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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楼主）
你们学校现在还安排学生做眼保健操

吗？你们的学生做眼保健操认真吗？

一直以来，我们学校每天都在上午和下

午安排学生做两次眼保健操，每次5分钟，由

值周班打分，各班安排学生监督，可往往打

分学生一走开去，学生们就睁眼不做了，有

些即使在做，动作也非常不规范。你们觉得

这样的保健有效果吗？

董海
没有教师督促，眼保健操的质量一定不

理想。我发现，眼保健操存在以下问题：

1.做得不到位。很多学生在乱做，没有

按准穴位。

2.双手不干净。学生爱玩，有的在地上

爬来爬去，双手弄脏了也不洗。用脏手去做

眼操，势必会使眼睛受到感染。

3. 眼操时间被占用。有些教师为了赶

课，或为了讲解作业，不放过这区区的5分钟

时间。

其实，影响学生视力的因素有许多，而

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习时间变长造成的用眼

过度。原本课间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可如

今，成了学生的作业时间。持续几小时的学

习，用5分钟的眼操来调整，效果有限。

吴笔建
学生做眼保健操的动作的确很不规范，

只是应付检查用的，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另

外，我有专业方面的质疑——眼保健操到底

有没有预防近视的效果？

城中李恒良
做眼保健操肯定有好处，至于学生做得

规范不规范，就看学校管理者的态度。我校

历来强调学生认真做事，形成了一个好传统。每学年要进

行一次规范眼保健操比赛，这样就要求每位班主任挂帅，引

导学生规范做眼保健操。每次做眼保健操，大队部会指派

学生进行检查，对做得不到位的班级及时进行提醒，由班主

任加强落实。唯一的缺点就是检查者自己不能做眼操。

俞和军
我觉得让眼睛闭上5分钟总是有效果的，闭目养神。

宣赵建
学生做眼操不一定规范，但闭目养神就很不错。

南阳
某些地区将学生的近视率与学生期末的发展性评价

相挂钩。

尘土飞扬
眼保健操其实和早操一样，起初都只是为了让身体更健

康的一种途径而已，但是现在好多的做法都已经变味了——

用这个来考核教师、考核学校。说白一点，把做眼操的几

分钟时间给学生们，让他们随便怎么运动一下都有好处。

吴笔建
做眼保健操差不多成了鸡肋，学生乱按一气。如果双

手不干净，还会引起眼部感染。这段时间不如让学生远

眺，或闭目养神。

陈宝国
班主任自己要会做，知道每一节的动作原理和要领，

然后教给学生，指导学生，这样效果会好些。当然，这5分

钟静心闭眼休息一下，对视力、精神都有好处的。

zjjhpjzzy
现在的学生近视率偏高，一眼望去，班里学生近三分

之一都戴着眼镜。做眼保健操对学生非常有意义，这学期

学校少先队出台了一系列方案督促学生认真做眼操。做

眼操规范率一时大升，但我也担心学生们是用一双小脏手

在做。

石头教师
这个问题我早已察觉。如果再不加重视，把细节落实

到每一个动作，恐怕没有几个学生能完整、准确地做完一

套眼保健操，近视人数也只会有增无减。本学年，我们学

校利用少先队大队部组织监督团，每天对上午、下午各一

次的眼保健操进行监督，并作为班级考核的重要指标之

一。一个多学期下来收效较好，近视人数明显得到控制，

甚至有些学生这个学期初已经摘下了眼镜。

陈维影
从理论上讲，眼保健操还是属于“国粹”，是根据中医

医学的经络和推拿学说的原理而形成的一种自我按摩

法。从实际来看，学校规定每天做两次，但如果缺乏正规

的指导，按摩不到位，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记得多年前

学校组织过一次眼保健操比赛，我就利用电脑里的讲座视

频，教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以致用，很快学生做得动作规范、

齐整，获得全校第一名。重要的当然不是比赛的结果，而

是学生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终身受益。可见，适当举办这

样的比赛，引起师生的一致重视，也是很有必要的。

□王小庆

监考这活，非得由教师来做吗？

当然不是。工人师傅、农民工兄弟、

警察叔叔，他们都可以兼职来做。

我这样说，并非是瞧不起工人师

傅、农民工兄弟、警察叔叔，而是瞧不

起监考这回事。

不知是否因为考试发生在学

校，我们看到的监考人员，基本上是

学校的教师。轮到大型而重要的考

试，譬如高考、英语口试什么的，监

考教师还要有诸如职称一类的要

求，虽然我们无法想象高级教师是

否一定比初级教师在监考这档事上

做得更有成效。

监考怎样才算有成效？——朴

素地说，大概是没有人作弊，考生安

静而听话地做完题、交好卷，一切规

范有序。当然其中兴许会冒出一些

问题，不过，许多问题监考教师是无

权回答、无权处理的，所以整个过程

看不出有多少技术含量，遑论“专业”

含量了。

事实上，监考不仅对教师的“专

业发展”毫无帮助，它甚至还引起了

教师们的反感：

第一，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备受

良心的煎熬（至少我是这样）。考试

只为检测，可如今却成了学校生活

的常态（你算过中学生在3~6年中

考试时间的总量么？），教师们一走

进考场，就明白自己正准备打一场

非正义的战争。第二，监考是体力

活，太苦太累。相比阅卷以及阅卷

之后对成绩数字的各种处理，监考

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其中充满了无趣、疲倦，并常常在与

学生斗智斗勇中败北。简单地说，

监考让人心力憔悴。

然而，如果让教育系统之外的诸

如农民工兄弟来监考，情况会陡然好

转。这是为何？

其一，一行一世界，农民工兄弟

走进考场，会因为好奇而对教育充满

热情。这种心境十分要紧，可以保证

他自始至终情绪饱满地完成监考工

作。当然有人会问，农民工兄弟当年

也是从学校出来的，你怎么就认为他

们会对教育有好感？——任何事情，

一旦成了回忆，多少会变得美好，不

是吗？

其二，农民工兄弟会比教师更加

负责。相信任何没有做过教师的人，

一旦走上讲台，都有一种“今朝皇帝

我来做”的痛快感。当年的被教育

者，如今有了“教育”的权力（虽然也

只是发发考卷而已），这多少叫人兴

奋，也多少叫人有了一种责任感。这

种责任感，保证你在监考时不会瞌

睡，不会看报纸，保证你用火眼金睛

盯着考生的任何一个小动作。

也许让农民工兄弟来监考，还有

更多的好处以及更加深远的文化意

义。在我看来，这一行为还带给我们

一种启示：外来的和尚好敲钟。只要

是隔行的、越界的，做起事来反而能

事半功倍，至少没有职业的懈怠感。

有一次去苏州见一位教师，她告

诉我，在她新任职的学校里，事务性

工作均由“外聘人员”完成，譬如财

务、办公室工作、总务等（当然，核心

的工作应该由自己人搞定）。这样，

学校的教师就不必“学而优则仕”甚

至“则事”了，可以专心教学、专心研

究了。我听了之后，大为赞叹。因为

人事、基建什么的，本来就不是教师

的专业，你不能因为教书教得好，就

因此成为装修专家吧？

用人所学，用人所长，这是起码

的管理之道。然而在学校，这一点不

知怎么的，竟然被忽视了。我当年的

兄弟昌荣君在香港经营一家很有规

模的公司，然而公司员工却只有寥寥

几十名。他说，在香港，服务外包很

发达。只要不涉及核心机密的事儿，

你都可以让外面的人做，这样也省掉

了不少人力成本。我想，何止是成

本，这里渗透的，是“专业的事由专业

的人来做”这个理念。

回到监考。监考当然谈不上什么

“专业的事”，但让外面的人来做，可以

让学校内的专业人士专心做“专业的

事”。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思维——不

仅仅是钱的流通使用，更是人的流通

使用。

有消息说，以后有关培训、考试，

都要逐步走向社会，让社会来承办这

些事。如果真能这样，的确是好事。

学校不该操心它本不该、本不能操心

的事。学校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学

习环境，让学生们安全而幸福地学习

知识——这才是教师们的必需专业。

开学后，各学校的领导、教师又

在孜孜不倦地制订“学期计划”了。

我想起小时候，老师也要我们写“本

学期学习计划”，仿佛只要计划了，一

切就有实效，就可以落地。然而我们

或许忘记了，做事的方法固然要紧，

做事的主体和对象同样重要。我不

懂学校管理，不过思路开阔，“走向市

场”这个道理似乎还懂一点。工人师

傅、农民工兄弟、警察叔叔，学校欢迎

你们！

欢迎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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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话说就到

监考这活，非得由教师来做吗?

□衢州市教育局 谌涛

学生违纪是教师经常遇到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发现一次
处理一次，轻则提醒、批评，重则警告、记过。

学生的不良习惯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其转化和改正也是一
项系统而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我看来，对经常性违
反纪律的学生采取上述措施，其效果都不明显，会使学生觉得无
所谓，容易使他们产生反感甚至抵触情绪，从而陷入“违纪—处
理—再违纪—再处理”的怪圈。长此以往，一切措施将对他们失
效。而对于一贯表现良好、偶尔违反纪律的学生而言，这些措施
会让他们觉得教师不尽人情，影响师生关系的和谐。

有鉴于此，依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我实施了“有限处理”。
所谓“有限处理”是基于教师对学生自觉改正错误的充分信

任，给学生以理解与尊重，对于学生的违纪行为在一定的限度内
给予宽恕，即不批评、不追究、不处罚，视同没有违反纪律。

我实施这种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违纪有其自然性。学生在学校要遵守的规范非常之

多，言行举止都有严格且具体的规范，有的学校不仅有校纪校
规，甚至还有班规，长久地遵守所有的规范对学生是一个非常
苛刻的要求，一般学生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学生
的违纪有其自然性。

第二，不良习惯的矫正不可能立竿见影。那些经常性违反
纪律的学生，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不良的习
惯，这些习惯的矫正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教师应该给予一
定的时间，“违纪即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第三，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需要。违纪即处理，可能会
使我们的学生变成一群温顺的小绵羊，不敢越雷池一步。如
此，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实践、探索、创新”的能力和精神的培养
就难以实现。

以上所说的两类违纪学生，在实施“有限处理”的实践时应
予以区别对待。对于一贯表现良好、偶尔违反纪律的学生，一
旦有轻微的违纪行为，如偶尔迟到一次、早操旷缺一次，教师都
给予宽恕，即不批评、不追究、不处罚，视同没有违反纪律。

实践中，这些学生无须教师提醒，其违纪行为都可以自行
矫正。当然，当教师发现其违纪行为不能自行矫正，违纪次数
变得频繁时，就应该对其进行处理了。

对于那些经常性地违反纪律的学生，其宽恕的范围是与教
师约定的部分，即情节较为轻微的违纪行为，在约定限度内违
纪，教师给予其宽恕，即不批评、不追究、不处罚，视同没有违反
纪律。

宽恕违纪的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生行为的矫正，逐步
减小，直至取消。

达到和超出学校警告以上处分的违纪行为不能约定，不在
宽恕范围之内，不能宽恕。

如：对于早晚自修迟到的，约定允许其在一周内迟到三次，
每次不得超过五分钟，其他时间须按时到教室参加早晚自修，
第三周开始每周允许迟到三次改为两次，第五周开始每周允许
迟到两次改为一次，第七周以后取消。迟到的时间由学生自己
选择确定，一经确定不得更改。对于其他经常性违纪的学生也
采取类似的做法。

从实施的效果上看，“有限处理”易于被学生理解和接受，
学生能从心理上认同教师的做法，提高行为矫正的主动性和遵
守纪律的自觉性，有利于和
谐平等师生关系的形成。
一贯表现良好、偶尔违反纪
律的学生其违纪行为基本
可以自行矫正，经常性违纪
的学生其违纪行为基本可
以控制在约定的限度内，相
对于这些学生以前的违纪
情况，进步比较明显。

有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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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亦平 文/摄

气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超声细胞粉碎仪……这

些专业设备对很多学生来说，可能会望而

生畏，但对一些爱动手创新的学生来说，

学校的济生·食品科学创新实验室简直是

个圣地。

前几天，衢州市第一中学一群高中生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答辩，他们非常自信地

向评委介绍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方案、

愿景，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大家，这些

新奇的设备能够在他们手里创造出怎样

的科学“奇迹”。

制作果酒、果醋、果酱和抗衰老葡萄

酒，鉴定转基因大豆和真假羊肉，测定蔬

菜农药残留及有害物质等，制作玫瑰精

油唇膏……严谨而有趣的生物和食品科

学实验都能在这间“高大上”的实验室里

完成。

“我们将在实验室里开展衢州一中生

物多样性调查研究，现阶段要开展的是叶

蜂多样性调查及生活史研究。目前国内

叶蜂研究薄弱，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国内叶

蜂研究第一人魏美才教授的支持。”动物

协会的答辩学生信心满满，“更何况我们

绝不破坏生态多样性，捉虫不拆家，不破

坏生物栖息地。”

植物爱好者协会的学生对实验室

的设备已经惦记了很久，对各种专业

设备在植物专项实验中的作用、意义

等了如指掌，但学生们认为自己真正

打动评委的关键是成果看得见——

“水培成功的植物将供教师办公室和

班级装饰使用”。

“食品安全和健康甚至和社会稳定息

息相关，要是能够亲自动手实验来验证生

活中的食品安全问题，验证书本知识，真

正找到问题的所在和解决的办法，该是一

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个人团队答辩人

蓝高杰说。

每一支队伍的竞争者都从自己的兴

趣能力出发，告诉所有人，只要给他们信

任，给他们运用智慧和创新的机会，就没

有什么做不到的。

“许多学生对某一专业领域有着浓厚

的兴趣，譬如摄影、天文等方面，但缺少专

业的设备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

开放新建成的实验室，就是要让教育装备

物尽其用，服务于真正有需求的学生，满

足他们个性化的成长成才需要。这也是

衢州市教育局开展的教育装备‘走出来，

用起来’活动在我校的延伸。”衢州一中校

长徐衍昌介绍说。

“通过创新实验室的使用，学生们能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生物

学的核心概念，并能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和

方法参与公众事务的讨论或作出相关的

个人决策。”该校生物教研组组长邹蓁说，

“谁又能说，未来的科学家不会在这儿诞

生呢？”

据介绍，济生·食品科学创新实验室

是为了纪念衢州一中杰出校友，神经生物

学家、我国疼痛医学的开创者、中国科学

院院士韩济生而冠名的，实验室率先与浙

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合

作，由副院长叶兴乾教授的科研团队负责

课程开发，学校生物组教师在浙江大学接

受相关设备操作、科研的培训。另外，有

潜力的学生还有机会到浙江大学参与叶

教授团队的课题研究。

接下来，衢州一中的历史专用教室、

物理创新教室也将在本月进行学生使用

权竞用答辩。

说说为什么我们配得上用这些仪器设备
衢州一中学生竞争答辩赢得创新教室使用权

教学现场

图为两名学生同心协力为自己的团队竞争实验室使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