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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上课举哪只手有必要规定吗?

刘爱红

江苏如东县双甸镇石甸小学 江苏 如东县 226404

【摘要】小学教育在现代教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学生的启蒙老师,对小学生各方面的发展也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的一些要求和规定,比如不迟到不早退、积极回答问题、按时完成作业
等,有利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然而,有个别教师的规定对于小学生而言没有必要,甚至有的不利于
培养小学生的学习能力。本文就小学生上课举哪只手有没有必要规定这一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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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步入教师岗位以后,我有幸听了一年级的一节

语文公开课。这是堂声情并茂、寓教于乐的公开课,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授课教师不时赢得听课老师赞
许的眼光。但在同学们举手回答问题时,有的举右
手,有的举左手。看到这种情况后,这位老师严厉的
训斥那些举右手的同学,说:“又忘了,不是告诉你们
了吗! 用左手举手,右手写字,快写完的时候就把手
举起来,这样多方便啊!”听了老师的话后,举右手的
同学悄悄地把手换了过来,全班同学统一举左手。

这是听课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对于这位
老师规定学生必须举左手用右手写字这件事,我一
直很迷惑。课堂上学生举哪只手来回答问题,老师
有必要进行特别的规定吗? 我认为没有,并且这个
规定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一、举手是一种自然习惯
学生上课举哪只手是一种习惯,我们没有必要

改变这种习惯。习惯是人在较长时间内形成的纪律
性的行为编制,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叶圣陶先生
曾说过:“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坏习惯养成
了,一辈子吃它的亏,想改也不容易。”习惯随同人的
一生,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个人成长的途径,习惯对
人极为重要。我认为学生上课举哪只手这种自然习
惯没有好坏之分,用哪只手举手并不影响学生的其
他行为,教师没有必要规定。案例中老师规定学生
上课必须举左手用右手写字,我认为这种现象破坏
了学生的自然习惯。

二、有悖注意的分配理论
由于小学生的注意力还不稳定,

 

一般情况下只

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事物上。因此,这时规定他
们用左手举手右手写字,并在写字的同时举手,这可
谓是一心二用。古语说:“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
两听而聪,一心不可二用。”做任何工作都是如此,集
中精力、专心致志,干事就会事半功倍,比如,一个普
通成人都很难同时做到一手画圆,一手画方,更何况
小学生呢? 所以,在同一时间内来完成两件或两件
以上的工作的话,势必降低完成的质量

 

。小学生左
手举手的同时用右手写字,并不能有效的提高学习
效率,特别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结果很可能会
适得其反。

在心理学上,左手举手的同时用右手写字,这属
于注意的分配,注意的分配是指人把自己的心理活
动指向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象或任务上的注意品

质。注意的分配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
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时进行的两项或
多项活动,一般是比较熟悉,而其他与之同时进行的
活动,要达到几乎主动化的水平才行。低年级小学
生他们的注意力还不是很稳定,易受外界事物的影
响,由于他们的年龄还比较小,还不能很好的运用注
意的分配,写字与举手对他们来说,这两项工作并不
是非常的熟悉。小学生在举手的时候,由于专注于
举手这一件事,手里的笔会不自觉的停下来;写字的
时候,眼睛专注于写字,举着的手也会不自觉的放下
来。因此,教师的这种规定不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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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发展
对手部有残疾的学生进行规定也是不合理的,

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发展。在学校中有一小部分学生
在身体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学生的左手有六个
手指、四个手指或被烫伤、烧伤过。如果老师不规
定,这些学生会把自己的隐私隐藏起来,也许不会暴
露。但是,如果老师规定学生上课必须举左手,他们
的缺陷可能恰好就会暴露,其他同学很可能会嘲笑
他们,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甚至会使他们心理
扭曲———憎恨父母没有给他们健全的身躯,憎恨老
师使他们的缺陷暴露,从而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如果他们长期在异样的眼光下生活,心里往往多有
阴暗少有阳光,对集体漠不关心,和他人关系冷漠,

在不良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自暴自弃,无所作为。

一年级是小学教育的起始阶段,而小学阶段又
是学生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时期,作为学生的启蒙
老师对小学生习惯的养成以及今后的发展都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但教师的教育不能太拘泥形势,处

理事情应灵活多变,应随条件改变而改变,采取多种
形式去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如果只拘泥于形
势就会忽视学生心智的健康发展,“举哪只手回答问
题”虽然只是教学中的一个小现象,却从中映射出老
师在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此,我呼吁我们老
师都能正确对待每一位学生的行为、习惯,顺其自
然,因材施教,从而使每一位学生在适合自己的方式
下健康成长。

结束语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的主人,提问与举手

回答问题似乎已显得并不重要,因为随着新课程标
准的实施,课堂教学模式的演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关系将变成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师生对话与交

流关系,课堂答问的方式也在灵活演变,譬如可不再
举手,可多边交流互相讨论、可自由发言、自主探索
与研究等。但在农村小学中如何探索出一些结合实
际的并能优化学生学习方式的教学形式,还是一个
急待解决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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