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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C小学生

小学·课堂

课堂上 小朋友们为啥要“圈圈坐”
小学·学生

□刘亚华

为了不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我给
她报了街舞、绘画、围棋和国标舞等课
外班，把她的双休日安排得满满的。每
天放学回家，我还要陪着她训练一会
儿。女儿虽然极不情愿，但碍于我的压
力，只得乖乖地听从。

一天傍晚，女儿的作业写得乱七八
糟，我就勒令她重写。她写着写着突然
趴在桌子上喊头疼，看样子极其难受。
我心急如焚，怕是什么急性病，就赶紧
带她去医院。

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也没查出什么
原因，最后医生得出结论：“这孩子没
病，可能是压力太大。”医生又偷偷对我
说：“你女儿这类病，我见得多了。这些
孩子，其实根本没病，都是因为父母给
的压力太大，想通过装病逃避，回去休
息休息就好了。”

装病！医生的话让我很惊讶！女
儿很少说谎，如果不是我逼得急，她也
不会出此招，看来她是厌倦学习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压住怒火没揭穿
她，而是认真地对她说：“这么晚了，我
还陪你来看病，你看妈妈辛苦不辛
苦？”女儿点点头。我接着说：“你是不
是觉得作业多，感觉很累？”她重重地点
头，然后对我说：“妈妈，我学那么多，太
累了。”

没想到会从她口中说出累字，我心
中一惊：这些日子，她的确没好好玩过，
学习压力太大了。于是我对她说：“有
些东西我们必须学，譬如学一门乐器，
学跳舞。这样吧，我尽量给你少报一些
培优班，把星期天空出来，让你尽情
玩。还有，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只要
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好，我就不再强
迫你学这学那了。”女儿听后，高兴得手
舞足蹈。

说完后，我摸摸她的头，笑着问：
“头还疼吗？”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跟
我认错：“对不起，妈妈，我的头其实不
疼，我想着我装病你就会让我休息。哪
知道，你偏要带我上医院。”她笑了，我
也笑了。

从那以后，我给女儿减少了培优
班，多点儿时间让她自己支配，她兴高
采烈地玩自己喜欢的游戏、做手工，对
我给她选择的必上的培优班也欣然接
受了。看着她开心的样子，我很庆幸，
她用装病来提醒我：少给孩子报一些课
外班，多给她一点儿自由和快乐。

四五个课外班填满双休日

女儿装病逃作业

□记者 焦琳

“最近去接孩子，发现他们的座位
变了，以前是从前往后一排一排的，现
在变成了四张桌子拼在一起，孩子们
围着桌子‘圈圈坐’，这让我有点儿担
心……”刘女士说，她的孩子在西工区
一所小学上一年级。座位排列方式的
变化让她感到困惑：这样坐，孩子能认
真听讲吗？几个人坐在一起，自控力不
强的孩子岂不是更容易“说小话”了？

“圈圈坐”带来不少小矛盾

由“排排坐”变成“圈圈坐”，孩子
们显得异常兴奋。上周五，《洛阳晚
报》记者来到刘女士孩子所在的班
级。课堂座位形式的改变，带来的变
化是巨大的，孩子们由原来的只能看
到同学的后脑勺，变成了可以面对面
说话。

这样的课堂的确新鲜、有趣，但在
课堂观察中，《洛阳晚报》记者发现，有
些小豆丁管不住自己，在下面悄悄说

话；还有些学生会时不时向老师打小
报告：“老师，某某总是抢着说话，不让
别人说”“某某总是捣乱”……

在小组交流环节，有的小组还出
现了“霸话筒”现象——一名组员独占
发言时间，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发
言；有的孩子争着发言，其他小组的
同学发言时，他们却自顾自地做小动
作，没耐心听；还有的孩子，会嘲笑别
人的观点……

大多数时候，老师能够机智地熄
灭这些“小火苗”。然而，一旦处理不
好，课堂就会立马被这些问题拉到别
的地方，导致孩子们之间的合作学习
无法有效进行。

孩子“圈圈坐”家长这样做

“其实，这是目前课堂教学中很常
见的一种模式，叫作‘小组合作学
习’。”巨龙小学副校长潘惠芝说，从心
理学角度讲，“圈圈坐”更有利于师生、
生生间的合作，强调人际交往对认知
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们班的学习小组一般2人或4
人为一组。分组时，老师会有意根据
学科特长进行分配，或让性格互补的
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市五十六中教师
王承蕙子说。作为家长，如果您孩子
班里采取的是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
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在小组中获得成
长，您可以注意培养孩子以下几个方
面的能力。

倾听能力 低年级时，大多数孩子
的表达能力优于倾听能力。因此，家
长平时要教孩子不要随便打断别人发
言，努力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并学会
对别人的发言做出评价。

质疑能力 当孩子听不懂时，要学
会主动请求对方做出进一步解释；当
自己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时，也要提
出疑问，大家共同探讨解决。

组织能力 学会组织、主持小组学
习，并根据别人的发言进行总结、阐
述。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一次次的
交流碰撞中，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
并与他人分享思维成果。

□见习记者 赵丹 通讯员 杨慧 文/图

“月亮好大好圆啊！”不久前，68年一遇的“超级大
月亮”与大家见面，不少小朋友都被月亮的美丽征服了。

月亮也是课堂上的“常客”，很多老师会让学生动
手画出自己见过的月亮。镰刀形的、半圆形的、正圆形
的……大家画出的月亮各式各样。有学生问老师：“月
亮只有一个，为什么大家会画出这么多不同的样子呢？”

今天，市实验小学科学老师杨慧，为大家带来了一
个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小实验。一起来探索月亮形状的
奥秘吧！

小学·科学

同一个月亮 许多张“面孔”

操作步骤：
（1）打开手电筒，用手电筒的光模拟太阳光。
（2）将手电筒的光照在白色的球上。
（3）观察者代表地球站在中间，拿球的实验者代

表月球围绕观察者做圆周运动，拿手电筒的实验者不
动，这时观察者就可以看到，不同位置月相的变化。

初二看得见（如图②）
初三初四像镰刀（如图③）
初七初八月半边（如图④）
十五十六圆又圆（如图⑤）
【想一想】
做完上面的小实验，你是否知道了关于月亮形状

的秘密？
月亮围绕地球公转，是地球的一颗卫星，也是离地

球最近的自然天体，年龄大约已有46亿年。月亮本身
并不会发光，只反射太阳光，所以，在它运动的过程中，
人类看到的月亮形状是不同的。

【说一说】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和爸爸妈妈一起做做

实验，或者看看月亮吧。试着描述一下月亮在你眼中
的样子。另外，你知道哪些有关月亮的诗句？别忘了，
把月亮变化的秘密与小伙伴分享哦。

所需材料：手
电筒、白色的球（如
图①）

实验环境：将屋
内的灯关掉，模拟浩
瀚的宇宙环境。

（
资
料
图
片
）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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