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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广春

“八成送孩子进校门的

家长一手搀娃、一手撑伞，

身上还背着沉重的书包；有

老人蹲着给娃换鞋，却被娃

埋怨。”近日，杭州市东园小

学副校长吴海燕看到这些

情景后，给全校600位家长

发短信建议，“让孩子们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结果仅

有两位家长回复。吴海燕

因 此 被 称 为“ 最 郁 闷 校

长”。她的“郁闷”，也引发

了社会对儿童家庭教育的

反思。

在我国，隔代教育的情

形十分普遍。年轻夫妇忙

于工作，爷爷奶奶承担起照

顾和接送孙子辈上学、放学

的任务。这种模式本身并

没有可质疑之处，只是现在

的孩子身处不同于爷爷奶

奶小时候有多个兄弟姐妹

一同生活的环境，孩子不懂

得竞争，更不善于自己照顾

自己。再加上爷爷奶奶没

有了工作上的压力，慢节奏

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和耐心包容孩子。这

实际上让孩子总是处于被

关爱、被替代的环境里，过

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日子，很容易将这种状态视

为成人对自己的必要条件，

久而久之，孩子的生活自理

能力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也

难以形成。

东园小学副校长吴海燕的建议，是对

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也是对社会的呼吁，

目的是要家长为孩子成长营造一种关心

而非溺爱、照顾而非包办的环境。要求小

学生自己的事自己做，希望孩子对家长的

“代替”说“不”，其实是重视学生能力和习

惯的培养。虽然学校教育承担着教书育

人的双重任务，但作为家长，更应当放手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做力所能及的事，让

孩子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每一个孩

子都不可能总是生活在家长的羽翼下，总

会有面临挑战和承受风雨的时候。

放手让孩子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的事

自己做，从而积累知识和经验，这也是孩

子们健康成长所必经的过程。家长往往

习惯和满足于看到孩子长高、健康，习惯

和满足于孩子完成学习任务，却疏于培养

和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家长培养

教育孩子做事，是让孩子知道自己应尽的

义务，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让家庭更加温

暖、幸福；也能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环境

里勇于面对各种挑战，不怕困难和挫折，

做一个心态健康、敢于担当的人。

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场面温馨的“童心撞地球”、唇枪

舌剑的“谁动了我的东西”、诙谐幽默

的“俗世奇人之‘怪癖’”……3月 17

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湾小学在

历时近一个月的策划和筹备后，完成

了本学期“三位一体”对话成长课程赛

课活动。三至五年级9个班共9堂异

彩纷呈的课，给江湾学子带来了一场

别具一格的德育盛宴。

“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唠叨‘我是

为你好’，孩子却越来越烦躁，最后

甩出一句‘我不要你为我好’！”在聊

起课程设计理念时，校长沈兴明先

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之前发生在江湾

小学学生身上的亲子冲突事件，“小

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开始形成独立性

格，逐渐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变得

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这时，我们的德

育一定要首先注重孩子的内心需

求、人格发展和健康快乐”。缘于

此，学校开发了“三位一体”对话成

长的德育课程。

据了解，此课程是在江湾小学“1+

X”童年味道课程体系下开发的一门适

用于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的分段专业

性德育课程。课程采用学分制，每学

年安排10课时，修满学分20分。每个

年级有个既定的对话主题：三年级是

“起源”，四年级是“矛盾”，五年级是

“变化”（目前学校没有六年级学生）；

每个主题下分有若干话题。沈兴明介

绍，“三位一体”是指学生、教师、家长

三方聚到一起，“对话”则是通过学生

在“同客观世界的对话、同伙伴的对

话、同自己的对话”中关注自身的成长

体验，最终实现个体道德的内化。“抓

住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苦恼点、冲突点、

敏锐点、兴趣点来架构平等的对话，使

得学生能在和教师及家长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道德体验和

价值判断。”

对话成长课程的一个落脚点在

“真”字上，即说出真情、写出真心。

305班班主任王宇舒给记者看了学生

叶羿墨妈妈在“童心撞地球”课堂上给

孩子写的一封信。在妈妈的笔下，一

个喜爱唱歌却又胆怯的小女孩，在参

加各种活动和比赛中从赶鸭子上架到

自信洒脱地展示自己的过程活灵活

现。不只是叶羿墨的妈妈，全班所有

学生和家长都互相给对方写了一封

信，然后在课堂上当场宣读。“不论是

课堂参与者还是听课者，好多人都哭

了。”王宇舒告诉记者，学生、教师、家

长一起坐在教室里，以最舒服的姿态，

心平气和地倾吐心声，这给了平时疏

于沟通的学生和家长一个很好的交流

机会，“有倾听、有答疑，但没有猜忌和

苛责，这对学生来说是个安全的可倾

诉环境，让学生能大胆地表露自己的

真实感受”。

课程的另一个落脚点在于“多向

对话”，这个“对话”包括书面的和口头

的。江湾小学建校时间不长，相比于

其他年级，五年级学生的问题显得更

为突出一些，这缘于这一届的生源多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父母工作忙、本

身文化程度又不高，在家庭教育上有

些力不从心。

“父母有教育孩子的热情，却没有

良好的方法。”501班班主任练菲菲是

这门课程的开发者之一。在她的班上，

数天前发生了一件事，一名学生带到教

室里的600元现金丢失了。“钱是谁拿

的？把他（她）揪出来后是要严惩，还是

让事件淡化？”练菲菲说，事情刚发生

时，不光是班里的学生，连学生的家长

也都言辞激烈地分成了两派。于是，她

因势利导地开了题为“谁动了我的东

西”的成长对话课程。课堂上，双方各

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课堂气氛比辩

论赛还激烈，等大家都说完了，练菲菲

特意留了15分钟的“课堂作业”，让学

生、家长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来写一写

“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孩子/学生偷

了东西，你会怎么样？”三方站在各自的

立场上阐述。“虽然课堂唇枪舌剑互不

相让，但是最终，学生、家长和教师一起

达成了一项共识，即宽恕。”练菲菲说，

孩子们懂得了不管是严惩也好，淡化

也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宽恕。“虽然

至今也不知道钱是谁拿走的，但这点

已不重要，因为孩子们在这堂课中培

养起来的‘知耻感’，以及愿意用信任

感化犯错者内心坚冰的善良和勇气，

远比钱的本身价值珍贵得多！”

“三位一体”对话成长课程开展至

今已近5年，对授课的班主任们要求可

不低，“必须注重平时积累，对自己班

上的孩子及家长情况要非常了解”。

沈兴明说，因为对话式德育课没有固

定的范本，很多课堂内容是临时生发

的，所以授课者除了充当学生和家长

之 间 的 协 调 者 之 外 ，还 要 会“ 控

场”——把握好课程目标与真情实感

间的起承转合。“如今，一到成长课程

开课时，总会吸引不少其他学科的教

师甚至外校的同行前来听课，下一步，

授课就不仅仅是班主任的事了，各个

学科的教师都可以加入进来。”沈兴明

说，有了这门德育课程后，学生明显变

得彬彬有礼、阳光自信，语言表达能力

好了，对人对事的态度也更客观，连带

着班级里、亲子间的关系也融洽起

来。“我们学校的家校关系相当好，从

未产生过问题。”这样的自信，正是源

于这门德育课程带来的底气。

大数据助力新高考

本报讯（通讯员 金 铭）近日，由温

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自主研发，配合教学

改革设计的“新高考7选3管理系统”，获

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系统的大数

据分析既给学生和教师带来了“互联网+

教育”的红利，更是打破了高考领域教育

信息的壁垒。

新高考“7选3”理论上可能会出现35

种选择。学生选课走班后所带来的课程安

排、师资调配上的难度，令许多高中校长倍

感压力。温二外以“管理云端化”为思维模

式全面挖掘大数据，利用网络系统提升教学

效率与精准度。该系统从学生、教师及行政

管理三个层面展开设计，方便了学生选择课

程、直观查询课表与打印考试准考证，让教

师能轻松分析学生学业数据、管理走班等信

息，为行政管理层提供了课程安排、考务安

排和成绩分析功能。

该系统不仅包含学生的基础数据库、

行规数据库和学业数据库，也可为教师储

存每位学生的成绩，还能对学生的学情予

以可视化、图形化的数据呈现。这些数据

将成为教师分析学情的重要信息，为教与

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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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景宁县鹤溪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茶园，开展茶文化实践活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零距离接触了
茶叶的采摘、制作全过程，同时也感受了家乡茶文化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柳伟芳 摄）

对话成长：“三位一体”共育全人

体验家乡茶文化

课程育人

课改在行动课改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