朗读《妈
妈在天堂爱你》。当朗读者读到“亲
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着，一定要
记住妈妈爱你”时，我们能够看到
部分学生的双眼涌满了泪水。由此
可见，设置情景，引导学生入情入
境，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才能帮
助他们走进作品、体验亲情、理解
主题。

二、深情诵读，点燃学生的情感火
花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作
品情感内容的载体。《全日制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日制高
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在各年级阅读
目标中明确要求学生“能用普通话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一些实践证
明，通过那细若春蚕吐丝，重则雷霆隆
隆等不同方式的“美读”，文学作品所蕴
含的不同的情感内容，就能教学生真切
地体验出来，使他们受到美的感染和熏
陶。

三、质疑探究，挖掘教材的情感内
涵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

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
源，虽幽必显。”语文教学就是要让学生
“披文以入情”，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情感
因素，在质疑探究中理性的思辨人类亲
情的特点内涵，不断提高语文素养。

四、以行导情，树立正确而深厚的
亲情观
心理学研究表明：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
动，或设计一定的情境，使学生面临某
种实际任务，可以不断地引发学习的需
要和兴趣。语文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是提高学生
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先要选好能力强
的语文课代表负责组织；同时分组在实
际生活中调查采访，收集材料；并由各
组整理后推选多名同学，围绕这次亲情
主题发言。这种主题班会，虽然准备时
间较长，但是人人参加，培养了美好而
健康的亲情。

总之，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利
用教材中充满亲情的文章，抓住“文以
载情”的特点，将亲情教育渗透在语文
教育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亲
情打开学生心灵的门扉，让学生在语文
学习中，陶冶情操，滋润心灵，感受亲
情，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浅谈亲情教育如何渗透中学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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