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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孝丰中心成校 张孟华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这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

乡镇成校是村民培训和成人文化教育的主阵地，每年都

会通过开展各类培训的方式来提升村民文化素养。

在培训过程中，从第一个村民报到，到培训正式开

始，往往需要一二十分钟的等待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早

到的村民在会场里高谈阔论、随意走动、把玩手机……无

聊地等待着培训开始。让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

实在可惜，怎样把这段时间有效地利用起来呢？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上世纪70年代）看电

影，影片开映前，都会放一两部加映片，每部10分钟左

右，与即将要放映的影片内容可以毫不相干，内容大多

是时政新闻、祖国风光、科技教育之类。这样，早到的

观众在等待中就不会感觉到枯燥，反而不知不觉地成

为一名学习者，同时后来的观众又不会错过影片。有

加映片衔接过渡，一切显得那么自然、亲切，那么，我们

又到哪里去寻找加映片呢？

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就是它——微课。如

今，随着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快速发展，我们悄然迈进

一个“微”时代。微课就是一段视频，它可以在5~10

分钟时间内就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讲解，有着短小

精悍、主题突出、吸引力强、使用方便、一次制作、循环

使用等特点。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在信息教师的帮助下，我们

很快制作出第一个微课——垃圾分类，在一次镇“老年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上进行尝试。结果一放映，嘈杂的

培训会场渐渐安静下来，村民们开始认真观看学习。

此举效果不错，得到了召集人的肯定。

第一次使用微课尝到甜头后，信心倍增。此后，凡我校开展

成人学历培训、农村党员干部培训、乡镇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老年教育等培训前，都会播放微课，对村民

进行各种领域的科普宣传。

根据乡镇成校的工作特点，微课内容的选定主要是结合当地

政府中心工作，让广大村民了解、支持党的政策，积极参与当地政

府行动，如“剿劣八分钟”“最美县域——安吉”等。其次是创建美

丽乡村、美丽社区、美丽家庭方面的生活知识，如“老年人防诈骗”

“孝在孝丰”等。记得有一次在杭垓镇进行家政培训，第一天我们

播放“老年人防诈骗”微课，第三天就有一位阿姨告诉我们，她看

了我们的微课后，提高了防诈骗意识，帮助邻居张老太果断中止

一桩“高效脚垫”买卖，避免了张老太上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培训前播放微课的做法，还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赞

扬，并把我们的微课“垃圾分类”借去，傍晚时分在镇商业中心公

共大屏幕上循环播放，对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内容科学、图

文并茂的微课，开创了广大村民自主学习的一种新方式，具有十

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朱华贤

文章以什么取胜？记叙性

的文章以材料的新颖、情感的

真挚而取胜，论述性的文章以

思想的独特、观点的先进而取

胜。教师所写的文章如教学随

笔、教研论文，通常是以表达思

想观点为主，如果老调重弹，拾

人牙慧，其意义近于零。那么，

教师的先进理念和新锐思想从

哪里来呢？

首先，从实践中来。正如

毛泽东文章中所说，“人的正确

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这段话也符合教育的实际。实

践出真知。每位教师都应该敢

于实践，勇于尝试，大胆探索。

有一位上过一节大型公开课的

教师不无幸福地告诉我：“自从

上过这一次课，写出了好几篇

文章。”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

单，公开课是高强度的实践，磨

课，试教，再磨，再试……在这

个循环过程中，思想的碰撞相

当厉害。新的实践，必然会碰

到新的问题；有了新问题，必然

会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在这

个过程中，新智慧的火花就有

可能擦亮，与众不同的、科学

的、进步的、时尚的思想，就可

能应运而生。“宝剑锋从磨砺

出”，说的就是这个理。

其次，从学习中来。一个

人的实践毕竟有限，要想拥有

更多的先进理念和思想，还必

须不断地学习，看一看别人的

东西，可以避免走弯路。但别

人的思想毕竟不属于我们自己

的发现和创造，因此，在学习时

要作深入的思考，看看自己能

不能突破和延伸。教师的学习

不能仅限于自己的学科或行

业，作为教师也不能只读教育

理论方面的书籍，不能只听教

育专家的讲座，而是要尽可能

博览群书，广泛涉猎。

我经常到图书馆去看各种

报刊，包括非教育类的。一次，

我从《编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

关于编辑在审稿过程中存在着

心理定式的文章，忽有所悟。我

想到了语文教师在批改学生作

文时，存在着同样的心理定式问

题。比如一个学生连续写了两

三篇好作文之后，教师就会觉

得：这个学生的作文都是优秀

的。于是，以后改他写的作文也

往往给予高分。由此，我写了

《作文批改中的心理定式及其克

服》一文，由于视角独特、观点新

颖，很快得以发表。此文就是学

习借鉴的结果，而且学的内容来

自教育之外的领域。

再次，从思考中来。思考不

只是托着下巴想一想，也不只是

碰到难题找一找。许多教师都

明白：反思最能促进成长。优秀

教师的思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常态化。教研活动上在思

考，平时上课也在思考，有事没

事心里总有疑问。二是勤于用

笔。思考有深浅，光用脑子想一

想，往往会搁在浅滩，如果静下

来用笔写一写，就有可能涉足深

潭。三是敢于怀疑。敬重权威

但不迷信权威，不排斥时尚但不

盲从时尚。既要大胆怀疑，又要

小心求真。

常常听人说：某某文采很

好，其实对于文章而言，文采是

次要的，思想才是第一位的。当

我们拥有新锐而独特的思想之

后，还怕写不出精彩华章吗？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 贾宪章

小李老师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她年轻有朝气，与学生代沟少，

班级活动一向都是一呼百应。在新生家访之前，她仔细阅读每名

学生的资料，自以为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可她在交流过程中却

发现，家长们对她这个年轻班主任抱有浓重的怀疑和不信任感。

当她终于完成所有学生的家访工作，内心却有一种挫败感——期

中考试班级整体成绩不太理想。她和老教师一起进行了细致分析

后，制订了具体的整改方案，并在家长会上作特别讲解。但仍有家

长质疑：某班某名学生原来成绩还不如自家孩子，但这次考试却高

出许多；某教师带过好几届毕业班，她非常厉害……听着家长们的

议论，小李老师深感委屈……

小李老师的遭遇是年轻班主任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景。虽然

资深家长不合作、不友好的做法的确会制造出种种麻烦，但教师不

妨将此看作是前进路上的一种磨炼。

资深家长的挑剔，可以转化为教师提升自身素养的催化剂。

面对家长的不信任，年轻班主任应全面审视自身素养的欠缺并予

以弥补，以期在与人交流时能展现学识，在开展班主任工作时能感

染学生，并让他们终身受益；在专业能力方面不断进步，出色地完

成学科教学任务，以过硬的基本功赢得学生及其家长的敬佩。

资深家长的轻视，可以成为审视自身形象的一面镜子。一是

提醒自己注重文明形象。面对家长，教师举止得体、言语礼貌，面

对询问回答清晰、叙述客观，即使听到指责也会克制怨气，静心倾

听，平和解答，走时起身相送并主动交换联系方式，用自己对他人

的充分尊重回应资深家长的种种轻视举动。二是提醒自己注意沟

通艺术。因为要顾忌资深家长的无视，年轻班主任在家访中必定

要时刻提醒自己态度诚恳、方式得当，介绍学生优点时多选几个赞

扬角度，指明不足时委婉提醒，让学生看清差距、找到努力方向即

可；多用学生视角分析问题，多用几把尺子去衡量学生，让每一位

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都愿主动配合家校工作。

资深家长的质疑，其实就是一块演好角色的提词板。一是真

诚地对待每一名学生，千方百计地接近、熟悉、理解他们，发现闪光

点给予及时肯定，看到困难则温暖地给予帮助。学生和家长必然

能体会也会回应这份关爱。二是划定界线，制定规则。年轻班主

任过分亲和会让自己难以管住学生，这也是备受质疑的一个方

面。因此，对于不同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距离，说话做事要有底

线，对自卑内向的学生要拉近距离，多些鼓励，唤起他们的自信。

三是公平地对待每一名学生。年轻班主任眼中永远都不应该有特

殊学生，落后多帮助，优异不放纵，让学生和家长看到公正，他们才

会信服。

□本报记者 池沙洲

婴儿生下来就会吃奶，但

一个人进餐的能力是靠后天培

养的，我们都有过小时候被大

人训练吃饭的记忆。时代不同

了，“如何正确地吃”也在发生

相 应 的 变 化 。 当 Herbert

Stone博士走上讲台之后，播

放了十几张PPT，描绘出不同

地区、不同年龄的人群口味有

多么不同，其中有33%~35%

的人无法区分出不同的茶叶。

近日，在杭州良渚文化艺术中

心 举 办 了 一 场 国 际 食 话

（Food Talk）论坛，主题涉及

食育怎样影响孩子的未来。

就像对音乐和美术，对食
物的欣赏能力，需要从小培养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浙

江工商大学教授饶平凡接过话

筒后，称赞了一把拥有50年食

品评定经验的Stone博士。他

回忆有一年请Stone博士到他

的家乡福州喝茶，其实是测一

测这个美国专家是否有“真才

实学”。结果，Stone博士将8

种茶的口感全都区分出来了，

在场的人无不拜服。

饶平凡说，现在的中小学

有音乐课，有美术课，但没有食

育课。父母带孩子去学习乐

器，训练画画，学音乐是为了训

练耳朵，学美术是为了训练眼

睛，父母不指望孩子成为大艺

术家，只希望孩子提高艺术欣

赏的灵敏度，因为只有具备这

样的条件，才能就此打开一个

新的世界。但孩子们对食物没

有敏感度，很多孩子只是喜欢

重口味。“有一次，我带学生去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吃自助餐

的时候，一个学生拿了整盘的

火腿肠，竟然满脸喜悦。”饶平

凡直摇头。

过去粮食不够吃的时候，

许多学生会买整箱的可乐、果

冻、方便面，现在食品变得丰盛

了，但人的舌头似乎并没有准

备好，我们的舌头还属于“野生

的舌头”。

就像早年人们对雾霾无感
一样，现在我们不知道“食育”
这回事

不注重舌头的训练，不懂

得食物的选择，后果已经非常

严重！

2016年4月2日，发表在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研

究报告，收集了从 1975 年到

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过去的

40年里，全球的肥胖人数从1

亿500万上升至6亿4100万，

而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为

4320 万人，女性肥胖人数为

4640万人，高居全球第一。

而据美国《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今年8月12日的一份报

告统计，全球超过20亿人超重

或肥胖，自1980年以来，超过

70个国家的肥胖率增加了一

倍，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

发展中国家的儿童肥胖率增

加了两倍。儿童肥胖率最高

的是美国，接近13%，但肥胖

儿童人数最多的是中国，达到

1530万人。

发展中国家经济刚刚走上

快车道，民众摆脱贫困获得了

丰裕的食物，就立刻招致了肥

胖危机的侵袭。那么，在发达

国家，人们是怎么应对这一课

题的呢？

在日本，食育是一项国民运

动，也是学校的必修科。小学教

师会专门讲述各种食物的营养

价值、烹调方法，以及餐桌礼仪、

环保理念，并让学生进行体验。

意大利在幼儿园的专用花

园里种植蔬菜、花草，幼儿通过

绘本、图片和实物了解各种植

物。中小学则将食育融入各门

课程。起源于1986年意大利

的“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强调抵制快餐文

化。2016年7月26日，意大利

邮政发行了一枚纪念意大利慢

食运动30周年的邮票。

英国自2005年起推动一

系列的小学饮食教育，包括编

写食育课标准教材、开辟种植

地、开设烹饪课，启发孩子对食

物的了解。

在瑞典，食育是一项全民

教育。瑞典是欧洲第一个政

府发布《饮食指南》的国家，

《饮食指南》内容有：建议国民

有计划地购买食物、少吃零

食，指导如何保存食物、有创

意地利用残羹剩饭、尽可能避

免食物浪费等。

……

为了中国孩子的未来，上
一堂“好吃的课”，食育课程在
杭州生根

说起日本的食育计划，最

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日本专家

了。论坛有幸请到了东京大

学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西成胜好，西成胜好自 2012

年起全职受聘成为湖北工业

大学菲利普斯亲水胶体研究

中心外籍特聘教授，对食物有

相当深厚的研究。

说起日本的食育，西成胜

好对世界第一长寿国的美誉颇

感自豪。他介绍说，日本目前

有6万名百岁老人。接着，西

成胜好介绍起《食育基本法》颁

布以来的情况，特别是政府部

门、学校、幼儿园甚至个人，都

会发布关于饮食方面的年度报

告，使得全民食育的细节得到

精确的统计。

加上志愿者教师的推广宣

传，以及学校食育课程的开设，

早期的一些问题，诸如年轻人

不吃早饭、不吃家里做的饭

菜、吃生肉等有风险的食品

等，逐渐得到了改变。我们非

常熟悉的将食物用颜色标识

出来分为三大类，就是日本人

的发明：红色（肉、鱼、奶、豆制

品）、黄色（谷物、糖类、油类）、

绿色（蔬果）。

对此，饶平凡呼吁：“中

国应该尽快建立食育体系。”

而他本人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了，浙江工商大学食品科学与

生物工程学院的研究团队联

合“食话”论坛主办方的志愿

者，全程参与了食育课程的设

计与实施，在杭州设立的第一

个试点学校是浙江大学附属

小学。

饶平凡介绍，该校课程体

系已经逐步完善，尤其是感官

训练课程深受学生欢迎，课程

名额基本上都被秒杀。

而在这一领域做得最早

的是东北三省，2014年，由黑

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倡

导和推广的食育课，在哈尔滨

市香和小学正式开课，这是食

育课程项目首次引进中国小

学课堂。

在本期“食话”论坛上，和

学校一起开发农业课程的“大

地之子”项目负责人蔡艳芳，

在中国最早倡导儿童免费午

餐公益基金的邓飞等人一一

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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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家长：
促年轻班主任快速成长

教师的先进思想从哪里来？

培训专场

指点迷津

成长之路

食品安全、饮食结构、舌尖文化是影响一个民族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最不易被察觉的因素。日本人最早

提出“食育”的概念，2005年6月，日本正式颁布《食育基本法》。目前，“食育”的理念正悄悄地走进中国的课堂——

食育：一项新兴的教育，

不是培养“吃货”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校长吕华琼是一（5）班的
“首席品鉴师”。2017年开学第一天中午，校长和行政人员
走进各个教室，和学生们共进午餐，尝试探索食物里的教育。

浙江大学附属小学的课堂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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