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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子

［ 教育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王安妮从小就喜欢音乐，

后来上初中学了英语，也因此

喜欢上了英文歌曲。“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很符合我”，

王安妮说她在上初中后对英语

口语产生了很大兴趣，“觉得读

起英语来感觉很好、很酷。 ”王

安妮建议身边的同学学习英语

可以从培养兴趣开始，可通过

英语歌曲而喜欢上英语，也可

以通过英语电影，或者英美文

化等增进对英语的了解。 对英

语感兴趣是学好英语的前提。

王安妮觉得英语是所有学

科中学起来最简单的，她认为：

“我们现在学的英语教材相当

于英语母语国家而言仅属于初

级教材，要坚信我们现在的接

受能力学好英语一定是没有什

么问题的。 ”

王安妮说她在六七岁的时

候曾经跟她爸妈一起去北京故

宫游玩，那时见到很多外国人，

“我想跟一个外国小女孩合影，

我爸就给我当起了翻译， 当时

我就特别崇拜我爸， 我觉得要

是学会一门外语跟外国人交谈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

“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会

练习英语，比如说走路的时候，

看到什么东西便会想起某个英

语单词， 开心的时候便会哼一

下英文歌曲。”王安妮觉得在娱

乐的时候去默想一些英文单词

或某个英文电影中的台词，对

英语的记忆很有帮助， 完全没

有必要刻意去背单词学英语。

“我没事的时候脑子里会想象

某些场景， 比如我在路上碰到

了一个外国人， 我会想我会怎

么跟他对话。 ”

◆听歌曲 学英文

王安妮说她得了这个特金

奖并没有特别下苦功夫， 因为

“这其中有我平时的积累。 我

很喜欢听英文歌， 我六岁的时

候就学会了英文歌《我心永

恒》，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唱的是

什么， 但对于培养我的兴趣起

了很大作用。 学英语后听英文

歌曲就更频繁了， 听歌过程中

先不看歌词， 把歌曲的旋律学

会了， 把听到的歌词默写下

来， 再跟正确的原歌词对照一

下。 这样通过学歌曲来学英文

既学会了歌曲又学习了英语。”

全国总决赛中， 才艺表演

完后，还有即兴问答题，是用英

文回答， 王安妮抽到的题目是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你认为

国家应该多培养一些超级巨星

还是多培养一些科学家对国家

的发展有帮助”。王安妮表示她

在英语学习中也不是全凭着兴

趣学习， 譬如上面的这种问题

就要求她平时多掌握一些广泛

的社会知识， 光靠自己的兴趣

学一些知识在现场是难以回答

提问的。

◆

不刻意学习语法

王安妮在背单词的时候采

取的是联想方式， 即把单词放

到例句中去记。 她从不刻意去

学习语法，“我更多的是看英语

文章，通过文章来学习语法。我

不喜欢靠题海战术来提高成

绩。我最喜欢做单项选择题，把

所学的知识在选择题中得到锻

炼， 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的知

识点在选择题中就能得到练

习。 我学英语的方法最主要的

还是听英文歌、看英文电影、看

英语文章。 听歌的时候要把歌

词记熟，弄清楚歌词的意思。我

看的都是现在流行的英文电影

和电视剧。 ”

王安妮表示： 她平时对英

语的学习还没有对其他课程投

入的时间多， 她认为学英语的

途径很广泛，譬如听英文歌曲，

看英文电影，看英文杂志。王安

妮说她现在因为高中学习忙，

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想通过网络交一个外国笔

友。 我觉得学英语靠单纯的做

题、 搞题海战术对英语口语和

听力没什么用， 也不是提高英

语学习成绩的好方法。 ”

◆一定要多说多练

王安妮的英语老师程德胜

认： 为王安妮能取得现在的成

绩，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个人

日常的学习积累。 程德胜说：

“王安妮上课时回答问题非常

积极， 思考也很活跃。 学生在

学习英语的初始阶段， 语音发

音的练习非常重要。 平时要多

说多练， 不要怕自己说不好遭

到别人的嘲笑。 ”

程德胜告诉记者：“今年是

教材改革的第一年。 课改之

后， 学生使用的都是新课本，

课本内容的设置要求老师在课

堂上给学生提供更多练习口

语、 展示英语口语才能的机

会， 我们平时也经常鼓励学生

多说多练。 在学习过程中， 有

些学生刚开始说英语时可能讲

不好， 语法、 发音等方面有错

误， 但是老师不会在课堂上当

着众多学生的面打断他的话、

不会当场纠正他， 如果那样的

话学生会产生挫败感。 英语口

语是一个不断练习逐渐熟练的

过程。 ”

◆口语、应试要同步

程德胜认为， 高中阶段迎

接高考毕竟还是主要任务，特

别是从

2004

年以后高考取消

了听力考试， 现在学生的听力

也更弱了。 所以会有学生学英

语学了多年还是“哑巴英语”。

“由于我们现在用的是新教材，

教材中要求听力口语和应试同

步进行， 所以我们平时在教学

中经常开展分组口语练习，会

给学生们提供练习口语和听力

的机会。 王安妮之所以能从众

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和她平时

注重英语口语训练有很大关

系”。程德胜说学校为了训练学

生的听力和口语， 专门开设场

地办了英语角， 还请来一些外

教帮助学生练习口语， 以此来

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王安妮觉得多练习英语口

语更实用， 虽然现在学习更多

的是考试用的东西， 都是学一

些语法， 甚至学得很多都是生

僻的单词， 实际应用的很少，

“即使你考了一百分， 不会口

语， 把你带到国外你也一样无

法跟外国人交流， 学了又有什

么用呢？ ”

兴趣 积累 学以致用
———全国英语风采大赛高中组特金奖获得者王安妮谈学习方法

2 月 18 日，本报报道

了我市鹤壁高中高一

（二） 班的王安妮获得全

国青少年儿童英语风采

大赛总决赛高中组特金

奖的消息，引来很多学生

和家长们的关注。他们纷

纷致电本报，希望对王安

妮在学英语方面给以更

详细的介绍。为满足读者

的要求，近日本报对这个

在今年获得了我省唯一

一个全国英语竞赛特金

奖的高一学生进行了采

访。希望通过对王安妮的

采访，能对广大中学生如

何更好地学习英语提供

一些帮助。

半数中小学生：

最大愿望是
好好睡一觉

中小学生普遍睡眠

不足，达到教育部要求的

小学生每天

１０

小时睡眠

时间的只有

１６．６７％

，初

中生每天睡眠

９

小时的

只有

１３．４９％

， 高中生每

天睡眠

８

小时的只有

１１．２４％

。 这是 《课堂内

外》 杂志社的“中国青

少年成长状态调查” 得

出的结论。

这项调查显示，中小

学生睡眠时间不足的主

要原因是学习时间长、家

庭作业多。 除在校学习

外，小学生家庭作业时间

需要

１

小时、

２

小时的分

别占

４３．１４％

、

３０．３９％

，还

有

９．８０％

需要

３

小时以

上；初中生家庭作业时间

需要

１

小时、

２

小时的分

别占

２０．２５％

、

４４．７９％

，需

要

３

小时以上的高达

３０．０６％

。 调查者称，随机

调查中，超过一半的中小

学生表示自己最大的愿

望是“好好睡一觉”。

调查还发现，未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也是造成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原

因。 小萃

２００９

年上小学

三年级，她的妈妈刘女士

说，每天放学后，孩子先

在家做作业，晚饭后和家

长一起出去散散步、去小

朋友家串门， 差不多就

２１

时前后了， 再看看动

画片、洗洗澡什么的耽误

一下时间，也就晚了。

（据《中国青年报》）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

第一摇篮， 是配合学校教

育不可缺少的一个社会化

环境。 家庭教育的好坏可

以直接优化或弱化学校教

育的成效。 家长该如何用

科学、 合理的教育方法来

培养自己的孩子具有良好

的素养和优良的品质呢？

◆营造宽容和谐的家

庭氛围

“宽容是一种爱。 ”只有在

宽容和谐的氛围里孩子才能健

康乐观地成长。 这一点， 家长

们在平静时都十分清楚。 但一

旦在子女犯错时， 这种平静往

往被冲动所代替， 从而说出或

做出一些

伤害子女

自尊心的

话 与 事 。

家长经常教育孩子对人要宽

容， 但孩子却从家长的“不宽

容” 中学会了不宽容， 觉得家

长的教育是虚伪的， 教条的。

冲动的父母对孩子的过失

采取的是“热处理” 方式， 而

理智的父母所采取的是“冷处

理” 的方法。 两者比较而言，

其教育效果是大相径庭的。

调查发现， 大多从平等、

宽容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往往能

与人和谐相处， 自信而不自

傲； 而来自缺少尊重和平等家

庭的孩子则往往自私、

粗鲁， 自傲而不自信。

如果说智力因素是与生

俱来的， 那么非智力因

素是后天塑造的， 而促

使非智力因素如何健康

发展是教育者与家长共

同的责任。

◆构建“学习型”

的家庭模式

“学习型家庭”的组

建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

志， 是家庭文明化程度

的一种具体体现。 学习

型的家庭并非要求父母

双方必须是有高学历、

高地位的。 但是基本的

一点是家长要以自己的行动来

证明读书是有用的，是快乐的，

是自觉的，是终生的。如果我们

每个家庭都能乐学上进， 那么

我们的国民素质就会有更大的

提高，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和谐、

更文明。

◆对攀比、奢侈说“不”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青少年一代中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在逐步被淡忘。 讲究吃

穿、 摆阔气、 讲排场成为了部

分学生中的一种时尚。 因此，

对孩子进行节俭教育， 刻不容

缓。 作为家长， 应该以身作

则， 成为子女生活中的第一位

导师。 家长应以自己正确的人

生观、 道德观去影响和带动孩

子， 成为社会健康道德的培育

者和宣传者。

◆培养受挫能力，迎接

生活挑战

经常听说某某学生轻生

了， 跳楼了。 追问为何， 却是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 一

与父母发生争执， 就负气出

走； 考试成绩一落千丈， 就跳

楼自尽； 自己崇拜的明星偶像

去世了， 自己也不想活了， 等

等。 青少年的心理受挫能力之

弱令人震惊。 他们过惯了“衣

来伸手， 饭来张口” 的日子，

什么事都有父母挡着。 因为，

在父母眼里， 为孩子做所的一

切是应该的， 无怨无悔的。 但

正是由于长期的呵护有加， 使

得我们的孩子缺少了承受挫

折、 应对困难的能力。

孩子健康的人格、 心灵的

塑造是家长的首要任务， 要有

意识地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品

格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如让子

女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公益性劳动， 以培养子女劳动

为荣的思想意识； 受人误解时

要教育其合理提出， 不要耍脾

气，更不能以此报复，对人要有

宽容之心。

在子女受到生活的挫折时

（有时这种挫折可以由父母设

计）， 要让孩子有机会自己应

对，应对方法正确的，要及时肯

定， 应对方式不正确的要及时

教育，而不是埋怨和指责。只有

这样， 孩子的心灵才会是一片

晴空， 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才

会日趋增强， 才能应对生活中

的各种挑战。 (王秀琴)

家庭德育教育的四种方法

学生已经开学了，很

多学生都在选购高价学

习用品，而且互相攀比盲

目追求名牌、品牌，大有

愈演愈烈之势。 笔者认

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中小学生都是“纯消费

者”， 一个自身都要靠家

长供养的孩子，无论如何

没有理由拿长辈的钱去

高消费。 今日所为，必患

之于将来。

一位老师朋友对我

说，他班上某位大款家长

很牛气地讲：“我给儿子

准备了十万，专供他上小

学和初中零花用。 ”事后

旁边一位老师很感慨，

“关键还要看孩子是不是

那样的， 否则甭说十万，

就是二十万也不够他挥

霍的。”不幸言中，这孩子

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整

日游手好闲到处惹祸。孩

子高消费表面上只是“乱

花钱”“攀比”， 实质上却

在酝酿大问题、 大隐患。

小小年纪就物欲至上，长

大会怎样？ 将来会怎样？

古训说“惯子如杀

子”。正确引导、从小培养

孩子的勤俭意识，不仅是

每位家长的义务，更是所

有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毕

竟有时老师说一句话要

顶上家长十句。 在班级

上、在学校里营造什么样

的氛围，在学生中树立什

么样的价值观，需要我们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慎重

思考。 （李建萍）

学生高消费
要正确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