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崔晓彧 校对／于怡 组版／绿萝教育周刊·教与学D0404

对于参加2014年中考的学生而
言，应当重视寒假，抓紧假期复习机会，
争取在2014年中考中取得好成绩。

重视期末成绩

初三考生今年1月期末考试的
成绩是填报中考志愿的重要参考之
一，一般来说，可根据此次成绩，结
合往年所在学校考取各类学校的比
例进行估算。出现下述两种情况的
考生尤其需注意，好好把握寒假期
间的复习机会：

一是此次期末考试成绩与中考
期望学校最低目标相差较大的学
生。假如李某今年中考最低目标是
A校，去年A校分数线是515分，而
考生此次期末考试成绩与之相差近
50分。那么李某就要注意分析，导致
此次成绩与期望值存在如此大差距
的原因是什么，并以此为依据制订计
划。

二是此次期末考试成绩与普通
高中录取分数存在差距的学生。中
考后，学生可选择的学校大致有两
类：普通高中和职业类学校。若差距

不大，或定位在普通高中，可依据去
年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判断一
下，并在寒假期间抓住机会冲一冲。

把握学科特点

有的学生说，“我把一本书都背
下来了，为什么考试成绩还是不太
好”。其实，不少学生平时学习很用
功，但就是考不好，这主要是因为很
多学生虽然掌握了每个学科的基础
知识，但运用基础知识的能力并不
强，也没有掌握考试技巧。以语文科

目为例，试题中阅读和作文部分所占
分数比重很大，大部分题目都离不开
中考大纲，考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点的
灵活度，或者是运用知识点的熟练程
度，好多题目都是课本之外的，但答
案却在课本之内。

因此，专家建议，初三学生在寒
假期间复习要注意3点：一是找出薄
弱学科或学科薄弱知识点，强化基
础知识；二是根据每个学科的考试
特点，训练应试技巧；三是了解本地
的中考政策，根据个人情况制订备
考计划。 （付晓晞）

教师要想成为真正的教育者，必须注意以下3
个方面：

一是教师的学科专业成长，这要通过学校的校
本研修来实现；二是教师要完成对自我的认知，修复
并完善内心，重建内在关系模式，形成完整而成熟的
人格；三是教师要完成对学生的认知与理解，懂得每
个人在0至18岁的心理特点及认知规律，知道学生
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哪些问题与需求。

就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而言，当前教师发展存
在的突出问题有两点：一是教师缺乏知识更新，对学
生的心理特点及认知规律所知较少，对教育本质的
理解处于混沌状态；二是教师的发展缺乏精神引领，
几乎所有培训都是针对教师的学科专业、班级管理、
师德师风建设，没有对教师内在人格的完善与发展
深入解读。大多数教师不能成为一名好的教育者，
是因为其内在人格还处于儿童期，没有发展到一个
成熟的个体水平。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凸显
的问题与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密不可分。教师缺乏
自己的育人思想，不知道要使学生成长为什么样的
人；不知道如何创设一个生活、生态、经典的教室环
境给学生，使他们生命和精神的秘密自发地显现；
不懂得如何营造一个符合国家课程观、符合学生实
体化认知、自由安全并且有秩序感的课堂，让学生
成为自我学习发展的主人；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学生
开发出体、音、美及自然、科学、社会实践课程，让学
生有尽可能宽泛的知识领域可以选择，从而发现自
己的兴趣，明确人生理想。这些都因为教师在专业
化成长方向上的偏离与走向上的狭隘（即只注重知
识和技能），忽略了人的发展。

重视寒假复习 中考胜算更大

教师要想成为真正的教育者，既要注重专业化成长，又应深谙人的成长规律

实现自我价值 获得成功与幸福
□李艳丽

目前，教师发展模式有3个方面是需要改
变的。

一是帮助教师提升意识。教师提升了意
识，才能知道人是什么，教育是什么，人和人的
关系是什么，爱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为什
么在教育中是第一位的，规则是什么，世界是什
么……教师才能睁开眼睛看到一个新的世界，
看到“人类的儿童”，而不是“个体的儿童”。

二是对教师进行心理治疗，让教师打开心
灵，对生命产生感觉。如此一来，教师的眼睛
就能看到生命，以此改变教师对待学生的态
度。学生若不能较好地成长，应是基于成人
的问题，而成人并不是不想做好，其生命状态
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行为模式和心理模
式，只有通过治疗才能有所改变。这个工作
需要永不停歇地做下去，直到新一代的生命成
长起来。

三是让教师了解并懂得人在0至18岁成
长的基本规律，特别是0至6岁、6至9岁、9至
12岁、12至15岁等几个不同时期人的心理特
点和认知规律；懂得什么是学生的敏感期，知
道学生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心理问题与需求；明
白什么叫实体化认知，清楚一个12岁以下的
学生手里没有实物就无法思考；知道每个孩子
都天然地生活在精神中，他的生命中一定要有
运动、音乐、绘画、图书、经典、植物、动物、活
动、课程，让他们自由选择、自我体验，感受生
命与环境、与人的连接，感受自我，发现生命，
创造人生。

教师的成功与幸福，其实就是教师自我价

值的实现。这一方面体现在职业中，另一方面
体现在内在不断地明晰与圆满中。两方面互为
表里，相互依存，看似是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
事。教师通过对人的认知与思考使工作更明
确，教师经过工作中的体验与感受得以完成对
理论的实体化认知。这才是真正的认知，是心
灵层面的“懂得”，而非头脑层面的“知道”。

所以，在有效促进教师精神成长、让教师
走向成功与幸福的具体实践中，通过个人读
书、集体读书、集体反思、读书报告会、心理团
体操、个人心理辅导、沙盘游戏师培训、精神分
析研讨、新课堂体验式培训、课程开发研讨、学
生非功利阅读解读、生活化教室营造、社团社
会活动开发等一系列体验式培训，在学校和区
域内广泛而全面地开展区本教研、区本培训，
校本教研、校本培训活动，进而系统、全面地开
展工作。让教师的学科专业、对自我的认知与
建构、对学生的认知与理解能够同时向前推
进，每个月都有新体验，每个学期都有新认知，
每年都有新发展。

这样的工作持续3年至5年，就基本上可
以使教师完成专业基本技能、自我正确认知、儿
童初步理解等任务；经过5年至10年，就可以
使教师实现专业上扎实熟练、自我内心成熟稳
定、对儿童心理行为特点能准确判定。经过这
样的成长，教师基本上具备了自我内观、觉知、
发展的能力，他们的专业技术精湛，生命状态从
容沉静，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抱持性”的环境，
提供发展成长的支持，呈现一名真正的教育者
的素养，实现个人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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