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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德育教研员
俞尤棠

开学了，面对一张张或稚嫩或青春

洋溢的笑脸，老师们，我们准备好了吗？

男生，女生，我们认真解读过男生和

女生的区别并施以不一样的教育教学方

式了吗？

我们经营的教育环境有没有忽略男

生的一些外显行为背后的诉求？有多少

男孩会被我们所误解？

不努力？
现象：一年级的教师经常会发现，女

生练字整体上要比男生好，有些男生怎

么练都练不好。这时，有些教师或者家

长就会认为是孩子不够努力，从而责怪

孩子。

分析：从儿童的生理发展来看，男生

发育整体上要比女生慢一年到一年半。

一年级的时候，有很多男生的手部小肌

肉群尚未发育好，手部的掌控能力明显

不如女生。这个阶段，让这些男生一定

要达到女生整体的练字水平，真的是强

人所难。其实，每个孩子在学龄初期都

是抱有对学习美好的愿望的，谁不想把

字写好呢？字练不好，孩子自己心里也

着急啊！再加上不被父母或老师理解，

孩子心里就更急了，有的孩子甚至会因

此而对学习丧失信心。

建议：一年级教师不要着急，无论

哪个孩子练不练得好字，都要接纳他，

并多多鼓励他。比如，教师可以轻轻地

抚摸孩子的小手说：“你的小手还嫩，要

握好笔多不容易啊！老师已经看到你

在很努力地练了，你看这几个笔画就练

得很不错。”

其次，不要一刀切地评价所有孩子

的字。对一年级学生的练字，应该多从

个体进行纵向比较，引导学生看到自己

的努力练习带来的进步。

另外，平时在学生课间活动的时候多指导学生做

做手指操等游戏，促进学生手部小肌肉群的发展。

平静、耐心地等待一两年，男孩手部肌肉群得到相

应发展了，就能对手部掌控自如，坚持练字就自然而然

将字练好了。

太粗心？
现象：小学低段的教师，特别是语文和数学教师，

经常会在班里发现这样的学生：朗读的时候经常会漏

字，做计算题经常会抄错数字或漏数字，考试时那些一

行题或者不整齐的题经常会漏看……很多教师和家

长，会简单地认为是孩子太粗心，即便大声斥责孩子，

孩子却依然改不掉。

分析：我们仔细观察、深入地探究这个问题，会发

现大部分有这种现象的低段学生并不是笼统的粗心

问题，而是他们的视知觉能力没有发育好，视知觉感

统失调。

为什么会造成视知觉能力没有发育好呢？原因有

多方面，有的是因为剖腹产，有的是因为一周岁之前的

爬行训练太少，有的是因为从小运动量太少，有的是因

为母体孕产期的时候缺氧、保胎等。还有的学生认字

速度慢、作业拖拉、写字大小难控制、运动空间感不好

等，都有可能是视知觉障碍。这都需要我们教师仔细

观察，耐心分析，以便作出客观的判断。

建议：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现象，提高学生的视知

觉能力呢？首先，教师和家长都要有意识地多带孩子

参加户外运动。其次，平时要有针对性地做些视知觉

能力训练。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教师要提醒家长重

视，最好到医院进行专业的学习力评估，并进行相应的

训练。

超暴力？
现象：一所初中的德育主任向我吐槽，他们学校初

一的男厕所经常被学生踢破。大会上一而再，再而三

地强调要文明上厕所，但是收效甚微。“那初二年级的

男生厕所有这样的现象吗？”德育主任说没有，并表示

很奇怪。

分析：我笑了，告诉他原因。那是因为初一男生

正好整体步入青春期初期，身体快速生长，阴茎发生

明显的变化。因为缺少青春期性健康知识方面的教

育，很多男生对自己身体上的这些变化有点不知所

措，很想在厕所小便的时候通过看看别人来判断自己

是否正常。但是大家都不愿意被别人这样窥觑，所以

只要男生进厕所，就直接把门锁上，而外面的同学等

急了就踢门。

建议：怎么办呢？很简单，初一新生刚进来的上

半学期，学校一定要使

学生正确认识青春期生

理发展，让男生们从正

确的课堂主渠道得到科

学的认知。

后来，这所初中及时

开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课，此后初一男厕所的门

就再也没有破过。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教师周

刊》虽然部分休刊，但微信公众号“浙

派教师”一直与教师们同行。

坚持陪伴与持续关注我省的优秀

教师群体，本刊发现，他们，其实都过

了个“假暑假”。他们的暑假，只是换

了个时间、空间，做着形式不一样的同

样有意义的教育工作。其中，有——

忙着一路行走一路上课的
如推文《一路向西，直抵敦煌！行

走的课堂中，看这群师生如何蜕变！》

节选：在学生赵欣雨们的记忆中——

敦煌，是坐28小时火车的远方，是

师生一整列的卧铺车厢，是西去一路

的歌唱，是和师长聊着天下、文学、历

史等的奇幻之旅……

而敦煌文化，既是莫高窟中绚丽

飞天的千年文明，是站在祁连山脉遥

想河西走廊的幽思；也是校旗插上五

彩鸣沙山头时的自豪，是兰州大学内

主角是他们、观众也是他们自己的课

题汇报和激情演出……

……

而和学生们一起行走西北前，教师

们做足了功课。每天，语文教师钱洲

军、政治教师陈伟萍、地理教师骆海军

都要有意无意地在学生面前“侃大山”。

“听到老师们聊边塞诗歌，聊敦煌

文化，聊西北城市发展，聊中印边境纠

纷，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参与进去！”

“要了解一个人，就要和他进行一

次长途旅行！”钱洲军这样了解着他的

学生们；而赵欣雨们，同样也这样了解

着他们的老师们。

“老师们和我们谈理想，谈人生，

忽然觉得，嗯，我们是应该谈谈理想，

谈谈人生了！”学生吕佳沁毫不隐讳自

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那份震撼和

激动。

……

忙着当巡长、河长和游泳教练的
如推文《为了防止溺水，这个暑假

长兴这些师生做了这么多事！》

节选：长兴县第四小学校长蒋学

平是防溺宣传骑行队的发起人。“每年

暑期，总会有学生到河里去玩水，危险

的事故也时有发生。所以我们要把这

些防溺知识送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农

村和工地上。”在蒋学平的发动下，防

溺宣传骑行队的队伍越来越大：从最

初一个学校的四五名教师，到后来 20

多名其他学校教师的陆续加入，大家

还统一志愿服，统一队旗。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防溺志

愿服务中来，今年，长兴县教育局还发

动千名教师成立了由92名教师、家长

组成的防溺水宣传志愿者小分队，配

合辖区政府排查区域内池塘、水库、水

坑、河道等安全隐患。

7月2日到7月31日，该县洪桥镇

中心小学一共开办两期游泳班，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游

泳培训。这也是长兴开办暑期游泳培

训班的4所学校里，时间最长、参与人

数最多的一所学校。

忙着日日吟诗、晒美图，悠哉在家
访路上的

如推文《20天，1000多公里，日日

吟诗、晒美图……如此悠哉~的~却不

是旅行？》

节选：他“浪荡”的足迹：塔石远至

三门源，横山远至建德界，湖镇远至婺

城界，溪口远至大街大石下，梧村庆

丰，遂昌北界镇，庙下毛连里，詹家远

至衢州东港。

这么多陌生的地名，其实就一点：

整个就没出衢州界！

他在龙游及周边到处晃荡，就为

一件事——家访！只是，他的家访对

象，有新接手的班级，还有刚交接出去

的班级。到8月15日，两个班，84名学

生，共耗时20天，行程1000多公里。

为什么要全员家访？

贾如松说：“因为都是‘如松班’的

孩子，路再远，再坎坷我也要一个都不

能少地进行家访。”

一个个，把原班孩子郑重地交到

家长手上，以便他们在新班级能更好

地起航。新班的家访就不用说了。“实

地去家访，当面来沟通，更加有实效，

也表达了我的诚意。”

“家访，和家长建立了良好的沟通

关系，了解了龙游各地的风土人情，增

强了师生感情，最重要的是——为学

生做了榜样：要做一件事就要尽自己

最大能力做到最好！”

这就是如松。

忙着“当网红”搞网络直播的
“中职德育课翻转课堂学习设计

与应用”“高中数学教师自主发展研

究”“生活常识类课文教与学的研究”

“在推理中寻找数学核心思维”“如何

进行自闭症儿童生态化评估”“怎样解

决作文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如何上好

开学第一课”……这个暑假，省名师网

络工作室中的特级教师周岚、陈加仓、

李昌官、桑丽虹、刘佳芬、童洪星等都

忙着当“网红”，开展了他们的经验分

享与教学研讨的网络直播活动。

关注“浙派教师”，就能实时关注

更多的名师网络分享活动。有的名师

送教活动，还会邀请教师到现场观摩！

扫下方二维码，新学期，让我们一
同前行！

开
学
了
，又
有
多
少
男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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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从明远阳台启程，沿钱塘江堤岸行

进，直至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

处。8月28日傍晚17时，杭州高级中

学启动高一新生军训项目之一的8.8公

里毅行。这次开启高中之旅的跋涉，被

学生们欢乐地称为“战狼”行动。

9月1日，开学第一天，迎接杭州

市人民职业学校学生们的将是一场蓄

谋多日的“运动大餐”。“喜迎学运会，

争做运动达人”，不愧“一拍即合就运

动”的称号，“运动大餐”中，既有立定

跳远、50米、1分钟跳绳、坐位体前屈

等运动比赛项目，又有夹乒乓球、纸飞

机、套圈、踢毽子等趣味比赛项目。

这两所学校，在2016年10月省教

育厅发布的“高校新生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情况通报”中，连续两年排名平均分、

合格率位列全省前十名。它们，分别为

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组的第一名。

体质好的学生是怎样玩出来的
在连续两年合格率排名全省前十

位的生源县（市、区）中，宁波市大榭开

发区是稳当当的第一。

“先得有场地，然后保证学生有时

间，在校、在家都能撒欢玩耍。”宁波大

榭开发区社会发展保障局俞爱丰介绍，

大榭开发区虽然只有3所中小学校，但

校园体育场馆面积已达2.7万平方米，

“室外场所每天早、晚两个时段向社区

青少年开放”。为保障学校体育场馆有

序开放，该区每年拨款20万元，专项用

于场馆设施维护保养补贴和管理人员

费用。校园外，小区内遍布适合青少年

活动的运动器械，同时还建有公共体育

馆、游泳馆、健身房、乒乓球房、室外篮

球场、排球场、室内羽毛球馆、网球场

等多样化、多层次的运动场所。“结合

大榭森林生态公园规划，我们还拟建

长度约为23公里的健身游步道。”俞爱

丰认为，“触手可及”的运动场馆、设

备，才能让青少年不知不觉运动起来。

“重视体育运动环境营造，重视体

育的仪式感，学生会因此更加喜欢运

动。”在杭州人民职校每年的田径运动

会上，每个班级都会结合专业特色，设

计出精彩的、充满活力的入场式。“学

前教育结合绘画、舞蹈等才能，会展服

务与管理专业发挥设计、制作特点，礼

仪文秘专业发挥航空服务班优势……

这样，入场式就能成为一种美的欣赏

与感受。”该校学生处主任张莹告诉记

者，学校入场式项目在杭州市区高中

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上已获13连冠。

长跑是很多在校学生惧怕的一项

运动。但在衢州第二中学，学生们却

早已习以为常，并乐在其中。只要不

下雨，每天清晨的集体跑雷打不动。

到了高三，还得再加一次晚饭前的晚

跑操，风雨无阻。“我们的秘诀是慢慢

把跑步这件事从‘制度’变成‘乐趣’。”

教师祝凌宇介绍，他们会随机抽取几

个班，让他们进行比赛。除了“抽签比

赛”，楼层之间也有“较量”，“当跑步变

成集体荣誉的一部分，学生们的步伐

迈得更整齐，口号也喊得更坚定了。”

去年，“爱上长跑”的衢州二中由此收

获了毕业生体质测试总成绩平均分全

省第二的荣誉。

体育教育变革让人人都爱上运动
“毕业生体测近两年为什么稳居

普高第一？我想主要是我们的模块体

育课合学生胃口。”杭州高级中学体育

组教研组长黄玲认为，篮球、足球、健

美操……每个年段6个必修模块供学

生选择其一的体育模块教学模式，最大

程度地尊重学生个性与兴趣。“不同模

块的体育课都会保证学生身体素质方

面的练习，只是，形式更多元，更活泼。”

黄玲介绍，如篮球班的学生不会专门去

练习体测中的跳远，而是用篮球运动体

能训练中的15米连续蛙跳来替代。

除了体育课，乒乓球、定向社、羽

毛球队、健美操队等体育社团，包括运

动会、校园体育文化节等各类比赛、活

动都成为体育课堂的重要补充。杭州

高级中学副校长许涛认为，让学生爱

上某一两项运动项目，才能真正培养

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

同样，在衢州二中，每年开展的趣味

体育活动有20多项。趣味心理运动会、

班主任亲子运动会、“祝福高三”跑操活

动、登山等，师生们参与的热情都特别

高。篮球社、街舞、排球、跆拳道……衢

州二中的35个社团中，有三分之一都与

运动有关。在校运会、联欢晚会、科技

艺术节、外事交流活动等校园大型活动

中，该校总记得给学生提供体艺特长的

展示平台，让学生在收获中成长。

“我校体育教育改革的最关键点，

就是要求人人均衡发展，鼓励学生全面

参与。”杭州人民职校每年的运动会除

传统田径赛事外，还设置有全班参与的

绑腿跑、迎面接力跑、沙包投准赛、广播

操比赛等。另外，每个专业部还有展示

专业风采的大型团体表演项目，如体育

排舞、校园青春健美操等。“学生的全面

参与，把运动会真正开成了全体学生自

己的赛事，学生才能体会到‘我运动我

快乐’的体育精神。”张莹说。

以兴趣为导向，我省高中就这样

丰富着学生的体育锻炼内容。2012年

以来，我省高中已累计开发上万门兴

趣特长类体育选修课程，包括球类、体

能类、形体类、民族民间体育类、水上

运动类、新兴运动类等，激发学生体育

锻炼的热情。

体育教育理念和目标因何而变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开幕

在即，在省教育厅副厅长、运动会筹委

会常务副秘书长鲍学军看来，此次运

动会不仅为浙江的学生和学校提供了

展示的舞台，更将达到促进各地各校

加强体育锻炼，让学生“走向操场”的

目标。

近年来，随着浙江率先在全国进

行体质健康监测，推进足球、羽毛球等

专项项目进校园等活动，学生体质呈

逐年提高的趋势。将课程教学和课外

活动、竞技比赛相结合，帮助学生树立

健康意识，养成健身习惯，已成为学

校、教师们的奋斗目标。

2015年，杭州拱墅区成为全国13

个“学校体育综合改革”实验区之一，

加入全国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联盟。

在该区，学校体育不仅纳入学校绩效

考核，考核比重超过学校的语数外等

学科。开学前夕，拱墅区教育局宣布，

从9月1日起和睦小学等5所学校试

点实行“延迟到校”，将第一节课的上

课时间延迟到八点半。“推迟了近半小

时，孩子睡充足了才能身体好。”一位

教师这样理解这项政策。

2017年，温州市成为国家教育部

“全国学校体育联盟（中华武术）”唯一

的一个试点城市。“我们将陆续‘进驻’

学校，通过高科技智能穿戴设备，有目

的地记录习武学生的在校品德表现、

训练内容、运动数据、学习成绩、生活

习惯和人际关系处理等信息。”温州教

育局体卫艺处邵凯介绍，“武术进校

园”要实现的是“强身健体、自卫防身、

修身养性、立德树人”的目的。

“爱运动的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

来。”省“十佳智慧班主任”、丽水市实

验学校班主任刘雪忠发现不少教师有

着“某某同学经常迟到或不交作业怎

么办？”“孩子上课好动怎么办？”之类

的烦恼。“当我们蹲下身子，用蘑菇的

视角就会发现问题背后的实质。”刘雪

忠认为，隐藏的密码就是“孩子大脑皮

层的叶片没有成长好”，怎么办，孩子

需要通过感统训练，比如跳绳、滑板、

吊缆等运动，刺激孩子的前庭平衡觉，

增进自控力。“换一句话说，没有适量

的运动，就没有孩子的健康成长。”

过了个“假暑假”的他们，都忙活了啥

关关注注

体质倍儿棒的学生都在玩什么
体育教育改革让人人皆为“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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