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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至少不应成为让人讨厌学习的存在
dzh6024205（楼主）
我们学校坐落在一个偏

僻的山坳里，周边有一大片桑

园。由于近年桑蚕价格偏低，

蚕农大部分出门打工。这样

一来，桑园荒芜。

学校 11 位教师除了 2 位

本地教师下班回家，其他9位

教师均住校。学校还有88名

学生住校。教师有相对空闲

的时间。他们利用空闲时间

在校园周边开垦荒芜的桑园

种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求

诸贤才献策。

吴笔建
至少不让土地荒废了，是

好事。如果能把土地开发成

学生劳动的基地，那就一举两

得。学生可以品尝自己的劳

动果实，绿色、环保，吃得放

心，何乐而不为呢？

陈升阳
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

教育，本着这个目的出发的行

为，不当一棍子打死。

宇地海松叶
当然不能过分。

俞和军
绝对是好事，工作、生活、

休闲三不误。

砂石比亚
种菜自己吃有何不可？

过去我做总务主任的时候，还

带领教师在校园里的边角地

带开辟出许多菜地来，解决了

吃菜问题。

宣赵建
当然是好事，在不耽误教学的前提

下，既锻炼了身心，又吃上绿色食品，且经

济实惠。

翘 楚
我校校园内也有一块空地，刚建校时

杂草丛生，学校就决定对它进行绿化。不

料，学校中几位有种菜情结的教师，已经

利用业余时间，开垦整理，播下菜种，这里

俨然成为生机勃勃的菜地。

学校领导班子一合计——也好，就将

这块地当作劳动实践基地吧。学校“请”

来挖掘机，将这块空地进行深耕，清除其

间石块，搬来优质土壤。整顿完毕，分成

若干块进行认领。每位教师可以认领一

小块地，带领一个班级的学生一起种菜，

负责对学生的指导、管理。菜地的播种自

己做主，收成也归自己。现在，经常可以

看见中午饭后时间，“城市菜农”们经常去

菜地管理，学生们也爱到菜地去看看。教

师们也经常分享种菜心得，收获的放心菜

也可以拿回去美美品尝，特好。我想，工

作之余，能有一块菜地可以侍弄侍弄，不

是挺好的吗？只要不发生纠纷，这应该是

挺好一件事呀。

青青那央
我也觉得是好事，最好再让教科所的

教研员指导一下，由此开发成一门种植课

程，这样就更完美了。

董 海
乡村学校，因地制宜；师生协作，合理

利用；教学生活，相互融合；劳逸结合，自

给自足；帮人利己，好事一件，必须点赞。

尘土飞扬
当然是好事，只要不影响教学工作。

劳动光荣嘛，让学生也能看到，教师不仅

会教学，还会种菜，这就是生存的技能。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让学生们学习如何自

己种菜，这就是一个学习理论知识到用实

践进行检验的过程。

凤舞九天
事看两面：1.这是少数人的行为，还

是多数人的行为？如果是多数人的行为，

会不会对教学造成影响？如果种菜成风，

影响教学，那就需要刹刹车。

2.可以建议教师把种菜融入平常的

教育教学中。比如，科学课是否可以以此

为实验基地（三年级的教材中就有种玉

米、凤仙花的内容）引导学生开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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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话说就到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中心学校
黄卫东 靖书霞

抄写是小学语文的一项常规作业，语
文教材中有许多课后抄写题，抄写的内容
有词语、句子、段落、诗等。《语文课程标准》
对每一学段的写字教学都提出书写质量
和书写习惯的基本要求。抄写训练既能
帮助学生积累、理解语言，又能提高他们的
审美能力。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
许多教师只重视词语的抄写，而忽视了句
子的抄写，抄写后教师进行讲评的则更
少。长此以往，学生的抄写又怎能做到课
标要求的“规范、整洁、有一定速度”呢？

那么，句子应该怎样抄？怎样评呢？
1.抄前示范讲解，学会抄写规矩。每次

布置抄写作业时，教师可结合自己的抄写范
例，让学生明确抄写要求，如句首的空格、标
点的写法、行列的整齐、书写的整洁等。

2.抄时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刚开
始抄写句子时，可让学生抄在方格本上，
等他们熟练后，再抄写在横线本上。

3.抄后评价激励，唤起抄写热情。教
师可发给学生评价卡，每次抄写作业完成
后，通过多元评价，让学生对自己的抄写

“美丑自知”，激起抄写热情，提高自我要
求。评价完后，将学生的评价卡和抄写作
业一起装入学生的成长档案袋进行保
存。一段时间后，让学生查看、对比，使每
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此外，还可紧扣写字标准，组织各种
形式的作业展：“今天我是小明星”，挑选
写得好的学生作业进行展览；“看看老师
怎么样”，教师将自己的抄写示范作品拿
出来让学生点评；“抄写创意大奖赛”，将
抄写与美术课的手工结合，制成各种手工
作品，如风铃、笔筒、娃娃、杯垫等，布置在
教室内，用美丽的文字装点教室。

□蒋 莹

有谁是真心喜欢学校的？

我的同学和朋友，家里的孩子们，好

像没几个对学校怀有美好感觉的。

特别是小学和中学，曾给不少人留下

了心理阴影：太顽皮被教师责罚，因为是

学困生被歧视，受到同学欺负和孤立，假

期被家长关在家里逼着学习。

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在将来的工作中

和人际交往中慢慢恢复自信。也有人把

自卑存放在内心的一个角落，虽然结了

疤，但是遇到挫折时，又会隐隐发作，来提

醒一下黑暗曾经的存在。

现在教师的素质高多了，不体罚，不

会明确表示出歧视的倾向，也不会公布最

末一名来提醒你的失败。但是我家里的

小男生、小女生还是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学：

做作业、做卷子做到头昏，会做的题

还要不断做，做错的题就更糟了，要重复

演练，某些无聊的课文包括注释要求一个

字不差地背出来，课间不让奔跑打闹……

如果让我现在倒退到10岁，我想我

一定会拒绝上学。

当然，孩子们也承认学校里还是有些

值得期待的东西的，比如说，能见到朋友，

能在操场上踢足球、做游戏……都是些和

学习“无关”的东西。

对于我而言，学校倒是没这么讨厌。

因为我善于学习，不对，准确地说是

善于应付考试，除了小学太贪玩没有进入

状态，从初中开始一直都是老师的宠儿。

虽然我个性自由散漫，并不适合学校

刻板的教育，但是因为所有的课程包括体

育、美术都成绩优秀，竟然争取到了不小

的自由活动空间：早恋、上学迟到、上课看

武打书，逃课去西湖边玩……老师也都睁

只眼闭只眼，还叫我当班干部。

即便这样，学校留给我的美好印象并

不甚多，主要是：可以在图书馆看课外书，

去美术教室画画，和生物小组去山上认植

物，和好朋友一起聊天一起骑车乱逛，也

尽是些和本业学习没有太多关系的东

西。另外就是功课不多，升学压力也不

大，留给我很多闲暇。

虽然我也碰到了几位好老师，学习到

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

味同嚼蜡，足以把这些收获都抵消。

每个人的人生中也充满了味同嚼蜡、

不得不应付的东西，比如工作中的一些事

项，比如人际关系，比如家务琐事。感觉

学校的存在，就是在训练小朋友提前去适

应枯燥的人生，适应自己讨厌的人和事

的。在成人之前就打磨掉他们的棱角，消

耗他们的能量和锐气，再也不可能去反抗

和创新。

但是，学习不是味同嚼蜡的东西！直

到工作后，我才开始喜欢上了学习。自己

找书来看，那些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数

学、文学原来这么有趣，真是和学校里学

的不一样。或者说即使是同样的东西，因

为是自主学习，就感觉不一样了。

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学校，虽然教的东

西枯燥，但至少没有把我逼成厌学，给我

留下了未来的可能性。

但我也看到，像我这样适应考试制度

的人毕竟有限，更多的人是从讨厌学校开

始讨厌学习：语文课使他们到现在都讨厌

阅读，数学课使他们一看到数据就厌烦，

英语课使他们一直都不能自如地开口和

老外讲英文。

所以，在子女教育方面，我从不要求

他们考多少分，给他们施加课程压力：

学习不是一件难事。一个拥有正常

智商的人，如果自己想学，一定能学好。

如果自己不想学，再怎么逼迫也不会有效

果，反而会扼杀积极性。

哪怕读得像我这样，成为一个能“碾

压”大多数的学霸，又能怎么样，不也就是

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吗？

我虽然是个普通人，但是至少在阅读

和学习中找到了乐趣，使我能一直保持快

乐和充实的状态。这是一个可以持续终

身的乐趣，比仅仅在上学期间成绩好重要

得多。学校里已经逼得很紧了，我再加压

力，小朋友就要开始讨厌学习了。学习是

一辈子的事，又不是在学校里的十几年，

何必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现在我只是培养孩子们专注的习惯，

不管是学的时候还是玩的时候，鼓励他们

多进行户外活动，看各种杂书和电影。比

起拥有好成绩和别人眼中的成功，我更希

望他们拥有健康的身心、广阔的视野和心

胸，学会用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体验和

理解他人的情感和人生，从而提升自己思

维的深度和广度。

在央视节目《朗读者》第一期里，节目

组请到了童话大王郑渊洁和他的父亲。

郑渊洁，是一个从小学四年级就脱离了教

育体制的人，别说放在那个年代，就是放

在今天，也是惊世骇俗的。

他的很多童话都流露出了反学校体

制这种思想，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节目里，他揭开了自己的伤疤：

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早起的鸟有虫

子吃》，他变更了题目，写成《早起的虫子

被鸟吃》。老师羞辱他，让他对着全班同

学说一百遍“郑渊洁没出息”。他就一边

说“郑渊洁没出息”，一边引爆了藏在身上

的拉炮。

于是，他被学校开除。回到家本来以

为父亲会大发雷霆，不料父亲听完原委不

但没有责骂，反而说不去上学也好，“我在

家教你”。

结果你是知道的，郑渊洁成为中国最

有钱的作家之一了，2009年版税收入就

达到2000万元。但是这不代表不上学、

回家自学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因为只有成

功者我们才能看得到，更多的是不能进入

我们视野的或平庸或失败的故事，这叫作

幸存者偏差。但是，郑渊洁绝对是掀起反

抗学校体制大旗的先行者。

还有一个成功的作家，也不喜欢学校

教育，虽然学习也不是他的弱项。

村上春树在高中念到一半时，开始阅

读英文原版小说，就是因为喜欢阅读，想

看些原汁原味的原版。但是奇怪的是，他

能把一本英文小说从头到尾大致读下来，

英文考试成绩却没有任何提高。

他的同学里，比他英语成绩好的大有

人在，却没什么人能把一本英文书从头读

到尾，这是为什么呢？

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答案：日本

的高中英语课程，并不以教学生掌握灵活

实用的英语为目的。

那又是以什么为目的呢？在大学的

入学考试中英语拿个高分，差不多就是唯

一的目的。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多背几

个复杂单词，选择正确的冠词和介词，记

住过去完成时的虚拟语气句型，显然更为

重要。而能够看英文书，可以跟外国人进

行日常会话，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琐事。

关于日本学校教育的弊病，村上在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之“关于学校”一文

中，有不少精彩的描述。对于已经结束超

级经济周期，把GDP增幅设定在理性的

6.5%的中国而言，看看泡沫破裂后的日

本教育问题，是有一定借鉴性的。

我寄望于学校的，只是为每一种个性

提供生存的场所，“不要把拥有想象力的

学生的想象力扼杀掉”就足够了。我也觉

得学校不用设什么宏大的目标，比如素质

教育、开发潜能，甚至于快乐教育，只要设

一个止损下限就可以：学校至少不应成为

让人讨厌学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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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振兴西路小学 沈春梅

互联网络系统具有丰富的信息承载

量，为阅读教学提供了丰富的预习资源，

可以突破书本的限制，缩短认知的过程，

实现对事物的多层面了解。如何真正使

学生乐学、善学？多媒体网络环境为学

生的语文实践提供了新的土壤。

课前网络预习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些课文，比如历

史、科技题材的课文，由于受时空和学科

的限制，与当代小学生的距离太远，学生

在学习时，理解上有不少困难。如《圆明

园的毁灭》一课，词汇量大，背景复杂。

学生对圆明园曾经的辉煌和晚清历史缺

乏了解，更谈不上体会“圆明园在祖国和

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以及圆明园的毁

灭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了解决这一教学的重难点，课前

预习时，我让学生上网查阅图片和资料，

了解这座皇家园林的占地面积、各景点

及园林全景图和所藏珍宝书画的图片

等，查阅火烧圆明园、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等历史，了解晚清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在教学二年级下册《恐龙的灭绝》

一文前，我给学生留了一项长周期作

业——查查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学生

们纷纷借助百科全书、科普网络、自然博

物馆等开展信息搜索，在学课文时就能

对书中的三种猜测说出自己的见解，说

明文的学习竟成了有趣的科学大探秘。

随后，我留了一个小课题：恐龙作为

地球上曾经的霸主，为什么没能延续繁

衍，反倒是比它弱小的微生物却生生不

息？学生再次回到课文抓关键语句，依

据相关内容链接，最后达成共识：食物链

的一头破坏了，整条食物链都受影响。

恐龙体积庞大，对食物摄取量也大，很难

迅速适应行星撞击地球后因气温骤降而

带来的食物减少的变化。

三种网络工具
新课程理念告诉我们：学完课文并

不意味着知识学习的结束，而是学生学

习新知识的又一个开端。课外的世界更

精彩。计算机网络教学以工具的改变促

进教学的革命，iPad、iMarkup、blog、

BBS等电子产品和应用软件能帮助学

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进行学习，这

就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

1.iPad片段呈现，引发期待

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让学生组

成iPad阅读小组，建立微信群，先在群

里发布一个片段，调动起学生的阅读兴

趣。比如高年级教材中的课文，有些是

经典作品的片段，仅仅学习课文获得的

信息是十分片面的。比如学了《少年闰

土》后，我在课堂上让学生查找出中年闰

土的外貌和举止，学生大感诧异，有了阅

读期待，我才向学生推荐鲁迅的小说《故

乡》。带着问题读经典，学生会读得更专

注、更深刻。

2.BBS群文阅读，多向互动

同作者或同主题下的群文阅读，借

助BBS、blog等平台开展多向互动讨

论，使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学习了

《草船借箭》，好多学生认为鲁肃老实胆

小，我追问，从哪些细节看出？然后链接

《刮目相看》一文，让学生自己去咀嚼感

悟。不少学生有了之前的阅读经验，还

会主动查阅《三国演义》的相关资料，在

阅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历史观。

3.iMarkup阅读批注，摘记便捷

课外阅读的目的之一在于多积累知

识，怎样积累呢？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培根说：“做笔记使知识准确。”因

此，我们要指导学生学会做笔记，以巩固

阅读的效果。可由于做读书笔记费时，

笔记又容易遗失，许多学生在阅读的过

程中懒得动笔，只能囫囵吞枣，读后印象

也不深刻。针对这一现象，我让学生在

iPad上下载电子阅读批注软件iMark-

up，在文本上及时旁注，就如同在书本

上做笔记一样方便，而每一篇批注记录

事后都可以在阅读历史中查得到，而且

易于携带，教师在检查时也一目了然，可

以针对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开展主题

性研究。这使得阅读变得丰富而灵动。

近日，云和县第二中
学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
员代表，前往该县敬老院，
开展“关爱夕阳红”活动。
他们在校团委书记的带领
下，给老人包饺子、打扫卫
生，陪他们聊天。图为学
生在细心地喂老人吃自己
亲手做的水饺。

（本报通讯员 范晓
波 蒋子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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