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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需要有点“农”味
闲思碎语（楼主）
某地派出所抓获数名吸毒人员，有两人属于

未成年人，于是追溯两生学籍所在学校。学校给

予解释：一生已转校，一生已辍学回原籍。校长

多次向上面汇报情况，同时加强学校禁毒教育力

度。由于两生从未在校露面，引发教师抱怨：莫

名惹来大麻烦，学校躺着也中枪。

有人说，干脆把辍学学生的学籍删除，以绝

后患。也有人认为删除学籍后，该生再想学习就

没有机会了，还需慎重考虑为好。不知遇到这样

的事该如何操作？

俞和军
九年制义务教育范围内，学校应负相关责

任，只不过该负哪些责任很难界定。我们这边还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暑假时，一个外来务工者子

女在河里洗澡时不幸溺亡，结果该生借读学校年

终安全奖考核被一票否决。

杨铁金
为什么出点事故非得找个替罪羊呢？

龙泉大喇叭
学生犯错，教师一般会好言相劝，并不会让

学生离开学校。

我是非常不赞成学生辍学的。学生再怎么

不听话，只要人还在学校，教师都有引导的可能；

假如放任学生步入社会，失去帮助，在学校都没

有学好的人，到复杂的社会上，还会学好吗？因

此做这种决定时学校千万要慎重。

吴笔建
学校遇到辍学学生时，很是头疼。学校领导

不得不到学生家里动员学生返校。可是家长也

奈何不了孩子，后来干脆不买账，劝学校别管。

可是一旦辍学学生在外出事，按照现行处理方

法，肯定会追查到学校头上来的。

在农村学校，辍学情况绝非个例，校长们如履薄冰。学校

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能让家长签订一下责任书草

草了事。

其实，少数辍学学生染上社会不良习气，返校后会把这种习

气带进学校。曾有此类学生故意违纪，屡教不改，学校处理也不

是，不处理也不是，左右为难。一旦处理，学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离开学校，把所有责任推给学校；如果不处理，会给班级管理工作

带来更大困难。

翘 楚
中小学阶段辍学学生只是个别，辍学原因因人而异，共同点

是不爱学习。

我们学校教务处、班主任等再三动员辍学学生回校，实在不

肯回来的学生，只好实行每月家长交纸质请假条的制度，约定由

家长负责学生在家期间的教育，保证不触犯法律法规等。但这也

就是一个协定，当然也会出状况。比如学生在外面打架闹事，那

肯定是第一个找到学校。政教处就会派人协助处理事件，与家长

一起承担教育任务。

遇到这种事情，学校领导也是颇为不平的：学生都不在学校，

家长没有尽到责任，何苦要我们学校担责呢？

似乎要根除上述现象的发生，最主要的是阻止学生辍学在

家。所以，学校要想方设法创设环境，要留得住学生，让每个学生

都乐于在校学习，认真完成学习任务，顺利地走上社会。教师们

要多关照学生，为他们的成长尽心尽力。

学生虽然辍学了，但学籍没有抹去，他还是在校学生，还需要

学校继续承担教育责任。所以，《义务教育法》一定要好好实行，

若是放任学生不管，出了事，学校和家长都得背负法律责任。

反过来想一下，辍学学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学校教育，过

于看重考试、分数，作业布置过多，课堂教学内容多而难，一些学习

能力不够好的学生都纷纷落下，时间一久，便没有精力坚守，辍学

就随之发生了。届时，家长劝，教师请，学生就是不肯来校上课。

我要说的是，要阻止学生厌学，才能阻止学生逃学、辍学。学

校教育要特别关注后进生，给他们一些帮助，降低学习难度，让他

们能够坚持下来。如果我们关注每一个学生，让学生们愿意来学

校，能够高高兴兴地学习，每天都有进步，学生还会辍学吗？

宣赵建
学校有一定责任，但并不能由学校负全部责任吧。

天地间
如果是学生自己或家长的原因辍学，学校可以不负任何责

任；如果学生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责令其辍学的，学校要负全

部责任。

阿 国
就想问一声：既然要追责，家长在哪里？如果是在教育立法

比较完善的国家，连学生逃学都要追责家长，况辍学吸毒乎？但

因为没有针对家长的义务教育配合执行制度，找家长可能引发各

种不可控的麻烦，板子不打到学校身上，又能打到哪里呢？

还有追责的目的，到底是为挽救失足学生，还是只为单纯找

一个主体来担责？

绝大多数教师不愿意承担班主任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无限

连带责任制，似乎当教师连手机关机的自由也不可以有，不然学

生出点事故，都是教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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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教育局 谌 涛

农村教育在国家多年的关注和扶持下，其

面貌目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其评价标准并不

是“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而是“办得更像城

区学校”。城市化取向忽略了城乡真实存在的

差别，使农村教育脱离了农村的实际环境，农

村教育的话语、指导思想是城市中心主义的。

农村学校目前普遍采用城市学校的教学

内容、评价标准、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这表

现在，国家统一编写的教材涉及农村的内容

极少，所反映的绝大部分是城市的生活；城市

学校的学生评价标准、教师评价标准，也广泛

被农村学校采用，农村学校在标准制订的过

程中几乎没有话语权；教研体系和教研杂志

所推广的教学经验，绝大部分来自于城市优

质学校，这些经验大量被农村教师采用，而农

村教师的本土经验却被忽略，这降低了农村

教师研究的积极性；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师

资管理、学生管理的方式也基本与城市学校

趋同。

这种趋势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进步，也被当

成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表现，是在推进教育均

衡发展过程中所倡导的。但在笔者看来，存在

三大隐忧。

一、城市化取向背离了农村教育的现实。
教育即生活，城市有城市的生活，农村有农村

的生活，城市化取向的农村学校不再与农村生

活发生联系，这给学生理解、接受、应用所学

知识带来了天然的障碍。当前我国的城市化

率仅为57.35%，如果忽略适应性的考量，农村

教育的城市化取向极有可能是东施效颦，适得

其反。

二、城市化取向损害了农村教育的信
心。城市化取向让农村学生、教师、学校在起

跑线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如在统一考试中，城

区学生从整体水平看高于农村学校，也就更

容易被社会认可；在教师评价中，城市教师更

容易晋级晋升、教育经验更容易被推广。长

此以往，农村学校的学生、教师就失去了信

心，农村教育也就失去了信心。近年来农村

的优质学校越来越少，从农村考入名牌大学

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这与农村教育的城市

化取向不无关系。信心比黄金都重要，失去

了信心的农村教育，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三、城市化取向有可能加剧城乡教育在质
量上的差距。尽管当前各级政府在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师资

和硬件投入，但从现实效果上看，城乡教育质

量的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农村教育接纳一部分城市教育是需要的，

但是不能丢弃农村本有的优势，照搬城市教育

的模式。农村教育有其内生的发展逻辑，如何

挖掘当地教育资源、整理和继承长期积淀形成

的农村地域文化，给农村学生更适合的教育，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开发农村特有的课程资源。在课程资

源开发上，城市有自己的优势，农村也有自己

的资源。农村学校应运用自身所处环境，开发

实施特色课程，形成办学特色。包括在国家统

一的必修课程基础上，运用农村资源开发特有

的必修课程载体。采用生活化教学，让课程回

归生活。如一些学校将当地的戏曲、民谣纳入

拓展性课程，开设农田实践基地让学生体验农

活，以学习农作物种植技术开发研究性课程、

创造性地举行蔬菜运动会，或以农村资源为载

体开展各种学科教学等，这些做法既有利于学

生理解、接受、应用所学知识，又能增强学生对

所生长的这片土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二、建立农村教育教研系统。着眼农村教

育的实际，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研究，对城

市学校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适应性的鉴别和

实验，推广适应农村教育实践的经验。城市教

研系统与农村教研系统应采用并存融合的发

展，相互借鉴，又适当整合，以形成普遍性经验

成果。衢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多年来坚持全市

性教研、教育教学比武（农村教师可以参加）与

全市农村教研、教学比武（城市教师不能参加）

并行，且教研成果和教学比武成绩等效的做法

值得借鉴。

三、建立农村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

体系具有导向作用，农村学生、农村教师、农

村学校的评优、评先、升学应以人口基数为基

础，与城市的各项指标保持一定的比例。农

村的评价标准应加入针对农村教育特点的内

容，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遏制农村教育城市化取向，并不意味着要

排斥城市教育。城市教育体系与农村教育体

系，应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相互学习、相

互联系、相互融通的制度，从根本上激发农村

教育的潜能，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近日，杭州市临安区育英实验
学校举行了以“强化安全意识，提高
应急能力”为主题的消防安全疏散
演练活动，增强师生的避险能力。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陈洪伟 摄）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孙佳丽

安静，真的好吗？
对于小学一线任课教师而言，每天平

均有3~5节课的时间要和学生在一起，包

括上课、管理学生的自学和午餐。他们大

都希望学生们能安静些、再安静些，不想

要一间嘈杂的教室。

教师们想尽各种办法来鼓励引导学

生：安静才是正确的。对于不安静的学

生，教师要给予警示甚至是批评。反观学

生呢？一群心智未成熟但对周遭世界充

满好奇的生物，在他们眼中，世界是新奇

的，一点点轻微的响动都足以引起他们的

高度注意，他们总希望和同伴分享刺激。

想要让这群小精灵安安静静地坐在

教室里，本身就是一项违背他们正常身心

需求的不可能的任务。教师口中常冒出

一句“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废话真的不能

有吗？安静，真的好吗？

举手，真的好吗？
我想，没有一位教师愿意走进这样的

课堂：学生们一声不吭地听着课，教师们

自在讲台上各种演绎激情，但是下面始终

没有任何反应和热度。教师们有时候生

气了，会咆哮道：“你们听懂了吗？给点反

应呀？”因为在教师们的心中，举手发言是

推进课堂的正确打开方式。只有通过师

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教师才会了解学生学

习到哪个程度了，哪些还是学生未掌握的

内容，哪些内容还需要加以强化。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教师的一个

问题扔下来，举手的学生回答了问题，

课堂自然而然地会就着这个思路往下

走。那么，其他的学生呢？一部分学生

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被迫跟着大家一起

思考新问题，这样的思考是随波逐流式

的；还有一部分学生其实根本没有在思

考，看见有同学回答了教师的问题，课

堂问题解决了，自己也就放心了，没有

必要再进行思考了。

看多了上课热热闹闹的举手问答，冷

眼再看：积极举手，真的好吗？

听话，真的好吗？
记得小时候，我们被教育：在家听长

辈的话，在学校要听教师的话。我们也习

惯了这样的约定俗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要

认真完成，教师要求的习惯要配合养成，

教师提醒的禁区不能去碰……自然会有

两种学生：听话的学生和不听话的学生。

听话的学生总是受到教师的赞扬，并作为

典型的正面教材；不听话的学生总是被贴

上“奇葩”的标签，受到众人的冷眼。

听话，真的好吗？学生都不是空着脑

袋进教室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前概念，对

教师的任务要求也会有各不相同的反

应。仅仅用听话来衡量学生的达成表现，

这显然是不公允的。

安静的课堂、齐刷刷地举手回答问

题、听话地做到教师的各项要求，能符合

这样苛刻要求并做到完美的，我想应该是

机器人吧。

线上线下认植物
□绍兴市柯桥区华舍中学 俞和军

七年级科学教材内容有“常见的植物”，在上这
部分内容前，我先带学生在校园里兜了一圈。校园
内的植物种类比较多，如何让学生爱上认植物呢？

我请学生指出自己认识的植物，并介绍给其他
同学，可以谈谈这些植物的名称、用途、开花的季节，
以及有关的故事等，并填写一个表格，便于交流。

但是自然界的植物实在是太多了，学生虽然很
感兴趣，但时间精力有限，依然有很多植物不认
识。怎么办呢？

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设立了一个栏目——
“俞老师喊你认植物”，经常把学生不认识的植物拍
照后上传，同时写上植物的名称、科属、花期、药用
价值以及有关这种植物的诗歌等，学生家长看到
后，就拿手机去让孩子辨认植物。学生因此兴致很
高，还在课间相互比赛谁认识的植物多。

碰到不认识的植物，学生也会用手机拍下来传
给我，等我补充到栏目里去，供大家一起学习。渐
渐地，我的朋友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他
们也对认植物有了兴趣。

没过多久，我的学生已经
能辨认校园里的每一种植物，
怎么让更多的师生也认识常
见植物呢？在我建议下，学校
请广告公司给每一种植物做
了“名片”（名牌），绑在树枝
上，让经过的人随时能看见。

这样，真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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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过就简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