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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沟通与合作是教师的一项基本专业能力，提

升沟通的品质是教师专业成长道路上的一项必

要修炼。在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因为沟通不畅而

引起矛盾、烦恼和误会。作为一位传道授业者的

教师，语言表达和沟通方式尤其重要。沟通是无

处不在的，有时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不经意间

的语言,会造成别人的误解、反感、生气，这就是

直接影响我们人际交往的暴力语言。要想使我

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我们必须要掌握非暴力

沟通。

学会非暴力沟通是教师的一种能力

在学校教育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那

么简单的动作都不会做，你怎么这么笨呢?”“看

看你边上的同学多听话，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他

呢?”“跳绳又没带，去边上罚站”……可想而知，

这样的语言很可能会导致学生干脆不做不练了，

甚至变本加厉发展到违反纪律、我行我素。这样

的情况表明不恰当的沟通会使我们的教育效果

大打折扣。

如何解决沟通造成的教育问题，理性的解决

方案是观察和倾听。我们既要全面客观地了解

孩子的情况，分析其原因。要去倾听孩子的心

声，懂得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使孩子渐渐

地对老师产生信赖。

在教学工作中与学生进行非暴力沟通是比

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孩子的内心比较单纯。而教

师与家长的沟通难度远大于对学生的沟通。如

果沟通不畅，就会引起相互之间的矛盾，不但影

响正常的教学常规，还会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很

大的障碍,甚至使教师处在吃力不讨好的尴尬之

中。例如学校布置的学习各种文件、填写信息表

格，要求家长学习、签字、填报及时完成的任务。

还有征订报纸、订校服、订牛奶等，原则上是要求

不能强制，但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完成，这时候

就需要教师通过智慧的沟通方式，让家长及孩子

们完成学校所布置的任务。

不适当的语言沟通就是暴力沟通

常言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但如今让很

多教师感慨的是“有爱也不见得有教育”。一些

老师对学生满怀热情,然而有的学生却对老师敬

而远之。有的老师非常负责地帮助学生改正错

误却吃力不讨好。

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教

育对象有了一定的主体性，而我们教育工作者的

沟通能力却相对滞后跟不上变化。一般意义上

来说拳脚相加才是暴力，许多老师认为自己依

法执教不体罚学生,根本与暴力一词扯不上任何

关系，但实际并非如此。对当事者陈述不当行为

时把观察与评价混为一谈，经常会给学生以道德

评判这些也属于暴力。当与学生或家长交流时,
只顾自己说话而忽视了倾听对方说话，用安慰

式、同情式、反驳式、辩解式、建议式等方式向倾

诉者作出相应的反馈。

教师涉及使用现实意义上的武力暴力比较

容易辨别，发生概率一般情况下很低。但是,通
过语言让学生产生心理压力、紧张和痛苦的暴力

往往连自己都很难察觉到,法律政策监管不到的

情况下发生的频率也会随之提高。

当我们用心体会和留意一下自己和其他教师

的日常谈话方式就会发现,我们平时的语言的确

会经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不适。虽然没有肢体上

的冲突,但它同样会使受害者愤怒，甚至会使对方

作出暴力反抗,其实实际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的非暴力沟通就是当学生的行为和教

师的要求产生差距时，不加评判的观察和恰当地

表达感受，使学生能够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激

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创造力。如果我们想要

让学生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非常重要,我们就

要耐心去倾听他们的表达、考虑他们的想法。每

次和学生沟通要用心，耐心倾听学生的想法，在

沟通时不要想当然地理解对方的意思,也不要妄

加揣测对方的意思。

在倾听中理解行为背后潜在的需要。要用

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优化沟通方式,使沟通更加

畅通,通过家校联合共筑坚固的教育长城,为教育

环境打造一片和谐和美好。

浅谈非暴力沟通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遂昌县云峰中心学校 王凯

数学口算具有灵活性、快速性等鲜明特征，

直接关系到数学基本计算能力、解题效率及思维

能力。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之后，小学

数学教学目标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低段教学活动

在引导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口算能力，使

得学生数学思维活跃度及学习能力得以长久性

发展，逐步强化数学核心素养，有利于实现素质

教育。

建立数感，说清数学道理

数感主要是指关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运

算结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建立数感有助于学

生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理解或表述具体情

境中的数量关系。数感能增进学生对数的理解，

让学生更容易说清数理，从而提升学生数学口算

能力。通常老师为了培养学生的数感，会让学生

数数，反复地正数、倒数：1 个 1 个地数，2 个 2 个

地数，5 个 5 个地数，10 个 10 个地数。不仅仅是

数数字，还会数实物，如数花生、数豆子。其次，

数感是读出来的。36读作“三十六”，表示 3个十

和 6个一。在理解每个数位上数字的含义后，再

进行读数，就读出了数感。如易错题：“一个两位

数，个位上是 4，十位上的数字比个位上少 1，这

个两位数是（ ）。”事实上，除了数数、读数，

教学数的基数意义与序数意义，区分几个与第几

个，教学数序与数的大小比较等等，都有助于形

成数感。这些教学活动都帮助学生获得数的感

觉，增进对数的理解，提升口算能力，为之后的计

算教学打下很好的基础。

融入趣味教学，强化学生口算技能训练

对于提升低段小学生口算能力，开展具有针

对性的训练尤为关键。口算教学中，教师应立足

于学生学习与发展需求，采取趣味性教学方法，

强化口算能力。例如，竞赛、游戏等不仅可激活

学生思维与学习热情，而且还可实现高效教学，

进而有利于学生口算能力的提高。例如，在学生

学习了“加减法”之后，为了巩固学生所学知识，

在习题训练中教师可设计趣味性游戏活动——

“青蛙过河”。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学生注意力

高度集中，为了能够成功跳跃到河边齐心协力，

积极努力地口算。还可让学生设计口算小卡片，

一面写上加法或减法的算式，另一面写出得数，

计时挑战看算式说得数，也可以看得数自己编算

式，之后二年级的乘法、除法也可以采取这种“小

卡片”的计时挑战游戏。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口

算兴趣，也使得学生把计算落实到位，强化口算

效果。

从运算习惯入手，强化学生口算习惯的培养

良好的计算习惯是保障低段学生计算能力

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大量教学实践得知，低段学

生由于年龄较小，注意力欠集中，这无疑增加了教

学的难度。对此，教师应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促使他们把口算这一抽象问题

简化为简单形象的问题。对此，教师可采取如下

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口算习惯。做到“一读”“二

画”“三检查”的习惯。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读题的

习惯、画关键字的习惯和检查结果的习惯。通过

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在口算过程中就能做

到认真审题与计算，逐步强化口算能力。

注重分层教学，缩小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性

由于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成长经历是不同

的，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针对学生的差异

分层次训练，借助这种方式，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沟

通，了解学生的口算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教学中做

到有的放矢。另外，为了有效测验学生口算能力，

教师还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深入了解学

情，进而有针对性地布置口算作业。同时，教师要

注意方式方法，针对表现优异的学生，要鼓励他们

积极为其他同学分享经验或是计算方式；针对口

算能力较弱的学生，要鼓励他们不要灰心，积极向

其他同学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互帮互助的

良好氛围，促进学生口算能力的提升。

在小学低段数学课堂中，加强对学生计算能

力培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值得每个老师重

视并去研究，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与积极

性，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从小形成良好的数学计

算习惯，为学生今后数学学习以及计算打好基础。

浅谈小学低段数学口算能力的培养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叶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