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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5_BF_83_E7_c38_535702.htm [案例1] 一位热情而热

爱教育工作的教师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及提供一个更有情

趣的学习环境。新学年开始了，他对教室进行了一番精心的

布置，教室内周围的墙上张贴了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图画

，窗台上还摆上了花草、植物，使课室充满了生机。请你判

断，它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为什么？ [分析] 这位热情的教

师出发点虽然很好，但事与愿违，反而产生分散学生注意，

影响学生集中学习的效果。根据无意注意的规律，有趣的图

画，室内的花草、植物这些新异的刺激物吸引了学生的注意

，尤其对低年级学生，他们容易把注意转移到欣赏图画、花

草植物上，而影响了专心听课。 [案例2] 教师在板书生字时，

常把形近字的相同部分与相异部分分别用白色和红色的粉笔

写出来，目的是什么？符合什么规律？ [分析] 目的是加大形

近字的区别，使学生易于掌握形近字。 (1)符合知觉选择性规

律：知觉对象与知觉背景差别越大，对象越容易被人知觉。

(2)符合感觉的相互作用中同时性对比规律：红白形成鲜明的

对比，使学生容易区别形近字。 [案例3] 教学生识字有很多技

巧，有一位教师告诉学生如何区别“买卖”两个字时说：“

多了就卖，少了就买。”学生很快记住了这两个字。还有的

学生把“干燥”写成“干躁”，把“急躁”写成“急燥”，

老师就教学生记住：“干燥防失火，急躁必跺足。”从此以

后，学生对这两个字再也不混淆了。这些教法有何心理学依

据？ [分析] 这些教法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心理



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凡是有意义的材料，必须让学生学会积

极开动脑筋，找出材料之间的联系；对无意义的材料，应尽

量赋予其人为的意义，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识记，记忆效果

就好。简言之，教师应教学生进行意义识记。 [案例4] 教师在

检查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时，其试卷为什么不单纯用选择和

判断题，而常常求助于填空、问答题？ [分析] 选择和判断主

要通过再认解答；填空、问答主要通过重现来解答。由于再

认和重现的水平不同，人的再认记忆优于重现记忆，而且能

再认的不一定重现。因此仅靠判断、选择难以说明记忆已达

到牢固保持的程度，往往借助于问答、填空等题型。 [案例5] 

在实际的教学中，有的教师对学生作业采用“漏一补十”“

错一罚十”的做法。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请运用记忆的有

关规律加以分析。 [分析] 这种做法违背记忆规律，也是行之

无效的。学生识记的效果和识记材料的性质和数量有关，在

一定的时间不宜过多，否则，易引起学生过度的疲劳，降低

记忆的效果，同时，“漏一补十”“错一罚十”的做法易使

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和记忆的信心和主动性，对进一步学习制

造一些心理障碍。 [案例6] 在课堂上，教师让学生“列举砖头

的用处”时，学生小方的回答是：“造房子，造仓库，造学

校，铺路”；学生小明的回答是：“盖房子，盖花坛，打狗

，敲钉”，请问小方和小明的回答如何？你更欣赏哪种回答

？为什么？请根据思维的原理进行分析。 [分析] 小方回答砖

头的用途都是沿着用作“建筑材料”这一方向发散出来的，

几乎没有变通性。而小明的回答不仅想到了砖头可作建筑材

料，还可作防身的武器，敲打的工具，这样的发散思维变通

性就好，其新的思路和想法，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案



例1：如今的孩子很小就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脑子里

千奇百怪的东西很多。有时候，他们会在课堂上或课后向你

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你在课堂上讲太阳和月亮，

有的孩子便会问：“老师，太阳为什么白天出来？月亮为什

么晚上才出来？”对这样的问题还能勉强回答，但有些孩子

在课后向我提的问题，真的让我难以回答。比如，有的孩子

会冷不丁地问你：“老师，什么叫‘酷毙了’？”“老师，

怎样才能当上还珠格格？”我一时哑然。有时我想，或许我

真的是年纪大了，不再适合当小学老师了。问题：面对这位

老师的困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请作教师素质现代化的

要求来回答 答：这位教师的困惑，主要在于他对当今时代社

会的新生事物，新鲜词的不理解，换句话说是教育思想观念

的现代化跟不上步伐。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教师素质的现代

化。因为教育中的任何活动都要靠教师进行，教育的目标的

实现，效果如何都取决于教师。 教师素质的现代化包括：教

育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职业道德素质的现代化，能力素质的

现代化。总之，教师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对现代人的总

体要求在教师职业上的特殊反映。 案例2： 成都市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基础教育办学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

：“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近免试入学，任何公办、

民办和各类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的小学、初中不得以考试的方

式择优选拔新生，也不得以小学阶段各类学科竞赛（如小学

数学奥赛等）成绩作为录取新生的依据。” 问题：你对成都

市教育局的规定有什么看法？请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出发

对奥赛进行评价。 答：我认为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除了进一

步规范基础教育的办学，避免教育偏离它的轨道，成了变相



教育。这个规定也促进了全面发展教育目的的实现。实施全

面发展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教育

由德、智、体、美、劳动技术教育等五育组成。在新技术革

命的挑战面前，注重智力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共同趋

向。奥赛正是发展学生的智力，用知识的精华去武装学生，

迎合教育的趋向。但许多人却一味地为了奥赛。只注重去发

展学生的智育，而忽视其它四育的发展，厚比薄彼，有所偏

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知竞赛，而不知其他是不是健全

的。 案例3： 读者者薛女士反映，转学还不到一学期的10岁

儿子小雷（化名）跟过去比好像换了个人。以往由于喜欢做

小动作，小雷没少挨老师的骂，结果看到老师就害怕，不得

不转学。到新学校后不久，小雷在上课时又忍不住做起了不

动作，被老师发现了。新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轻轻

拍了一下他的背，便继续上课了。以后，每次新老师走过小

雷身边，如果小雷没做小动作，老师就会对他微笑并点头表

示赞许。很快，小雷改掉了坏习惯，还爱上了学习，自信心

大增。 问题：请从该案例分析，对待有问题的学生新老师的

教育机智。请从小学生的生理及心理发展特点来分析。 答：

小学生身高体重处于两次增长高峰期之间，是相对稳定发展

时期。他们的有意注意已开始发展，但无意注意仍占优势，

他们的注意力不稳定不持久，小学生的情感不稳定性以及不

善于控制的特点也很突出，特别是小学低年级还是依据他人

的要求评价自己。这些都是小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的发展特点

。 上面这位新老师正是正确认识到了这点，并机智地运用这

个特点来引导小雷，既纠正了他，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教

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培养孩子的情感，这对孩



子的健康成长更为重要和紧迫。 案例4： 19世纪末，美国西

部有个坏孩子，他把石头扔向邻居的窗户，把死兔装进桶里

放到学校的火炉里烧烤，弄得到处臭气熏天。9岁那年，他父

亲娶了继母，父亲对继母说：“你要注意着孩子，他在我们

这里最坏，让我防不胜防，关痛死了。”继母好奇地走进孩

子，对孩子进行了全面了解后，对丈夫说：“你错了，亲爱

的，他不是最坏的孩子，而是最聪明的孩子，只是我们还没

有找到发挥他聪明才智的地方罢了。”继母很欣赏这个孩子

，在她的正确引导下，孩子很快走上了正路，后来成为美国

著名的企业家和思想家，他说是戴尔&#8226.卡耐基。 问题：

你怎样理解“坏孩子”“差学生”？你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

么启发？ 答：所谓差等生就是指那些不能达到基本教育要求

，德智体全面发展水平较差或发展不平衡的学生。学生都是

可教育的，没有哪个学生天生就是不想学好，世界上只有教

不好学生的老师，决没有不可教育的孩子。教育的力量是巨

大的。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1、平等公正地对待他们

，尊重、理解、信任他们，使他们主动接受教育。2、一分为

二地看待他们，找出教育的切入点。3、给差等生以高尚的教

育爱，转变差等生并不难，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也是

完全可以做到的。 案例5 当代有一位教育专家兼作家这样叹

息中国的教育：“要想使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前程

，现在中国父母唯一要做的恰恰不再是帮助学校把他们的考

分再提高一些，而是保护好自己孩子的天赋别再受学校的侵

害吧！” 问题：这段话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请你从教育的

根本目的出发对中国当前的教育进行反思。 答：这段话指出

了当前中国教育的弊端，当前中国教育趋向于分数教育（即



应试教育），都是以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的好坏，学生已经

变成读书机器，而失去了本身拥用的天赋，没有自我了。 实

施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

教育由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等部分组成

要能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中国教育已经开始由应试教育转向

素质教育，解放人的自我了。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