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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诗心·匠心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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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蒋旭军

温岭女孩江雨佳10岁生日那

天，父母送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书：

《雷锋的故事》。她对这本书爱不释

手，自觉相见恨晩。此后14年的岁

月里，江雨佳先后熟读过《雷锋日

记》《雷锋，我们时代的道德地标》

《雷锋》等10多本关于雷锋的书。

翻阅《雷锋的故事》3年后，江雨

佳在13岁生日那天第一次学雷锋、

当志愿者，和当地武警官兵一起去

孤老阿婆家打扫卫生。14岁生日

时，江雨佳将积攒下来的压岁钱放

入了她在书房设立的“爱心日捐箱”

中，成为首笔公益基金。在江雨佳

的学生生涯中，每天最特别是一件

事就是往“爱心日捐箱”中放入或多

或少的零花钱甚至奖学金。11年以

来，江雨佳累计参加志愿服务时间

达2200多小时。“我坚持阅读雷锋的

故事，牢记10个字‘好事无大小,做

了就是美’。从力所能及的身边小

事做起，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江雨佳”3

个字,就会出现“道徳酵母江雨佳”

“道德种子江雨佳”等信息。江雨佳

在河南读大学时，她的学校成立了

“雨佳爱心服务队”。大学时期的江

雨佳，曾先后自费发起“鞭炮换礼

品，远离火患雾霾”“用镜头留住爹

娘的微笑”“陪孤老过春节”“街头劝

戒烟，巧克力换香烟”“给抗战老兵

送爱心包裹”“暑期赴老区支教”“为

修缮红色遗址捐款”“露天爱心超

市”等30多项系列志愿活动。她也

因此获得“河南青年五四奖章”和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称号。

如今，24岁的江雨佳是北京师

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的一名普

通教师，但她又很不普通。因为坚

持读雷锋、学雷锋，以她的事迹为蓝

本的故事《道德酵母江雨佳》荣获台

州好故事奖，以她名字命名的“雨佳

道德酵母”志愿工作总队（集体）获

得第六届“浙江孝贤”提名奖。是

的，她任教的学校成立了“雨佳道德

酵母”志愿工作总队。

走上教师岗位后，江雨佳带着

学生们一起开启了公益服务的新征

程。“教师不仅应传授知识，更应以

自身高尚人格不断渐染和熏陶学

生”，江雨佳这样对自己说。

在她的带领下，“雨佳道德酵母”

志愿工作总队开展了“立徳讲堂”

“红色课堂”“走进红土地”等活动。

“江雨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根据地温岭山下金村开设的‘立徳

讲堂’，吸引众多的村里的孩子和过

往游客。”北师大台州附属中学校长

何光忠介绍，因为江雨佳的这份热忱

和执着，追随她的学生志愿者越来越

多，志愿工作总队不得不又增设了7

个分队。如今，该校每年都推出暑假

季、寒假季及春、夏、秋、冬等不同主

题的“道德酵母”志愿系列活动，温岭

城乡中总能看到一群身着“道德酵

母”黄马甲的身影。

江雨佳带领学生们参加的志愿活

动，也是她的公益社会实践课堂。两

年来，她先后组织了“寒假作业:红＋

绿过春节”“50位志愿者体验博物馆

工作”“春节住‘山巅’当消防志愿者”

“试当城市美容师”“开设红色课堂”

“新年孤老有温暖”等一系列言传身

教的公益志愿活动，使学生们的眼界

变得更加开阔，心灵变得更加透彻。

学生朱梦真曾问她：“老师，尽

管我对雷锋比较陌生，但从公益社

会实践课上我们的行动看，我觉得

学雷锋很好。我们能成为雷锋吗？”

江雨佳回答：“雷锋，不单是一

个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向导。以前

雷锋精神是‘真善美’的象征，如今

的雷锋精神就是公民精神。每个人

心中都住着一个‘雷锋’，只要我们

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美好这个世

界，你我都能成为活雷锋。”

□张玉菲

春节期间，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孤独了300

年的20字小诗《苔》，被乡村教师梁俊和山里的

孩子小梁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重新唤醒。孩

子朴质无华的天籁之声，唱哭了在场嘉宾，也让

亿万中国人都在这一刻被感动。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梁俊就是想通过这首诗，告诉山

里的孩子们“我们即使拥有的不是最多，但依然

可以像牡丹花一样绽放，不要小看了自己”。希

望的种子，就这样种在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在

他们的生命中开了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的那

样，“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我们身边有千

千万万普通人，我们亦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

一员。我们不妨将这首小诗中带来的人生思考

教给自己的学生们，教会他们如何具备一个普

通人应有的品质。

不畏“白日不到处”的困苦
北宋哲学家张载曾在《西铭》中说过：“贫贱

忧戚，庸玉汝于成也。”也就是说，贫穷卑贱和令

人忧伤的客观条件，其实可以磨炼人的意志，用

来帮助你达到成功。后来它演变为成语“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习总书记曾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大会上用这8个字深情回望80年前

那段苦难辉煌的壮阔进程。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面对困苦，我们

需要的是智慧与坚强。我们可能没有阳光的施

舍，没有环境的优越，没有命运的垂青，但我们

却能如“疾风知劲草”，如“野火烧不尽”，如“石

缝间的生命”。我们应该用丰富多彩的中国故

事告诉学生，不管身处怎样的境遇，都要有面对

困难挫折的勇气和执著，在“白日不到处”坚守

自己的梦想。

拥有“青春恰自来”的自信
“白日不到处”，可是苔藓却长出绿意来。这青春从何而

来？正是生命力旺盛的苔藓自己创造出来的。

北京大学保安甘相伟，不屈服命运安排，在苦境里逆生，考上

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馒头哥”张立勇因家贫辍学，却借助在清

华园食堂打工的空隙，苦练英语，自学成材……从数据看，北大保

安自学深造考取高等学历并非个案，而成了一种集体现象。20年

来，北大保安队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有的考取本科学

历，有的考上研究生，甚至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

萧伯纳曾说：“乐观自信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

为神奇。”自信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执着，自信是“天生我材必

有用”的肯定，自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英国心理学家

哈德菲尔德曾说：“人在自信的情况下，可以把自己的潜力发挥

到500%以上。”“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我们教导学生以乐观的

心态撑起人生高度，激发潜能，让自信成为一生的底色。

（下转第2版）

“咀嚼”乡村教师梁俊和“他”的《苔》（1版）

为深化课程改革，推进“轻负高质”，改变育人模式，提高教

师教科研能力和理论水平，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教育报

刊总社和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联合举办2018年度浙江省优秀

教育教学论文评选。

1.参评对象：浙江省在职教育工作者。

2.论文字数：不超过4000字。

3.行文要求：符合论文写作规范，文从字顺，观点明晰，逻

辑严谨。

4.参评程序：剪下今年的论文评选标识，粘贴在论文第一

页左上角（避免遮盖正文），标识上的“地市”（浙江省11个设区

市）、与“领奖密码”两项必须准确填写。参评论文无标识无效，

标识复印无效，标识贴于信封无效。

5.评选结果将在5月份揭晓，届时请查询“教师话坊”网站
（www.bbsteacher.com），或关注浙派教师微信公众号（扫描
本版右上角二维码）了解相关信息。获奖者输入8位领奖密
码，在线打印获奖证书。“领奖密码”共8位，数字和英文字母均
可，由参赛者自设，自行备份，以免遗忘。

6.截稿日期：2018年3月17日（以邮戳为准）。

7.投寄地址：杭州市文三

路求智巷3号，浙江教育报刊

总社，邮编310012。请在信

封上注明“论文评选”字样。

8.注意事项：剽窃他人成

果者，一经查实，取消参评资

格，并通报上级主管部门。因

会务人手有限，来稿一律不退，

请参赛者自留底稿。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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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2月28日，杭州市各中小学尚未

开学，一则杭州两城区推出“晚十点

不作业”的新闻预热了拱墅区即将到

来的全员家长会。

3月3日至4日，杭州市拱墅区的

8所初中陆续召开了全体学生家长

会。“学生开学前，教师、家长在进一

步沟通、讨论的基础上，达成更好地

实现‘晚十点 不作业’的思想认同和

策略分享，很有必要。”拱墅区教育局

普教科科长姜国祥告诉记者，“‘晚十

点 不作业’全面推广实施方案我们

是改了又改，年二十九还在讨论、征

求相关意见。”

实际上，从去年12月初启动调研、

学校试点，到新学期的全面正式推进，

“晚十点 不作业”已经历了3个月的前

期运作。“如此谨慎并不是心存疑虑，我

们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很有底气。”拱墅

区教育局局长赵群筠颇为豪迈地说，

“我们的底气是学生身心成长的科学规

律，谨慎铺开是为了让学校有时间研究

出更好、更科学的相关措施，为教师的

专业发展、学生的健康成长护航”。

学生熬夜 教师“背锅”？
而说谨慎却并不“谨慎”的赵群筠

在2017年12月，启动了“晚十点 不

作业”的调研工作。当时正值期末复

习的“白热化”阶段。

3个月的时间里，该区邀请相关

专业人士多次碰头讨论，先后组织召

开了4场初中校长座谈会、1场省市专

家论证会和1场主流媒体恳谈会。

“我有个亲戚的小孩正值初三，昨

天晚上作业做到11点多。虽然孩子

不是你们区的学生，但问题估计是普

遍的。”这是主流媒体恳谈会上一位媒

体人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启动‘晚十点 不作

业’的初衷，我们要为孩子健康成长守

住一道睡眠底线。”赵群筠指的“守住睡

眠底线”的方法，就是控制作业时间。

此前，该区已经开展了针对全体

家长、学生的问卷调查，基本摸清了拱

墅区初中学生的作业情况和睡眠情

况。调查显示，能晚上10点前做好作

业并准备休息的学生不到70%。

“有些孩子晚睡因为还需完成辅

导机构或家长自行布置的作业。”

“有些孩子晚睡是因为拖拉或玩

游戏。”

“有些孩子会为了一道题而纠缠

一两个小时。”

……

2018年1月，“为成长，不熬夜；晚

十点，不作业”的学生、家长倡议书和

“作业科学，守护成长”的全体初中教

师承诺书“出炉”。随之出台并在学校

开始试点的，是8所初中学校根据各

自校情、重难点拟定的学校作业管控

具体实施方案。“教师承诺书是全区所

有教师在各校一次次的座谈中参加讨

论的成果。”赵群筠在主流媒体恳谈会

上坦言，要“减量、增质、提效”，教师最

辛苦，“但教师必须要研究作业，必须

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作业习惯和学习

能力，这也是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期末试点引发亲子冲突？
“如果您的孩子晚十点还没完成

作业，可以选择不做，只要递交您的签

字即可。”这是家长倡议书中，拱墅区

全体初中校长对家长们的承诺。面对

学生的倡议书中，同样有“晚十点没完

成作业，可以选择不做”的内容。

这会不会变成学生不做作业的借

口？家长会不会因此担心孩子成绩下

降？家长、孩子意见不统一时，会不会

为此而亲子关系紧张甚至引发冲突？

如何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特别是作业习

惯的改进？

……

座谈会、恳谈会上各种担忧的声音

并没有减缓拱墅区试点的步伐。“也许

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做一定比不做

好。不启动，孩子的课业负担减轻就永

远没有希望。”赵群筠说，她最大的底气

是“晚十点 不作业”试点征求意见调查

中，全区82.8%家长投了赞成票，“让我

倍感信心的是，教学质量越高的初中学

校，家长支持率越高”。

上学期末试点开始时，不少家长

们还有疑虑，“你们是不是来真的？”看

着学校每天统计学生作业完成情况，

用手机软件收集家长的反馈情况，家

长们渐渐放心了：“学校是在认真思考

和改善现有的教育”“当学校和家长一

样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着优秀’，我们

一定配合好帮助孩子平衡学习和休息

的关系”……也是从那时起，拱墅区8

所初中的校长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关注学生作业情况。“看整体数

据，也会有针对性地询问学生”，文晖

中学校长姚琪翔介绍，他最多的一天，

一口气问了40多名学生。

“坦白讲，虽然老师们脑中有了

‘晚10点 不作业’的概念，也愿意精

选或合理改编作业，但一下子要在保

质的前提下把学生作业量减下来，颇

为艰难。”一位校长坦言，期末试点阶

段，学生们做不到“晚十点 不作业”的

占比依然有两成多。

上学期末，北苑实验中学校长章继

钢常常要请学生“喝咖啡”。“一个个找

作业做得很晚的孩子单独交流，帮助他

们找原因，也从中发现了老师的不少问

题。”章继钢告诉记者，上学期结束时，

该校个别教师就因为新设立的作业减

负专项奖惩制度而少了一笔年终奖励。

“一些教师的业务水平还达不到

不冲破孩子睡眠底线的程度。”在1月

的主流媒体恳谈会上，负责教师业务

水平提升的拱墅区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何丽红一直脸色颇为凝重，“教师们的

课标解读和作业分解能力亟须提高，

如何在不额外增加教师负担的前提下

帮助教师做好这项工作，是新学期我

们的工作重点”。

“倒逼”中的教师渴望成长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思考自

己的学习方法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早

睡早起了以后，上课时的精神状态更

好了。”

“我现在会提醒自己不能浪费时

间，抓紧了，10点之前就能完成作业。”

……

试点过程中学生们的反馈，鼓励

着该区不断完善着“晚十点 不作业”

的具体配套措施。

到3月5日新学期全面推广时，记

者发现，拱墅区的“晚十点 不作业”各

校具体措施中都增加了不少内容。如

行知中学提出“35+10”的课堂模式，

35分钟教师上课时间过后，10分钟

由学生自行支配；启航中学根据每月

数据监控，表彰“减量提质”教师；康桥

中学在每天放学后，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1小时的免费作业辅导；长阳中

学将请优秀学生在班会课上，宣讲他

们在时间分配和学习方法上的心得；

北苑中学把学生作业习惯的养成教育

作为一项德育工作，记录到学生的综

合素质评价中……

而倡议书中教师的承诺更增加了

重量级的内容。“我们会根据孩子的不

同情况分层布置作业；对于经常晚10

点钟完成不了作业的孩子进行个例分

析、个例辅导；布置作业之前自己先

做，为孩子精选或合理改编作业……”

“这是一场教师的自我革命。”华

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校长马骉感

慨，“这是有温度的教育，是教师职业

良心的美好体现”。

“如今我们组的集体备课多了一

个环节，那就是备作业。”文晖中学初

一数学组组长傅广丽认为，“晚十点

不作业”只是底线，教师需要让作业更

精准，争取让学生在提高效率的基础

上能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毕

竟，综合素养将越来越被重视，包括在

中、高考中”。

“要实现美好的目标，我们需要更

多的指导，更需要自身的‘裂变’。”3

月8日，姚琪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下周，拱墅区教育研究院的各学科

教研员将和该校教师一起开展作业集

体备课的研究。“今天傍晚，我们全体

教师将毅行运河边，随后的茶话会环

节会开展一次关于精准作业的交流和

讨论，以此庆祝‘女神节’。”

学生晚上十点还在写作业——

教师该不该背这个“锅”？
杭州拱墅区初中“晚十点 不作业”区域试点3个月追踪

关关注注

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5周年纪念日。读着《雷锋的故事》长大

的温岭青年教师江雨佳说, 雷锋精神应该成为当代人追寻的新信仰——

女教师化身“道德酵母”

“现在刚开学，实现‘晚十点 不作业’的压力不大，但真正的考
验在后面。”杭州市文辉中学校长姚琪翔说。图为该校学生3月6日
的作业反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