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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在壮族地区的小学奋力耕耘

了三十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作为壮族地

区低年级儿童教师只有把握低年级学生的心

理特征，才能对课堂纪律进行有效的调控。

本文从规范课堂常规是掌控课堂纪律的前提

和基础、简单明了的口令是调控学生注意力

的法宝、生动有趣的教学设计是吸引注意力

的关键等三个方面谈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

一些具体做法。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广大同

仁提出宝贵意见。

【关键词】注意力 壮族地区儿童 课堂常

规 调控

壮族地区的低年级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

较短，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

课堂教学组织越来越困难。这样的情况如果

不加以合理的控制或者处理不当，就可能破

坏正常的教学秩序，打破课堂气氛，导致教

师情绪低落，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直接影响

教学进度，最终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在日

常教学中，怎样掌控好低年级的课堂纪律

呢？下面谈谈笔者一些做法。

一、规范课堂常规是掌控课堂纪律的前

提和基础

课堂纪律要严明。夸美纽斯说“学校没

有纪律便如磨房里没有水”。壮族地区一年级

儿童刚入学不久，还没从幼儿园的影子中走

出来。学生学习习惯还没成型，课堂纪律很

差。在开学的第一周每节语文课中笔者就从7

个方面的常规训练抓起。一是课前准备：上

课前必须准备好学习用品，书本统一放在桌

面的右上方，文具盒横放在桌面正中间。二

是候课：上课音乐响起，要迅速而安静地走

进教室，值周班长提示“请伏台”，每个学生

伏在课桌上“静息”，等待老师上课。三是铃

声响后： 上课铃声响起，教师走进教室，班

长喊：“起立”，全体学生向外跨出一步立正

站好后， 再鞠躬向老师问好：“老师，您

好！”老师也鞠躬回礼：“同学们好，请坐！”

学生再按照要求安静坐下。下课铃声响起：

老师宣布下课后，由班长喊“起立”，学生鞠

躬说：“老师，再见！”，老 师说：“同学们再

见！”学生做好下节课的准备后，离开座位，

喝水、上厕所、出去玩。四是举手发言：右

手自然举起，五指并拢向上举直，肘部不离

开桌面。五是坐姿：上课时，要坐姿端正，

双脚自然叉开与肩同宽（或并拢） ，抬头挺

胸身体坐直。六是握笔姿势：拇指、食指捏

着，三指、四指托着，小指往里藏着，笔杆

向后躺着，笔尖向前斜着。 七是写字姿势：

做到“三个一”（一尺、一寸、一拳）即胸离

桌边一拳，眼离书本一尺，手离笔尖一寸。

如此反复训练 1 周以后，每次上课伊始

孩子们都规规矩矩。当上课到一定的时间后

好动的孩子往往会东张西望，开小差，搞小

动作等。笔者没有大声地斥责他们，而是找

到一个坐得最端正的小朋友微笑着对他说：

“这个小朋友真棒，坐得端端正正听老师上

课。”说完挺了挺胸把手放在膝盖上学着那个

小朋友的样子坐得端端正正。笔者偷偷地环

顾四周，孩子们都学我俩的样子坐得端端正

正，脸上都笑眯眯的。

二、简单明了的口令是调控学生注意力

的法宝

壮族地区低年级儿童的心里总觉得上什

么课都是开开心心地在玩乐中度过，所以在

课堂上常常会做出一些令老师意想不到的事

情。因此需要老师经常提醒， 这个时候我们

就要用上一些口令。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课

堂中常用的口令。上课前：班长：“请伏

台。”学生：“我伏台。”班长：“小小手。”学

生：“放上台。”班长：“请安静。”学生：“我

安静。”上课时，在漫长的 40 分钟里，有些

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孩子经常会走神——说

话、玩玩具、摆弄文具，因为这些东西比学

习更有吸引力。这时候老师应该适时地喊各

种各样的口令提醒：（1） 老师：“1234”；学

生：“坐好姿势”。（2）老师：“身子”——学

生：“坐直”；老师：“双腿”——学生：“并

拢”。（3） 老师：“小嘴巴”；学生：“不说

话！”（4） 老师：“小眼睛”；学生：“看黑板

（老师、电视）！”（5） 老师：“小耳朵”；学

生：“竖起来！”（6） 老师：“请坐好”；学

生：“我坐好！”（7） 老师：“小手指伸出

来”；学生：“指着字认真读！”（8） 老师：

“请跟我读”；学生：“我跟你读！”

上面所介绍的口令都是十分简单易记

的，要求孩子们一边说一边按照口令的要求

去做好。做得好的同学，老师要特别表扬。

这些口令最好是在开学第一个星期就强化训

练，而且最好每科老师都协商好用同一种口

令。否则的话，语文老师用一种，数学老师

用另一种，音乐老师又自成一派，往往使孩

子们不知所措。通过训练，当孩子们对课堂

调控口令形成了条件反射后，利用孩子们齐

声说的集体效应，那些分神的孩子会很快回

过神来又重新投入学习。实践证明，对一年

级的孩子，喊口令的效果要比老师批评说教

更加有效。

三、生动有趣的设计是吸引注意力的关

键

要想孩子们在课堂中安静认真地听讲，

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是否有趣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要想吸住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必

须在教学设计上下足工夫。结合孩子们的年

龄特征，笔者常使用下面两种方法，效果甚

佳。

（一） 借多媒体课件创设课堂教育情境，

增强儿童纪律意识。

壮族地区低年级儿童形象思维较强，逻

辑思维较弱，他们对周围世界常常充满 了好

奇感，对新奇事物总是怀着饱满的热情。要

使学生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地投入到课堂学习

中，可通过显示与课文内容有关的画面，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撞击出情感的火花。如笔

者在教《台湾的蝴蝶谷》一课时，首先运用

多媒体展示台湾省的山谷图；一群群色彩斑

斓的蝴蝶在山谷里翩翩起舞，这么美的景象

一下就把学生的注意力紧紧地吸引住了，学

生仿佛随着那美丽的蝴蝶来到了台湾省迷人

的蝴蝶谷，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课文

中。图文并茂的多媒体动感画面还可以变抽

象的知识形象化，将深奥的道理浅显化，使

学生真切地感悟文本内涵，既可陶冶性情，

又减轻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疲劳，使他们

的自律时间延长，有助于减轻学生遵守课堂

纪律的负担。

（二）引入游戏，劳逸结合。

有关研究发现，低年级孩子的注意力最

多只能连续集中 15—20 分钟。在 40 分钟的

课堂中，孩子们不可能一直都专心地听讲。

作为低年级的老师不要总是抱怨孩子们纪律

差，这是他们的年龄特征所造成的。我们要

做的是想办法让40分钟的课堂动静交替，让

孩子们在一动一静中劳逸结合。如此壮族地

区低年级儿童学习起来才不会觉得厌烦。那

么如何使课堂动静交替呢？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教学环节中穿插一些游戏，而这些游戏最

好与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相关，对本节教学内

容起到一个补充或巩固的作用。

因为一年级的教学重点是拼音和识字，

所以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拼音和识字

游戏。第一种游戏：开火车。适用范围：用

于复习巩固拼音字母、音节、生字、词语

等。游戏准备：相关字母、声母卡片。操作

过程：老师：“火车火车哪里开？”学生：“火

车火车这里开。”（随着一声“呜——呜”，孩

子们马上坐端正，然后老师就任意点一名同

学来当火车头，可以横着开，也可以竖着

开。）第二种游戏：找朋友。适用范围：复习

字的偏旁、结构，近反义词，组词，以及声

母与韵母的相拼。游戏准备：生字卡片、字

母卡片。操作过程：导语：“小朋友，让我们

来做一个找朋友的游戏。”（在学了生字后，

请学生找出相同偏旁的字做好朋友，就可以

这样操作。） 一名学生拿一张卡片“打”，

说：“找呀找，找呀找，谁是我的好朋友？”

拿卡片“拔”和“拍”的同学上前说：“我是

你的好朋友。”找对了，大家说：“对对对，

‘拔’是‘打’的好朋友。”最后大家一起读

读两位好朋友手中的字，说说这两个字的偏

旁。找错了，大家说：“错错错，赶快再去找

一找。”第三种游戏：放鞭炮。适用范围：认

读拼音字母、音节、生字和词语。游戏准

备：把需要认读的相关卡片放入一个红色的

鞭炮筒内。操作过程：老师：“老师这里有一

个大鞭炮，如果你读对了鞭炮里的字母 （音

节、生字、词语、 句子），烟花就能被点

爆。谁想来试一试？”学生：“节日到，放鞭

炮。什么炮？”（一名学生上来抽出卡片，举

起卡片读。如果读对了，下面的学生跟他一

起读，并模拟爆竹的声音：“啪——啪——

啪”，如果读错了，就模拟哑炮的声音：“嗤

——”。再请别的同学来重新点燃。） 第四种

游戏：猜猜猜。适用范围：（1） 看口形猜字

母。（2） 看动作猜生字、词语和成语等。

（3） 听谜语猜生字、词语或某种事物等。游

戏准备：相关的卡片和谜语等。操作过程：

（1）老师：“看看我的口形，猜猜我发的是什

么音？”（老师可以请一名学生来猜，也可以

请全班学生举起自己手里相对应的卡片，并

说：“我猜，我猜，我猜猜猜。”（2） 老师：

“看看我的动作，猜猜我表演的是哪一个字？

（跑、跳） ”（3） 老师：“小朋友们，你们喜

欢猜谜语吗？我这里有一个谜语，请你来猜

一猜是我们学过的哪一个字 （人在云上

走）？”以上几种游戏适用范围比较广，简单

有趣，容易操作，孩子们也很喜欢。在课堂

中可起 到调节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

巩固知识的作用；它既是教学设计中的环

节，又是课堂调节剂，真是一举两得。不过

要使这些游戏在课堂中操纵起来快捷流畅，

平时就必须训练好，要把学生训练到只要老

师一说玩什么游戏，孩子们马上就能心领神

会，达到 “自动化”的程度，这样课堂效率

就能大大提高了。

总之，我们只有关注每个壮族地区低年

级儿童，运用不同的方法，让课堂教学调控

自如，才能使学生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

和强化壮族地区儿童的自觉纪律行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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