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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实验小学 刘 芳

对于学生们来说，每天的大课间是值得
期待的。

我们学校一年级小朋友的大课间活动之
一是和“圈”做游戏：钻圈、跳圈、呼啦圈……
学生们玩得热火朝天，快乐无比。

然而，有一个烦恼客观存在：由于班额
大，人数多，对于行为习惯尚处于养成阶段的
一年级小家伙们来说，每天 30分钟的大课间
活动，单是给他们每个人发圈、收圈，就要用
去不少时间，真正玩的时间所剩无几。

小朋友都是好玩的，他们离“规矩”还有
一段距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体育组的教师们
最终想出了一个快速、有序解决收发圈耗时
的妙招。

以收圈为例：
先让每个班的学生们按男生、女生两路

纵队集合，每个学生整齐排列，手臂伸直，手
上拿着圈。等到大课间总指挥宣布比赛开
始，每班事先指定的两名动作灵敏的学生，分
别从男、女生队伍前面向后面跑，边跑边将同
学手中的圈套在自己的手臂上，直至收完。

以前收圈时间几乎要耗费 10分钟以上，
而且整个场面一团混乱嘈杂，教师们时时绷紧
了神经。实施“收圈比赛”这一招后，整个过程
不超过 3分钟，而且场面活泼，班集体的凝聚
力增强，教师们每天可以开心地观看学生们团
结、有序、快乐的比
赛，学生们玩的时间
也增多了。

收圈比赛

吴笔建（楼主）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主编杨九诠曾经对需要家长参与和配合

的家庭作业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好

的家庭作业应该需要的是成员间的真诚

相待与真实参与，能沟通理想学校与理

想家庭。

而现在沟通着学校和家庭的是活动

类作业、传统的听记、做题类的作业，家

长的负担依然很重。作业顽疾由来已

久，该不该对学生作业量进行规范操作、

定量管理，是值得商榷的。

坊友们，你们是如何看待学生的

作业量的呢？作业多少应该由谁说了

算呢？

砂石比亚
行政不要管专业太细，否则教师将

无路可走。

吴笔建
这几年来感触最深的，是在民办学

校的进逼下，步步退缩。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学生大量时间的投入，学业成绩

必然会有明显的提升。

如果教师布置的作业不够，家长会

千方百计给孩子找资料，甚至有些家长直接找校长

投诉。君不见，各类补习班、辅导班大行其道，个个

赚得盆满钵满。考试成绩是教师、家长、学生心中

永远的痛。

悠 闲
我一直觉得用时间限定作业量是不科学的，而

按照学生能力分层布置作业是有必要的。

吴笔建
从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杭城三年级学生开始

养蚕宝宝了，连吃两个月桑叶不够用，家长愁破了

脑袋，校园周边小店由此看到了商机。看来奇葩作

业难以根治呀！

清 心
这个作业不奇葩，只能说大家对综合实践作业

不感兴趣、不理解而已。

董 海
记得我们上学时，根本没有作业量多量少之

说。如今，作业量越来越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我

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学生成绩

好，家长才认可，因此，学校通过增加学生的作业量

来提高成绩。其次是家长的问题。一些“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给孩子报名在校外补课。第

三就是制度执行力问题。上头来检查了，做好表面

文章就行。第四是，有些时候我们对学生的要求违

背了教学规律，正如温儒敏教授说的“教学失去了

梯度，一味地搞提前量，造成学生负担越来越重”。

作业是巩固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手段，只要是

合理的，一定的作业量也是必须的。我觉得，控制

作业量的关键还是在课堂。教师把课备好，精讲多

练，在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课外就不会有太多的

作业。

吴笔建
我曾见过给学生规定课外作业时间的文件，可

是其中往往没有考虑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同

样的作业量，有些学生短时间就可以完成，而有些

学生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又将如何解决呢？

尤其是对初中的理科作业，时间更是难以控制了。

董 海
中学生的作业量可不是一般的多。

南 阳
我有个亲戚的小孩读初三，每天晚上作业做到

11点。如今的学生都在作业的海里面。

吴笔建
我也有个亲戚的孩子，在民办学校就读。一天

时间排得紧紧的，要做的作业堆积如山。题海战

术，涛声依旧，一言难尽!
点评：布置作业的目的是让每个学生在目前的

学业水平上有所提高，哪个层次的学生应该做哪种

难度的作业？最好是让学生自己来选择，自己来执

行，这样才能达到学生作业效果的最优化。也就是

说，学生有两份作业需要完成，一份“规定作业”由

教师布置，一份“拓展作业”由学生自己安排。而事

实上，即使到了初中，许多教师并不放心学生能够

这样去做，因此也无意培养学生拥有自主作业的能

力，结果是将规定和拓展两种作业合并，一刀切下

去，也就无所谓规定还是拓展了。优秀生浪费时间

做“水题”，难以继续取得进步；后进生承担不了这

个难度，不断拖欠作业，放弃学习，造成恶性循环。

因此，所谓作业负担重不重的问题，不是作业量大

不大的问题，也不是作业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作

业布置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做一题有没有达到一题

的效果的问题。

□绍兴市越城区稽山小学
董 海

教室美化评比结束。德育处特

地安排在中午组织班主任集体参观

获奖班级的教室。

获奖班级的教室美化的确漂

亮，各有各的特色。但还是让我发

现了美中不足之处，如一面墙上贴

着这样的文字，“晨读要声声不息，

课间要文明游戏。”另一个班级，在

学生作品栏中，贴有“妙笔生画”四

个大字。

初看，这些文字用得很特别，可

是，从语文教师的角度仔细琢磨，这

些墙面标语是不正确的，它违背了

语言文字书写规范的要求。

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敦促各类媒

体和广告应严格按照规范写法和标

准含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

得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

字，不得生照成语和词语。

学校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场

所。推行规范汉字是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基本职责和重要内容。作为

教师，要自觉尊重汉语言文字的规

范性，要积极推广并规范使用国家

语言文字。

上文提到的“声声不息”和“妙

笔生画”这两个词语，属于典型的随

意更换文字，乱用成语，曲解了成语

的本意。在社会上很流行这种所谓

的“妙用”成语，走在大街小巷，随处

可以看到。如一家服装店取名“衣

衣不舍”，一家手机店的促销语是

“鹤立机群”，一家鸡煲店打出的广

告语为“鸡不可失，时补再来”。这

是商家一种商业促销手段，最终目

的是吸引顾客的眼球。

可是，这种流行于商业营销的

战术手段，如今，也悄然出现在了校

园，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

这种有着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文字，

忽视了汉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性，

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小学生来讲，负

面影响大，后果严重。

人根据最初获得的信息，会有

一种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像类似

“声声不息”“妙笔生画”这样的词

语，如果长时间地，大面积地出现在

学生面前，尤其是对那些第一次接

触这些词语的学生来说，带来的第

一印象会是鲜明的、强烈的、过目难

忘的。一旦他要使用这些文字时，

笔下出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些被我

们“妙用”的词语。那不是给我们的

语文教育在人为地制造障碍吗？

记得有一次儿子写周记时，

“修车”的“修”中间少了一竖。我

问他为什么这么写，儿子说，楼下

的自行车摊就是这么写的。第二

天，我路过那个摊位，看到果真如

此。儿子的一次不经意的过目，对

这个错别字尚且记忆深刻，更不用

说那些天天张贴在教室墙上的“创

意”文字了。

□本报记者 池沙洲

在世界各国，校园欺凌都是社会

关注的问题，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日

本的学生自杀事件，其中很多背后都

和校园欺凌现象有关。在中国，校园

欺凌也并不是新生事物，只不过随着

网络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不断有暴力

视频上传，才逐渐被社会舆论所认识

和讨论，进而被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

所关注。2016年 4月 28日，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

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对校园欺

凌的整治行动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2月 21日，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

“070行动”现场会，将在2017年全面开

展中小学“070行动”主题教育活动。

“070”是“零欺凌”的谐音，是现场会主

办单位——杭州市时代小学的三年级

教师们的创意。

参与欺凌的不仅仅是施害者和受害者
开学后不久，在杭州市时代小学

惠兰楼的转角处，立起了一棵比人还

高的塑料树。这不是什么游园会的道

具和布景，而是一棵心愿树。和普通

的心愿树不同的是，树的中间是空的，

学生们的心愿卡不是琳琅满目地挂在

树枝上，而是投进树洞里去，因为那是

他们的——悄悄话。

第一轮收集，教师们就在树洞里

找到了 118张卡片，进行了整理和归

类，卡片关注的话题如图所示，同龄人

之间的关系是学生心中的大秘密。

“有人起给我取绰号，用手指我。”

“有很多人要拿我的体重开玩笑，让我很

不开心。”“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玩游戏时

被排斥。”……一些学生在卡片上诉苦，但

是很明显，他们并没有遭到身体伤害。

时代小学的教师们经过研究，把

欺凌现象分为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

关系欺凌，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杭州

中学的俞飞腾，则以显性欺凌和隐性

欺凌来划分欺凌现象，认为有身体接

触的属于显性欺凌，其他都属于隐性

欺凌。隐性欺凌目前在我们的治理过

程中逐渐受到重视。

“班里总有些同学会随意翻同学的

东西，而且会随便说同学的坏话。”“有

些人总是说脏话，还有一些人会偷钱，

偷别人的东西。”……在时代小学进行

的有699名学生参与的问卷调查中，有

419名学生（占59.94%）表示自己“从来

没有被欺负过”，但是没有成为施害者

或者受害者，并不表示没有参与欺凌

事件，因为这些学生往往会成为欺凌

事件的目击者。

目击者不负起责任来，就成为旁

观者，旁观者聚集起来就成了围观

者。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深恶痛绝的就

是中国人的围观文化，他认为围观行

为加剧了施害过程。2011年在广东佛

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表明中国人国

民性中的围观心态依然没有改变。

在现场会五方会谈中（五方为：学

生、家长、学校、专家、行政），五年级学生

张天齐向主持人表达了他面对校园欺凌

事件时的感受，“假如一个男同学去欺负

一个女同学，那就是可耻的行为。我的

第一感受是愤慨，想打抱不平。”

当主持人问道，假如有一个魔法

英雄能够从天而降，立刻飞到被伤害的

人身边，帮助他，你认为现实中有这样

的人吗？张天齐小朋友回答说：“我们

的班长就很像我想象中的魔法英雄。”

有一次上完科学课后，他和同桌发生了

一点小误会，从口角马上就要上升为打

架了。“班长就来给我们做和事佬，让我

们认识到了错误，握手言和了。”

为了不让欺凌事件继续恶化，很多

嘉宾都认为，受害者要寻求第三方的力

量来支持，而排在这个第三方力量第一

位的就是班主任。但像张天齐的班长

这样，主动承担起第三方调解人的角

色，将校园欺凌在第一时间消灭于无

形，应该是我们所有围观者的榜样。

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行

为帮扶研究员周志君以“破窗效应”为

理论依据，指出“第一扇破窗”是事情

恶化的起点，背后是从众心理和责任

分散在推波助澜。每个在场的人都有

责任，对一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不

严重”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纠正不力，其

实就是变相地做了帮凶，传递了一种不

良信息，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

玻璃，加快了摧毁整幢房子的速度。

参与欺凌的不仅仅是学生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牛

玉柏介绍了学术界对欺凌的界定，包

括5个方面：

一、要有事件的发生（停留在计划

或想象的不算）；

二、要有伤害的意图（无意碰撞不

构成欺凌）；

三、是否造成生理或心理的伤害，

要由受害方的感受来认定（施害方的

认定不算）；

四、多次发生；

五、有不同的性质分类。

牛玉柏特别补充了一个更深层级

的问题，“欺凌事件多数是在学生之间

发生的，但教师也可能是欺负别人的

人，或被欺负的人。”但她并没有深入

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旁观者也在欺凌事件当中，

那么旁观者有可能是学生，当然，也有

可能是教师。在一些反映校园欺凌题

材的日本电影中，如《没有问题的我

们》（2004）、《恶之教典》（2012），已经

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在目前我国社

会的认知中，出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仍

在回避这一问题，将师生关系一律认

定为教育关系。这就是牛玉柏所说

的，关于校园欺凌“有一个规范的标

准，但也有本土化的特点”。

整治的地点不仅仅是在校园
牛玉柏还指出，校园欺凌“未必就

发生在校园范围内，可能在上学和放

学的路上”。

上城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丁莹

从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角度，从她接触

到的案件中，对欺凌现象展开了分

析。在去年12月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审

理的一起案件中，7名 16到 19周岁的

女生，通过微信群聚集在一起，涉嫌非

法拘禁和强制侮辱，判刑1到6年。

他们建立的这个微信群叫“伐木

累”，是英语 family的谐音，认同团体成

员为自己的家人。他们在群里发泄对

各自家庭的不满，并将不满发泄到自己

看不顺眼的人身上。有的成员起初是

受害者，因为羡慕他们的行为，反而加

入这个团体，转变角色成为了施暴者。

丁莹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未

成年加害者的共同特点——父母缺

位。有的父母外出工作，孩子跟祖辈

生活；有的父母离异，孩子与继母难以

相处，不愿回家；还有的父母对孩子百

依百顺，充分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孩

子反而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和自己

从来没有精神交流……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关于

校园欺凌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上城区引入了“1+6+X”社会助力

的概念。

时代小学一位三年级学生的父亲

认为，要避免做 3种类型的家长，暴力

型的家长、放任型的家长和强迫型的家

长。他以自己的孩子碰到的一件小事

为例，对家长干预提出3个阶段的要求：

事件发生后，第一个阶段是控制情绪，

第二个阶段是还原事情经过，第三个阶

段是分析并进行处理。他建议：“家长

不要参与，更不能以暴制暴，要寻求第

三方的干预，包括班主任和家长代表。

对犯错的孩子，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

机会。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校园欺凌事件在处罚上更多的

是批评教育和民事赔偿，但道了歉，赔

了钱，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有些事

情处理完了，但问题照样存在。”法官

丁莹还指出，事后的跟踪和事前的预

防都非常重要，他赞扬时代小学的悄

悄话行动，让学生们把想说的话说出

来，把没有打开的心结打开，把问题解

决在苗头中。

杭州市时代小学从去年开始进行

的一系列校园反欺凌专题活动，包括

主题研讨、绘本阅读、问卷调查、团队

友爱游戏等，并将每年的 10月 18日定

为校园反欺凌日。校长唐彩斌表示：

“学生从家里来，我们希望他们走进另

外一个家。在家的感觉是什么呢？家

应该是安全的，是身体的安全，也是心

理的安全。所谓家的感觉就是快乐可

以分享，以至于别人不会嫉妒；忧愁可

以分担，别人不会嘲笑或者嫌弃。”

经他从数学角度解读，“零欺

凌”的“零”并不代表绝对消灭校园

欺凌现象，而是学校、家庭、社会一

起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无限地逼

近这个目标。

“哇，有我喜欢的绘
本，好多动物。”“看，这
是迷宫图。”“我最爱看
这本书了，妈妈给我讲
过呢。”近日，湖州市仁
皇山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悦读越快乐”活动，孩
子们在“森林悦读吧”中
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书
籍、伙伴、空间，学会借
阅书籍、插书板的使用、
整理书籍等方法，激动
地交流着书籍里的趣
事。（本报通讯员 邹丽
君 摄）

校园欺凌并不是小明打了小红那样简单
——杭州市上城区中小学“070行动”现场会观点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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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标语能不能不要那么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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