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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义务教育信息科技新
课标，推进菏泽市信息科技课堂教
学改革，推动项目式教学落地实
施，提升信息科技教师的课程理念
和教学技能，11月22日至23日，菏
泽市中小学信息科技教学改革研
讨会在郓城县南城中学报告厅举
行。

会议以“新课标、新教材呼唤
新理念新教法”为主题，设有示范
展示课、课后反思、省市兼职教研
员点评、经典课例分析、分组问题
研讨、教研员专题研讨、县区创新
做法展示交流、新教材教学指引等
多个环节。全市各县区中小学信息
科技教研员、重点学校骨干教师、
省市“强镇筑基”重点镇驻地学校
骨干教师300余人参加会议。

面对新课标、新课程理念、新
内容体系、新教材、新时代下的10
后学生群体、缺乏培训和知识更新

的教师群体等重重困难。会议以创
新的姿态和务实的作风推出一系
列创新教学案例、创新工作举措、
创新实践探索，吹响了信息科技教
学改革的进军号角。

据悉，义务教育信息技术学科
更名为信息科技学科，其课程标准

有了重大变化：在教学内容上摒弃
了原来的软件应用教学，构建了以
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
安全、人工智能为课程逻辑主线的
课程内容体系，简单的编程、物联
网等已经登上小学生的课堂；在课
程目标上更加注重培养科学精神

和科技伦理，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
值观，形成信息意识，发展计算思
维，发扬创新精神，践行信息社会
责任；教法上倡导真实性学习，鼓
励“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

“作为信息科技教师，我们肩
负三重责任：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落实国家课程标准，为国家培养合
格接班人。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
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正需要我们做出自己的智慧贡献。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当
代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而创新位
居其首，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唯有创新才能图强，唯有改革才能
推动创新，而教育则是创新的基
石。信息科技教育要甘于做基石、
敢于做先锋，信息科技教学改革势
在必行。”会议组织者、菏泽市教科
院信息科技教研员于旭明说。会议
紧张而热烈、反响多样而强烈，与
会者追寻教学改革的热情驱散了
冬日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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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背景下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
张倩 巨野县万丰镇第一中学

家校共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

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新学期伊始，我注意到班级里原

本就有些安静的小刚在一个假期过后

变得更加沉默，上课时，我曾有意地向

小刚抛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试图让他

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但是他要么低

头不语，要么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作

答，使我感到相当无奈。

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小刚的真实

心理活动，我向小刚的同桌以及平时

和小刚较为要好的同学打听了小刚最

近的情绪变化以及行为表现。小刚的

同桌告诉我，小刚在假期中很少与他

们联系，并且也很少参加同学间的集

体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小刚的好朋友

峰峰向我透露，小刚的爸爸妈妈一直

在上海打工，在小刚放假期间回家看

望过小刚，但上星期又离开了，这让小

刚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初步了解了小刚的情况后，我

先是与平常负责照顾小刚的爷爷奶奶

取得了联系，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我

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小刚假期在家时

的心理状况。爷爷奶奶提到，小刚从小

就喜欢跟在爸妈身后，这次父母从上

海后，小刚的情绪十分高涨，但自从父

母返回上海后，小刚的情绪就变得越

来越低落，经常一个人躲进房间里不

出门。与此同时，小刚的爷爷表示，虽

然一直尽力给予小刚关爱，但自己毕

竟年龄大了，对如何处理孩子的心理

问题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与小刚的爷爷奶奶的通话结束

后，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意识到，小

刚的情况反映了留守儿童在父母离家

务工后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为了帮助

小刚度过这段心理低谷期，我决定和

小刚的亲人一起帮助小刚重新建立起

心理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学校方面，我先是与班级内的其

他任课老师进行了沟通，让大家共同

关注小刚的情况，并在日常的教学活

动中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与此

同时，我在每周的班会课上组织同学

们开展“心灵日记”活动，鼓励包括小

刚在内的所有学生在白纸上匿名记录

自己的烦恼或痛苦，然后投进“知心信

箱”中，由老师们和同学们共同扮演

“解忧使者”，在下一次班会上一起探

讨解决方案或是给予积极的建议和支

持，让同学们的每一次倾诉都能得到

温暖的回应。

家庭方面，我积极与小刚的父母取

得联系，尽管他们远在上海，但作为小

刚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他们的参与至

关重要。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我向他

们详细解释了小刚当前的心理状态，强

调了亲子沟通的重要性。我建议他们定

期通过视频通话与小刚进行交流，分享

日常生活，表达对小刚的关心和爱，即

使身处异地，也要让小刚感受到家庭的

温暖和亲情的联结。同时，鼓励他们利

用假期或重要节日回家探望，以实际行

动弥补长期分离的遗憾。此外，为了帮

助爷爷奶奶更好地理解小刚的心理状

态，我制作了一份简易的心理健康指

南，其中包含了一些基本的心理支持方

法，比如如何倾听孩子的感受、怎样鼓

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等。

第斯多惠曾指出：“教育的艺术不

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

舞。”通过家校双方的共同努力，小刚逐

渐找回了自信，开始愿意更多地与人交

流。他的脸上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不

仅在学习上有了进步，而且在人际交往

中也变得更加开朗。我想，这就是教育

最美的风景，它不仅照亮了小刚的前

路，更温暖了老师与家长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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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10
课《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选自《水浒

传》第九回)第8段有这么一句话“那雪

正下得紧”，在第九自然段又提到“看

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有人评价说：

“一个‘紧’字，境界全出，既形象逼真

写出了自然环境的恶劣，也写出了人

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并暗示了故事情

节的发展。”还有人评价说：“‘紧’它非

常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的雪下得大，

为后文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等到林冲买好酒，出小店时‘到晚越下

得紧了’，可见，这雪是越下越大，大到

足以压倒草屋，所以草屋倒塌也不会

很突兀，林冲因此而躲出借住，躲过祸

事也就顺理成章！”鲁迅先生曾在《花

边文学·大雪纷飞》中说：“《水浒传》里

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

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

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可

见，这个“紧”字，的确用得好，用得妙，

用得传神！

笔者生活在山东省郓城县，郓城

是水浒故事的发祥地，是《水浒传》中

重要人物宋江的故乡，素有“水浒故

里”“好汉之乡”之称，民间亦流传有

“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

的说法。《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取材

于郓城一带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并且

《水浒传》里面的很多语言带有郓城方

言特色。根据吴永焕著的《山东郓城方

言研究》，郓城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鲁

西南次方言区，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其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与普通话

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水浒

传》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里的“紧”

字，就带有浓烈的郓城方言特色，在笔

者家乡郓城一带，无论是对雪还是雨

甚至是风的形容，都用“紧或不紧”来

形容，而不用“大或小”。类似的现象还

有很多，例如：

一、称谓方面：

在郓城方言中，“小”是父母称儿

子或其他长辈对男孩的爱称，“妮”是

父母称女儿或其他长辈对女孩的爱

称。宋江在与他人交流时，经常说“小

可”来谦称自己，如“小可姓宋名江，祖

贯郓城县人氏”。这种谦称方式可能在

郓城当地的语言习惯中比较常见用于

表示自谦、低调。

二、语气词方面：

郓城方言中的助词“哩”相当于普

通话的助词“得”和“的”。在《水浒传》

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习惯，比如“这黑厮

恁地可恶哩”，这里的“哩”虽然不完全

等同于郓城方言中的用法，但在语气

表达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可能受到了

当时郓城地区语言习惯的影响。

三、程度表达方面：

郓城方言表示程度加深的主要方

式是在形容词前面加上程度副词，而

且还可以重叠，表示程度的进一步加

深。如说“高”，则说成“老高”或“老高

老高”。在《水浒传》中也有类似的程度

表达，像“那厮十分可恶”“这酒甚是好

喝”等表述，在程度表达上切合郓城方

言的这种特点。

四、语言风格方面：

郓城方言的具有雷横、直白的特

点，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明显的体

现。如朱仝在捉拿晁盖时，喊“晁盖哥

哥，莫走”之类的话语就带有浓厚的郓

城方言的语气特点，从言语中能感受

到一种人物性格的豪爽和义气。再如

他与人起冲突时，可能会喊“你这厮怎

的”之类的话语，这种比较口语化、带

有一定地方特色的表述，与郓城当地

的语言习惯都有一定的关联。

总之，《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

名著之一，以其丰富的人物形象、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社会背

景而广受读者喜爱。在这部作品中，

作者施耐庵巧妙地融入了大量的方

言元素，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故

事情节更加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

中，郓城方言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的

重要语言特色，在《水浒传》中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那雪正下得“紧”还是“大”？
———《水浒传》中的郓城方言例说

李召峰 郓城县教学研究中心

学科教研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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