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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生命自我修复的机会

□ 陈加仓

记得三年前，我右手小拇指的末关节弯曲畸形

了，使劲用力也伸不直。于是，我预约了一位骨科

主任医生，医生一看一摸，就说：“你这个伤有一段

日子了，要立即手术。如果刚受伤还可以保守治

疗，戴锤状指矫正具或许能够恢复。”听了医生的话

我有点后怕，但转眼又想反正小拇指伸不直，又不

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就由它去吧。于是，我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不做手术，只买了一个锤状指矫正

具戴着试试看。小拇指每天24小时戴着这种矫正

具，两个月后终于有了一点点反应。又熬了两个

月，我把它撤掉了，竟然发现手指能活动如常了，原

来手指关节是具备自我修复功能的。

有一次，我去一所农村学校听课，教学内容为

“三位数乘两位数”。教师先创设情境，再引导学生

进入探究环节。全班学生都在认真计算 145×12，
我巡视教室一圈，发现部分学生计算错误。其中有

两位学生的计算结果分别为 150与 170，确实错得

有点离谱。我很担心这两位学生接下来的学习，于

是就在边上进行了简单的点拨，但是他们依然无从

下手，我只好退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听课。在课的

尾声我又去看了一下这两位学生的作业，他们居然

做对了全部的计算题。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

“手指自我康复”事件，二者有一些共同之处。学习

就是一个不断试误、不断修复、不断完善的过程，并

不是“一听就会，一做就对”。当学生认真学习依然

不会做题时，教师不要急于干预，给他一段“自我修

复”的时间，或许也就“开窍”了。这个修复的力量

有的来自学生思维、身心的发展，有的来自同伴之

间的交流、书籍中的阅读习得，也有的来自生活中

的经验积累。当然给学生适当的修复时间，并不意

味着“置之不理”。在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中，教师

要提供适当的支架、适时的点拨。当发现学生不能

进行自我修复时，教师则需要及时介入。

再如我名师工作室的学员符老师，有一次她上

《数学广角——搭配（一）》一课，她选用的素材是数

字 1、2、3、4，让学生去找由这 4个数字组成的没有

重复数字的两位数，在对比、分析中学生逐渐掌握

了有序排列的方法。练习环节她设置了用2、5、6、
9组成大于 50的两位数以及没有重复数字的两位

数（单数），目的是让学生在罗列中体会方法的优

化。但学生似乎并不买账，没有理会教师的“引

导”，课堂气氛立即“冷”了下来。课后，她不断地反

问自己：“学生为什么不理我？”这一问题开启了她

教学观的“修复”，她逐步提炼出了小学数学实验教

学模式。去年她参加正高级教师评审，去之前她信

心满满，结果却没有通过评审。她开始反思自己在

说课方式、内容设计中存在的不足，静心思考、请教

他人、反复修改、精心设计。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她被评为浙江省特级教师。从加入名师工作室学

习到成长为一名省特级教师，她用了十年时间，这

十年她的课堂教学、研究水平、自我修养都在不断

“修复”。

从学生的发展、教师的提升中不难发现，不管

是哪一类生命的成长，都需要充分的自我积淀、自

我修复的时间。

（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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