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发现，90后老师热情有干劲，
上课放得开，也张扬个性。”光明中学副
校长朱莹毅这样评价新一代老师，不过，
他认为这些老师身上也存在一些独生子
女的问题，他们通常做事比较随意，不太
规范。“比如，过去教师初登讲台，带教老
师都要求新教师写好详细的教案，细化
到上课时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写下来，现
在的新老师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嫌
太麻烦。”朱校长说，正因如此，学校也将
新教师培训的重点放在规范化方面。

目前，光明中学为每位见习教师配备
了两位带教老师，一位负责学科指导，一

位负责班主任工作指导，每位新教师参加
规范化培训的时间为一年。

针对这批90后教师的新特点，朱校长
表示，学校将抓好几方面的培训，首先是
基本功的训练，包括正确板书、写教案、
作业批改等，每月进行一次教学基本功
评比。其次是讲话的科学性。“由于现在
的90后都擅长使用网络语言，虽然这有
利于调节课堂气氛，但是部分网络语言
缺乏科学性，课堂上要慎用。”朱校长说。
还有仪表的培训，有些90后教师心理成熟
度不够，穿着过于张扬个性，容易分散学
生注意力。 （据《新闻晚报》）

90后“潮”老师借漫画教化学

为每一个化学
元素画一幅形象漫
画，将古典音乐的节
奏与化学课巧妙“嫁
接”在一起……这些
颇具“潮”味的教学
元素，源于一名90后
老师。在 90 后学生
眼中，90后老师是有
创意、有个性的新一
代老师。

“现在，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的漫
画发布时间。”上海市光明中学高一（1）
班的化学课上，陈稼元老师话音刚落，
台下的学生就欢呼起来。

圆圆的大眼睛、利落的短发……在
陈老师的漫画里，氧元素“变身”为一位
漂亮、活泼的女子；氢元素手拿纸扇，犹
抱琵琶半遮面，尽显娇羞、妩媚，漫画背
面还配有文字介绍：氢元素，一种神秘
的非金属元素，千万别惹它生气，小心
它变成氢弹炸死你……

陈稼元生于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
大，今年9月刚入职，他说：“我想告诉学
生，每个化学元素都是有个性的，学习
化学其实很有趣。”

学生们还清楚地记得陈老师上第
一节课时，有些害羞，于是他得了个

“天然萌”的绰号。陈老师布置的作
业，多数学生都能在半小时内完成，有
余力的同学可以适当完成拓展作业。
他说：“我们在学生时代，对作业多也
深恶痛绝。”

化学元素漫画受欢迎

古典音乐与化学课有什么关系？看
上去，两者八竿子也打不着，可在90后
天马行空的创意中，两者被巧妙地“嫁
接”在了一起。

陈老师的备课稿犹如一本乐谱，他将
每节课分成不同的“乐章”。如第一课高中
化学绪论中，第一“乐章”的内容是讲解课
堂要求、作业要求等，他标注的课堂节奏为
古典音乐中的专业术语“快板”。“快板的节
奏就是采用介绍性的语言解释知识点，不
需学生多思考。”陈老师说。到了第三“乐
章”——“怎样学习化学”时，就变成中慢速

的“行板”，他还在教案中特别标注“注意减
慢语速”，“因为这一章节的内容比较重要，
需要理解，所以要控制节奏”。

陈老师的备课稿上，还时不时穿插
一些有趣的“哲理小品”——他借用中
学生熟悉的网络游戏传递人生真谛：俄
罗斯方块告诉我们，犯下的错误会积累，
获得的成功会消失；植物大战僵尸告诉
我们，要常调整状态，才能应付不同的挑
战；愤怒的小鸟告诉我们，有时沉下心
来，会飞得更高；水果忍者告诉我们，水
果与炸弹同在，机会与挑战并存……

音乐节奏与化学课的“嫁接”

90后教师有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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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重在掌握方法
□记者 李书平 文/图

学生的世界小，就决定了不可
能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也
就是说，学生的世界里，“平淡”素材
最多，如何将不起眼的小素材表现
出深刻的大主题，让作文能够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平中见奇，以
小见大呢？

捕捉特有的经历与体验

有的学生由于爷爷奶奶或外公
外婆在农村，有的学生由农村转学
到城里，他们在农村生活过，这个经
历相对于始终生活在城市的同学而
言，就是一种独特的素材。

写农民的性格。他们身上既有朴
实、单纯的一面，也有因学识和眼界而
造成的保守、落后一面，在新的时代大
潮里，农民要提升自身素养，做到与时
俱进。

城市化背景下的冷思考。城市化
的迅速发展对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
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城
市与农村如何协调发展，如何保住农
村的优美环境不被污染，值得思考与
行动等。

总之，只要认真寻找自己生活中
独特的地方，就能够写出新意作文。

挖掘独有的心得和感悟

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爱
好或专长，既是学生自己熟悉的，又是
别人少有的，正因为这样，写出来就有
新鲜感和可读性。

比如，喜欢军事的学生，可以看
看中央电视台的《军事天地》和有关
的书报，从自己所掌握的各种军事素
材中找到写作的素材和灵感。对艺
术情有独钟的学生，可以结合所掌握
的艺术家身世遭遇、艺术风格等来作
为作文的素材，也可以结合自己所看
到的电影、电视剧中的情节、人物形
象或者演员、导演的相关故事等作为
自己的素材。

体味丰富真挚的情感

教育专家指出，现在有一些学生
在写作文的时候，不是缺乏素材，因
为现在获取素材的渠道实在是太多
了，有种类繁多的书刊，有随时随地
可以浏览的网络，也不是教师没有传
授写作技法，而是积累不足，对素材
视而不见，缺乏应有的筛选、思考和
提炼，从而出现了写作时“我”不在场
的情况。对此，学生在写作的时候，
就要对经历过或所见所闻的生活重
新唤起记忆，找回有价值的细节，聚
合情感，激活写作灵感，从而表现出
自己的真情实感。

如有篇中考满分作文《花样年华》
的结尾：“春光似海，青春如花。青春
是美丽的，它贯穿于奋斗与拼搏的历
程中。愿天下的人们都能让自己的青
春绽放出花一样的馨香!”

这样强烈抒情的语句，就为文章
添彩，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亮点鲜
明，卒章显志。

(解放牛)

“平淡”素材
也能出新

尚晓娜在解答学生疑问尚晓娜在解答学生疑问。。

尚晓娜是市二十七中的一名英语老
师，她认为，在英语学习上没有捷径可
走，但有方法可循，只要掌握了学习方
法，就能学好英语。

学习语法要抓重点

对于中学生来说，英语最难学的就是
语法知识。因为英语语法知识点很碎，很
容易混淆，而且枯燥无味。

尚晓娜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学
会抓住重点，找到规律，争取变复杂为
简单。

她说，初中英语语法突出考查的是动
词的时态和语态，动词的用法，非谓语动
词，从句、形容词和副词的用法，情态动词
及交际用语等。通过教学研究，她发现当
宾语从句是疑问句时，从句一定要用陈述
语序（主语＋谓语），掌握了这一方法，英语
语法就不难学了。

听力考查的是综合能力

尚晓娜说，近年来的中考听力试题多

采用对话、独白、短文的形式，考查学生对
口头语言材料的理解能力以及从口头语言
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同时还考查学生
对信息进行判断、归纳、综合以及根据信息

实际操作的能力。
对于中学生来说，听力测试的难度不

会太大，进行针对性训练即可。

掌握单词要经常复习

英语知识点繁多，单词记忆量大，许多
学生抱怨说单词难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背下来的单词，往往过上一两天就忘了。
有什么办法能让学生快速记住单词而又不
易忘记呢？

经常复习。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提出过著

名的“遗忘曲线”。曲线表明，遗忘的规
律是先快后慢，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
始，而且最初的遗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渐
减慢。

针对这一规律，学习单词一定要复习，
在复习中要学会回忆、背诵。只有这样，才
能熟练掌握背过的单词。

知识口诀化。
“顺口溜”的特有韵律，能将抽象、烦琐

的词语和语法知识化难为易，这不但便于
学生记忆，而且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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