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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

下期话题：

回家作业告别“家长检查签字”，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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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稿费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陈治勇

我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脚印一

个接着一个，新脚印替代旧脚印，脚

印叠加脚印，终至模糊一片。我无法

辨别这些脚印来自何处，通向何方。

但我知道，每一个脚印走出各自的人

生，脚印的主人或贫或富，或忙或闲，

跟我一样是芸芸众生。每一个脚印

都是一个答案，每一个脚印都有一个

主题，模糊里有着清晰，交织成生命

乐章。

这些纷纭的脚印突然让我想到

语文试题。

临近期中或期末，我们也偶尔小

练。语文考卷的阅读题有所谓的“参考

答案”，让我犯难，因为学生的答案书写

着各自对于字词篇章的理解。我不能

说谁对谁错，只能说它们都有理。

但是，“参考答案”却让我无言以

对。譬如，题目问作品中人物的“性

格”，答案竟然出现“博学多才”。我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断送在这个“博

学多才”上。

再譬如，“请赏析画线句子……”

答案必然会出现“××描写 1 分”

“××修辞 1 分”“××表现手法 1

分”，漏答将会扣除相应分数。

我想，当初学生学习“修辞手法”

和“表现手法”，其目的是为写作服

务，本该运用于作文实践，却变成了

考点，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达成一知

半解的效果。难道一个人在欣赏文

学佳作的时候，脑子里会跳出这些所

谓的知识点吗？也可能会，那是思维

被考试“烤焦”的结果。

当我们读到李白“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的时候，我们会为作者

放飞的想象惊叹；当我们吟咏“只恐

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时

候，我们会感受到万千愁绪的分量。

我们能够在文字营造的意境里，与李

白同上高楼，与易安同感悲伤，见落

花而流泪，闻鸟鸣而心惊，因为我们

都是人，都能被好的文字打动。

打动我们的不是知识点，而是铸

在文字里的情感，无法与文字剥离的

情感。

试题中还有“某个段落在文章里

有什么作用？”这样的问题。答案里

就总少不了“过渡”“引出下文”“推动

情节”“呼应前文”之类的“套路”，对这

些“套路”没有实质性诠释，只要套上，

皆可得分。以某市2016年的一道阅

读理解题为例，答案明确写着“突出文

章主题”，阅卷组商定，漏答扣2分，写

上得满分。我不知道“突出文章主

题”几个字的含金量在哪里。

一个受过应试模式训练的学生，

为了答对得分，可能会一股脑儿将

“知识点”往卷面上搬运。可这样的

“答对”有意义吗？阅读理解应该考

查“突出什么主题”，“什么”才是最为

关键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学生对文章

真正的理解。

做《驻守荒原》一课的练习，在回

答文末“远方，那棵孤独的红柳树悄

然站立，茎秆在寒风中抖动，犹如火

焰一般”这个句子“有何妙处”时，我

觉得很多学生的回答都可以得满分，

因为我从字里行间看出他们读懂了

文章。

学生回答：用“红柳”比喻老韩，

用“火焰”比喻老韩的心，写出老韩对

儿子的深爱，还有他坚守岗位的恒心

就如火焰一样不灭，歌颂老韩无私的

奉献精神。

初一学生能答到这个程度，可谓精

彩。然而参照参考答案，4分的题最多

得1分，而且是同情分。

参考答案：结尾深化了文章主题；

与前文内容相呼应；借物喻人；将老

韩 对 儿 子 深 沉 的 爱 表 达 得 淋 漓 尽

致；使文章意味深长，给人以无限回

味的余地；赞美像老韩一样在艰苦环

境中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人。

多么严重的“套路”！这句话深

化了什么主题？与前文什么内容呼

应？“借物喻人”在学生的答案里是否

已经运用？“赞美像老韩一样在艰苦

环境中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人”是否

有故意拔高人物形象之嫌？我觉得

这样的“参考答案”，硬生生地将本该

鲜活的思维和情感变成如僵尸般没

有血气的文字堆积。

为什么这些“刻板答案”会大行其

道？一方面是多年的传统力量在作祟，

另一方面是教育者不作为所致。这么

多年改来改去，试题答案汤药依旧。

其实，语文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

也应该打破刻板的老套，比如批阅作

文时，阅卷教师应提醒自己，不要习

惯于用几条似乎千古不变的规矩准

绳，去“套”学生们也许不那么有板有

眼、有腔有调却也显得鲜活、别致的

作文。

不要用“套路”害死语文。语文

关乎性灵。无论是阅读理解还是作

文，教师在作评判时都不可太过拘

泥，要记住人的思维是灵动的，情感

是丰富的，文字是有意味的——就像

地上那些纷纭的脚印，通向的是一个

个有着自身完满性的生命，一颗颗独

特的心灵。

不要用“套路”害死语文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黄卫东

总会遇到一些学生，对作业只想着草草应
付了事，书写不考虑是否符合规范，造句不考虑
内容是否切题，不及时上交似乎也无所谓……

怎样才能改掉学生这些不良的学习习惯
呢？我还是想从分数着手。每次作业本发下
去，学生都会看看得了几分，还会和同桌比一
比，那些得了满分的学生满脸自豪。经过精心
设计，我推出了作业“亮点加分制”：每次作业批
改，除了相应的等级分之外，如果作业中有亮点
（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就可以再加10分，一
个亮点加一次。到学期结束时，将这些亮点分
统计起来，达到一定分值的学生，可以获评本学
期班级的“勤学之星”，没达到相应分值但有进
步的，可以获评“进步之星”。

“亮点加分制”的实施，让学生的学习习惯
慢慢变好，作业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经常
忘交作业的小雨能记得准时上交作业了；小涛
的“看拼音写词语”能全对了；学生的造句再也
不是“老生常谈”，有新意的句子比比皆是……

一次作业，有的学生能加好几个10分。每
次发作业本是学生最高兴的时候，他们互相比
较着谁加的分多，谁造的句子有新意，谁的字写
得端正……

最深刻的改变发生在小瑞身上，这是一个
从不认真写作业的学生，字写得像天书。可实
施“亮点加分制”后，有一次放学前，他神秘地对
我说：“明天，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第二天，小瑞希望我能第一个批改他的词
语抄写。我答应了，把他的作业本放到第一
个。但不巧的是，接下来两节课我都有课，没时
间批改。小瑞急了，第二节下课就跑来问。看
他这么心急，我连忙当着他的面批改起来。

这次的词语抄写小瑞确实做得不错，干净、
整洁，一个个字好像刻出来一样，更难得的是一
个词语也没抄错，要知道他可是这方面的“困难
户”呀。

“这真的是你写的吗？写得真不错呀。瞧
这笔锋，瞧这结构，都说字如其人，你长得这么
帅，字果然也帅。”我一边批改，一边故意大声地
发出惊叹。

在我的声声惊叹中，小瑞兴奋得小脸通红，
解释道：“老师，我爸爸每天都练字，他的字写得
可好了。为了写好这次的词语，我在爸爸边上
观察他写字，观察了好几天。我抄完后还检查
了两遍，所以这次才能全对。”

“字写得这么
好，还能认真检查，
应 该 加 两 个 亮 点
分。”说着,我在瑞的
抄 写 本 上 批 了 个

“100+20”。

俞和军（楼主）
每当媒体曝光一起发生在学校

门口的安全事故，公安、城管等单位

会联合执法，来一次针对学校周边地

区的整顿。小摊贩被驱离，但一段时

间过后又会卷土重来，卖零食、发培

训广告，占据校门口不少地盘，给学

校带来安全隐患。如何形成一个长

效机制，还校门口一片宁静、整洁的

空间？

绍兴董海
就像有的坊友说的，摊贩摆摊是

迫于生计，也值得同情。但是，我们也

不想看到学校周边的卫生状况和交通

秩序被弄得一塌糊涂，尽管学校曾经

要求设摊必须在学校200米以外，还是

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校让大队部

值日岗管理，看到有学生买零食，就记

下名字并扣分。管住学生的嘴，小摊

贩就会慢慢消失。

吴笔建
校门口应该是城管的地盘，责任

也是他们的。学校最多只能管住学

生的嘴巴，但也只限于在校园内，离

开校园后，学生就自由了。退一步

说，小摊贩也是弱势群体，维持生计

也不容易呀。

yanwang_yw
新造的学校一般比较偏远，校门

两侧基本不留门面房，流动摊贩少，

比较好管理。老校区大都在繁华地

段，人流量大，校门两侧大都留有门

面房，小吃店很多，容易拥堵，有很大

的安全隐患。

陈 懋
学生手头都有点钱，小摊贩懂得

学生口味，只要好吃又不贵，学生都

喜欢买。城管也没多大权，抓到小摊

贩，罚款也不会太多。

俞和军
学校不允许学生带零食，下午放学的时候，估

计不少学生是真饿。如果学生能买到口味适合的

健康食品也是没问题的，可这些临时摊点，卫生条

件和食品安全状况实在太差。

真要管，我觉得要有几种措施：1.学校每天安

排值周教师检查，查到学生买零食扣班级分，依据

是学校门口的监控视频，视频可以在宣布扣分时

播放；2. 建议城管加强治理；3. 督促家长进行教

育；4.班主任在班队课时进行教育，要从食品安全

和卫生入手，教育程度要深入到学生看见这些食

品就反胃。

dzh6024205
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别做老好人，不怕得

罪人。

龙泉大喇叭
学校是育人的地方，是神圣的，商贩们违规从

学生身上赚钱，太不应该。这样的商贩，治理时要

对其进行文明教育，并利用当地电视台、报刊等媒

体进行宣传，告诉大家，校园周边是不可以设摊的。

小贩摆摊相当灵活、机动，看见有人穿着制服

来，马上收摊逃入小巷，给执法带来难度。建议联

合执法人员穿便衣，不定时、不定人巡查。

学校要对家长和学生进行教育，利用文明岗

对学生进行督导和劝导，给家长写公开信，让家

长提醒和影响孩子，看到流动摊点多多检举，提

供确切的时间、地点，为执法部门有效整顿创造

条件。校内校外形成合力，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许东宝
毕竟校门外，学校没有处罚权，非常无力。

学校教师、文明岗学生、分管安全副校长上前提

醒，有点法纪观念的小摊贩会移动一下位置，不

至于堵塞交通，但也有不听劝导的，甚至满嘴脏

话回敬师生。望执法部门切实承担责任，长期整

治，发现一起立即取缔一起，确保学校周边安全

有序。

□嵊州市城北小学 尹蔡英

学校里有特长的教师很多，在

恰当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同

事的特长，为自己所教的学科服

务，为学生服务。

《轻叩诗歌的大门》是人教版

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组教材

的内容，是一次语文综合性学习活

动。在进行第一个板块的学习活

动时，学生搜集到了很多诗词中的

经典作品，也搜集到了诗词的一些

小知识。

在交流的时候，有学生说，古诗

词是可以吟唱的，而到了今天，许多

诗词谱了新曲，如北宋苏轼的《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南唐李煜的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还有

南宋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

冠）等。

学生交流时，我插话：“我会唱

《虞美人》。”

我从来没有在学生面前唱过

歌，学生一听这句话，顿时情绪高

涨，强烈要求我唱。我盛情难却，

就满足了学生的兴致。谁知学生

“得寸进尺”，叫我唱另外两首。

我也不掩饰：“说实话，另外两

首我也会唱。”

学生更是热情地鼓起掌来。

我故意卖关子，不唱了。

我告诉学生：“要说唱歌，我们学

校有一位老师，唱这些歌那真叫绝。”

学生从音乐教师猜到科学

教师，从英语教师猜到班主任，

正当学生急不可待的时候，我公

布答案：是教本班品德与社会的

李老师。

学生一脸兴奋，似乎已隐隐听

到了李老师的歌声。

我说：“要是我们直接请李老

师唱歌，也许会被拒绝。要不要我

帮你们出个主意呢？”

学生大声叫好。

一个方案出炉：等李老师走

到教室门口，全班学生的掌声响

起来。李老师当然会感到莫名其

妙。此时，班长出场，以最真诚的

语言，请求李老师唱歌。如果李

老师以“不记得歌词”的原因拒

绝，全班学生就事先将歌词准备

好。要是再拒绝呢？全班学生继

续用掌声来表达最真诚的邀请。

李老师总会心软了吧？学生对这

个方案感到相当满意，觉得万无

一失了，只等待着能早一点上品

德课。

过了一天，李老师经过教室门

口，学生突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

情，微笑着互相传递眼神。李老师

纳闷：这帮学生怎么了？

可是，由于学校的临时安排，

李老师的品德课暂时不上了。学

生失望至极。

第二天我发现学生的情绪不

对，问了一个学生，才知道策划了

好几天的计划泡汤了。学生似乎

有满肚子的委屈要诉说。

我劝道：“我想知道昨天品德

课的情况，你们能不能写在作文本

上，让我有空的时候可以看？”

学生非常愿意，提笔就写。一

节语文课结束了，很多学生还在伏

案疾书。我说：“下课了，不用写了，

加个结尾交上来吧。”

想不到学生纷纷回答：“不行，

我还没写完。”

我的心头掠过一阵欣喜：不吐

不快，这是多么好的写作激情啊。

为了不让学生扫兴，我与李老

师沟通。李老师听了真实情况后，

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

我们天天盼着，盼着快快到李老师

有课的日子。好事多磨，李老师终

于为学生一展歌喉，全班学生大

惊：想不到李老师的歌声简直可以

与唱片媲美，听了真是大饱耳福。

借力搭班教师，不仅可以融合

更多的学习资源，为学生学习古诗

词增添情趣，还能为学生提供绝好

的写作素材，增强师生之间的情感

交流，从而营造一个和谐大家庭的

班级氛围。

亮点分

学
校
周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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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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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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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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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浦江县治平中心小学拉开了秋季消防安全宣传周的序幕。为了让师生有火场逃生的现场
感，学校事先不通知演习，在楼梯口燃放松香烟幕，拉响警报，广播通知有序疏散。在2分零6秒的时间内，
全校1200余名师生全部疏散到操场。 （本报通讯员 沈建中 摄）

借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