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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您对“县管校聘”有何看法？

扫码参与
无须注册
回帖精彩
或有稿费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中心小学
白洋校区 陈升阳

临近期末，我看到有的教师

更忙碌了，使得学生也跟着忙碌

起来……经过观察，我发现，他们

忙的只是一些套路。

套路一：练习卷满天飞
一个地区一个学期精心拟一张

质量比较高的试卷不难，但这些卷

子（每门学科）统统压在一个学生身

上，学生是痛苦的。而且每学期都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集中轰炸，甚至

历年的练习卷也纷纷出笼，学生不

堪其重。

明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

知“一口吃不成胖子”，明知题海战

术事倍功半……却依然按捺不住使

出满满的套路，用各种卷子塞满学

生书包。

也有一些教师不喜欢套路，他

们舍弃“狂轰滥炸”，选择精讲精练

精评，选择让学生自主整理，让学生

的知识系统起来，真正提升能力。

举个例子，语文的写字过关，做N张

试卷的看拼音写词语，是一种方法，

量大但收效低；让学生翻看平时的

生字抄写本，把容易写错的字自己

整理出来，也是一种方法，事少但有

针对性。前者是被动的学习，后者

是主动的学习。

道理谁都懂，但就是不知道为

什么，没有几个教师会真正实践。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正在上一年

级的儿子突然很开心地告诉我，今天

他又学习了一个新的字——“册”。

我问：“你知道‘册’这个字是怎

么来的吗？”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故

事，关于“册”的造字来源。他听得

很认真。

我觉得小学阶段让学习真实发

生，应该是“见缝插针”式的、“追本

溯源”式的，而且是有故事的。

套路二：“回锅肉”又上桌
据我的观察，有经验的教师和

新手教师相比，优势主要是在资料

的搜集和整理上。

会做资料是好事，这是经验的

累积，也是习惯的养成，但任何事情

都有两面性，在给学生复习时，教师

的这个强项也可能成为软肋。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

位教师拥有厚厚一叠复习资料，从

字到词，从句式转换到范文精选，搜

罗广泛，分类细致。她还给学生规

定，早间活动读什么、午间活动读什

么、回家作业复习什么……这样的

教学方式下，学生成绩不会差到哪

里去，但这只是应试，学生并没有在

“学语文”。吃下去的这些无非是

“回锅肉”罢了，吃一餐还挺香，吃多

了就腻了。

不被套路左右的，往往是有冲

劲敢冒险的青年教师。他们知道

“学语文，三分课内，七分课外”，所

以敢于和学生分享新知，和学生共

读美文，和学生辩论话题……我身

边有这么一位教师，轮到他的早间

管理，展示一个名著片段，让学生读

一读，师生议一议。每一次内容都

不一样，学生很有兴趣，很期待他的

课，这样，“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过“新”的教育生

活，而不是每一天都在重复着昨天。

当然还可以有更多变式。喜欢

阅读的语文教师能影响一个班级的

学生喜欢阅读，阅读内容不一定要

教师推荐，还可以让学生推荐，“阅

读代沟”更小；阅读形式可以全班共

读，也可以伙伴共读，当然还有个人

自主阅读。

内容要精选，形式要多样，把时

间还给学生，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更

好地成长。

套路三：一见面谈分数
期末阶段，教师之间无论是散步

还是吃午饭，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是学

生的成绩。教师和学生一见面，也少

不了：“你昨天练习卷做得不错，进步

了。”“你要加油啊，差一点点就优秀

了。”教师遇见家长，用于寒暄的不是

天气，还是分数……这是一个司空见

惯但并不正常的现象。分数怎么能

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呢？

分数要不要？要的。但人和人

的关系不能只剩下分数。

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妈妈和孩

子的聊天记录。妈妈的话意味深

长，大意是：自信比成绩更重要。妈

妈在乎的是孩子端正的学习态度，

尊重教师、尊重知识的学习品质，能

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纠结于学

习成绩。这位妈妈还说：小学重态

度，中学重品行，高中重品质，大学

重成绩，将来重选择。

我想，分数是公平的，过分追求

分数则是功利的；但教育是有差异

的，尊重差异然后选择适合的教育

才是美的。少一点套路，怀一颗平

常心，多一点人性的思考，这才是一

位教师的本色。

期末复习，少一些套路吧

□本报记者 高亦平

说到普通高中学生，人们往

往会联想到为了高考伏案苦读

的学子形象。而在衢州市第二

中学，学生们除了努力学习，更

以主人翁姿态管理自己，并以此

获得成长的助推力。

前些天，该校各年级举办的

新年文艺晚会朝气蓬勃、精彩万

分，让嘉宾们赞叹不已。这些节

目都是由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

的。他们还围绕总导演职位，展

开了激烈竞争。

高一学生陈柳依如愿以偿，

当上了年级晚会总导演。在她的

竞选策划中，这台晚会是一场自

由表达、自主展现创新思维和青

春友谊的盛宴。她和导演组的小

伙伴们把工作做得很扎实。晚会

中遇到了一点小插曲——两度

停电，教师们都有些紧张，导演

组却没有慌张，他们急中生智，

带领上千名学生在黑暗中歌唱，

秩序井然，化险为夷，让18个班

的同龄人感受到学校的魅力和

家园般的温暖。

“学生们都有自主管理的愿

望，我们就为他们搭建舞台，让

他们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校

园。”校团委书记裘杭荣说。

高一女生商晓乐组建了

“博雅文创社”并自任社长，一

上任就推出一系列校园文化创

意产品：杯子、挂件、明信片

等。可爱的“博文猫”卡通形象

搭配积极有趣的校园原创格

言，加上文创社团队巧妙的营

销策略，使这些文创产品深受

师生、家长欢迎。“我们要用自

己的行动让学校的形象更丰

富、更立体，将来用自己的创新

创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添

力。”小姑娘自信满满。

在衢州二中，校园生活的

一切都有学生自主管理的印

迹。每个年级都有学生信箱，

每个人都可以建言献策，好的

点子随时会被采纳。比如，学

校每个讲台上都有一个纸箱，

这是 2013 届学生邱圆亭的发

明。讲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把手

伸进去拍黑板擦，大大减少了

粉尘的吸入，还可以回收利用

粉笔灰。这个小装置迅速在全

校推广。

学校有2200多名住校生，

330个寝室，每个月评选出50

个“自主管理寝室”，各寝室楼

学生代表和宿管员一起对每个

寝室进行全方位考评。评上的

寝室可享受一周只抽查一次的

“免检”资格，这一制度已有10

年历史。

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学校图

书馆一年四季全天候开放，校外

学生、毕业生也可以来阅读。每

年军训时，高三学生照顾高一的

学弟学妹，已经毕业的学生和在

校生结对，民主竞选组阁班委一

人一票、学校创设各种朋辈交流

平台……学生们因共同爱好、相

似背景互相交往，学校成为一个

温暖的大家庭。

在新高考改革探索过程中，

学生们更是提出了很多切合实

际，有助于提升学习效率的好点

子。“遇到和学生利益相关的内

容，我们第一时间就向学生问

计。”以“卷毛问计”计划深受学

生喜爱的学校生涯指导中心主

任周旭荣说，“我们将更多权力

下放，深入推进学生自主管理。

初衷是为减轻学生负担，实施后

却发现，学生们有热情、有创意，

他们能做得更好。”

在学校党委委员王飞看

来，“学生在校期间不仅仅是接

受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其作

为社会人的各种素质，自主管

理和自我约束能力就是其中很

重要的部分。事实证明，学生

才是学校真正的主人翁。”

□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
第二小学 李彩云

每一个班级总有那么
几个调皮的学生，而在我的
班里则有十几个。有时候
状况频出，令我头痛。为了
让班级步上正轨，我屡试奇
招——冷处理、积分扣罚、
请家长，但是学生就是无所
畏惧，照样“大闹天宫”。

一次午自习课上，我
在讲台桌边的教师座位上
争分夺秒地批阅周记，下
面传来了细碎的声音。我
一眼发现是“调皮王”南宇
在搞怪。

“赶紧写作业，再让我
点到扣积分。”我提醒了他。

“哈哈哈，哈哈哈……”
南宇又搞怪了，这次竟然引
发了众人的大笑。学生注
意到我开始变得严肃，赶紧
识相地低头继续写作业，而
南宇却继续嬉皮笑脸。

我提高了分贝说道：
“自己不学没关系，不要影
响别人，扣积分20分。”

他非但不收敛，还用剪
刀手摇摇头扭屁股：“耶耶耶……”把我
气得直咬牙。

我这个班主任都拿他没辙，何况其
他任课教师？他们经常向我投诉南宇。
倘若任其发展，后果岂堪设想？

“钓鱼岛”诞生了。
我在教师座位前设了一个位置：“你

坐到这里来，什么时候乖了，就可以回到
自己的位置上去。”

第一节课是安静的，第二节课也是
乖的，放学时，他跑来说想要回自己的
座位。

我有点心软，但为了让效果更稳定，
我让他先坐满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里，天天不写作业的他，竟
然都能按时完成作业，一些不良的行为
习惯也慢慢地改变了——“调皮王”上课
不搞怪了。

现在，每当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我
都会请他们来“钓鱼岛”坐一坐。实际
上，只有两三个学生来坐过，“钓鱼岛”就
一直闲置着。

一物降一物，靛蓝染白布，没有管理
不了的班级，只有想不到的好方法。

裘志刚（楼主）
校门口，托管班的工作人员来接学生时有

点乱，守规矩的在门口排队接学生，不守规矩

的就潜入学校，有的甚至堵塞校门通道。学校

为了更加有序，允许他们入校排队，佩戴证件，

承诺安全，强化管理，如果哪家不管好，就张榜

公布。请问，可以让他们进来吗？

许东宝
“托管”顾名思义是校外机构委托照管，跟

学校应该没有瓜葛，学校不可能参与。一旦出

现安全问题，谁都承担不起。

学校倡导学生离校到家要向家长报告，

让家长知道孩子安全到家，以免家校之间产

生误会。

开心果儿
不能吧，就在校门口统一接送。

寒江滴雪
不出事是好的，一出事吃不了兜着走。改

革先行者总是冒风险。

俞和军
这些托管机构是合法的吗？我觉得还是让

他们在校门口等吧。班主任要加强对学生的安

全教育，家长可以和他们签订安全责任状。

吴笔建
安全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应该可以让进。

至于其他闲话，姑妄听之。

杨铁金
不能。托管班不是学生监护人。放学后那段时间，不

是学校而是家长在托他们管理孩子。

dzh6024205
校门口都不能让他们待，还允许进校？家长接送本身

就是一种多余的非教育行为，是在白白葬送教育良机。学

生都到上学年龄了，连路都不会走，书包都不会背，还能求

学长本领么？

阿 国
托管班并非横空出世，确实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作为

一名家长，我能够理解双职工无法按时接孩子的窘迫。但

如果把托管班放进校园，又确实容易引发误会，这需要学校

乃至社会公信力的共同提升。譬如目前杭州市滨江区在试

行 2018 学年学校免费托班举措，可以很好地帮到家长，当

然，这么做的同时也给教师带来了不少额外负担，还需要教

育行政部门更好地统筹规划。

许东宝
学校真伤不起，还学校一个清静吧，此事还是一刀切比较

好。其实，除有学校任务（如训练、值日、无偿补课等），学生放学

就是要一律回家，并向长辈报平安。营利性校外机构放学后进

校园，会引起很多麻烦。假如学校开设无偿照看班，学生安全有

保证，这是大好事。作为一名教师，要积极响应，服务好学生。

赵占云
说到托管问题，归根结底是在校学生放学时间早与家

长下班时间晚所形成的学生监护和管理空白造成的。学校

放学后，在将学生交到家长手中之前，教师对学生还是有一

定管理责任的。将学生在校门口交给托管机构，恐怕不妥

当。第一，学生是人不是物品，他们会活动，管理起来相当

有难度；第二，若是碰上雨天、低温天气，学生就在那边待着

是对身心的巨大考验。

可以借鉴诸暨市城区学校经验，由学校组织开设托管

班级，家长只需要经过申请，学生就能享受免费托管。托管

期间以学生自学和阅读为主，管理的教师由学校组织，通过

自主申报进行轮流负责，既能让学生托管有去处，又不影响

教师正常下班。

翘 楚
教师将学生送到门外，家长或托管班接走后，不能逗留在校

门口，更不能在校园里出没。最好是托管班都开得远远的，学校

大门在放学后彻底关上。衢州市不少学校推出“四点钟”举措，

有效地帮助家长脱离因上班难以按时接送的窘境，值得提倡。

人在旅途
托管班最大的隐患是安全，特别是农村托管班，有几家

是按规批下来的？即使有办学证，又有几家严格管理？我

曾看到一辆托管班的小轿车，里面塞了六七个小孩。有的

甚至只是点个名，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培训点。以为路近省

事，一旦出事后悔莫及。托管班一进校就与学校发生牵连，

会给学校和教师增加不少压力和负担。

沈建中
校门口空间狭小，托管班人员离远一点比较好，免得引

发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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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高中唯苦读？自主管理更重要
——衢州二中学生文化软实力探源

前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