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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淮海战役的故事激励学生备考

33年年，，她她给给学学生生讲讲了了““11000011个个故故事事””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侯文金
最初是在历史课上讲一些史料
故事，纯粹为了教学。“我真正
开始有意识地把讲故事运用到
学生教育中，是从2008年开始
的。”侯文金说，此前她断断续
续当过初三年级的班主任，都
是 带 的 其 他 老 师 不 愿 意 教 的

“问题班”，她发现一些不爱听
课的学生，很愿意听她讲故事，
每次还都意犹未尽。而且，对一
些问题学生，严厉批评和单纯
说教，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反
而容易彼此顶牛。“我就想，何
不把这些故事与班级管理和学

生教育结合起来呢？”
2008年，侯文金开始从初一

年级当班主任，面对95后的学生，
她意识到自己和他们更是存在着
不小的代沟。从那时起，她决定每
天给学生讲一个故事，以此和学
生交流。受《一千零一夜》的启发，
她将这些故事命名为“一千零一
个故事”。

如今，侯文金带的初一学生
大多都是02后，她说这些学生很
时尚，个性张扬，对新生事物都乐
于接触，但往往一知半解。另外，
传统的尊敬师长、有礼貌、爱劳
动、文明用语等良好美德在他们

身上也相对弱化。“厉声呵斥他
们，大讲师道尊严，几乎没什么效
果。”她说，传统的一些教育方式
很可能行不通，因此就需要班主
任创新办法，放低姿态，与学生平
等对话，而通过故事与学生交流、
教育、感化，无疑是她找到的一条
捷径。

“学历史，就是以史为鉴，反
思当下；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学生
讲一则则不同的故事，也是让学
生深入其中，领会反思。”侯文金
表示，无论任何方式，前提是班主
任要有耐心和爱心，否则再好的
故事，学生也不见得听进去。

针对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侯文金先给同学讲了淮海战役的故事。

在济南泉城中学，有一位会讲故事的班主任。初中三年，
一千多天，每带一届学生，她都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讲“一千零
一个”故事来激励学生，尤其是00后的新一代。她就是济南泉
城中学班主任侯文金。近日，她当选年度“感动校园”人物，获
评“育人先锋”，所带班级也多次被评为济南市优秀班集体。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讲故事比单纯说教呵斥好得多

1月20日上午，济南泉城中
学初一10班的教室里，班主任
兼历史老师侯文金正在给学生
上课。当天距离本学期期末考
试还有9天时间，到了最后的冲
刺阶段。

刚一上课，侯文金没有直
接讲试题，而是给全班同学讲
了一个历史故事——— 淮海战
役。“同学们，现在距期末考试
还有9天，但是咱们月考成绩不
理想。很多同学想9天能取得成
绩的飞跃，我们用历史的事件
证明这是可行的。”

侯文金讲道，淮海战役时
解放军六十万，国民党军队近
百万，解放军采取运动战，在运
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这就需要速度。而解放军装备
落后，只能依靠双脚昼夜兼程
追赶敌军的美式装甲车。敌人
休息时，解放军在急行军；敌人
犹豫无方向时，解放军目标明
确，最终六十万人消灭了一百
万敌人。

“这场战役是一个奇迹，对
于咱们的期末复习备考同样有
很大的帮助，请同学们想一想，
此战胜利的原因是什么？”侯文
金问。一名男生站起来回答说，

“有目标、有决心、有毅力”。“目

标就是一定要取胜，决心就是
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毅力就
是咬牙挺住。我觉得这三点可
以作为你们期末考试备考的
重要参考因素。”侯文金说，

“如果同学们做到以上几点，
奇迹就会在你们的身上发生，
期待考试完，每一名同学都带
着奇迹告诉老师，你们做到
了。有没有信心？”“有！”同学
们齐声回答。

“磨刀不误砍柴工，别看课
上耽误了5分钟的时间，但听完
故事后，学生学习的劲头立马
就上来了。”侯文金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各种故事
在她这儿信手拈来。

从2008年至今，侯文金一
直担任班主任工作。每带一届
学生，她都给自己立个目标，初
中三年共一千多天，她要给学
生讲“一千零一个故事”，平均
每天一个。侯文金说，其实去掉
假期，学生在校时间不足一千
天，但“一千零一个故事”一点
也不夸张。“有时候一天要讲好
几个，不仅是在历史课上，自习
时、班会上、放学后，随时随地
地讲。”她说，这些故事一是来
自历史史料，一是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一些故事。

课上耽误5分钟，学生学习劲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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