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2018 年5月11日 星期五
第3578号《教师周刊》第556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责任编辑：黄莉萍 投稿邮箱：627311066@qq.com 版面设计：苇 渡

做有诗心·匠心的教师

敬请关注浙派教师公众号

校长QQ群：478372533

新闻热线：0571-87778079

□曹海棠

有一种“官”，叫班长，历来都是

最抢手，竞争最大的。

有一种“官”，叫劳动委员，往往

都是受冷落的，没人想当的。

有一种”官”，叫“倒茶官”，听说过

吗？是不是挺新鲜，挺稀奇的？这个

“官”出自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发明

者是3年前还在二（4）班的小朋友们。

想当“官”先演讲竞选
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这么一

篇文章《我选我》。文中的王宁在竞

选时勇敢自信地推选自己，这样的勇

气，当然要学习；王宁要当最脏最累

的劳动委员，这样的精神，当然能选

上；王宁热爱劳动，关心集体，这样的

付出，当然要赞美。

可是，这文章还不够好玩。我要

让我们的班干部竞选变得好玩起来，

让小朋友都能上台大胆自信地说出

自己的特点，说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要先给小朋友一个“模样”，

示范给他们看。我补充了一个绘本

故事《我选我自己——动物们的选

举》。这个绘本很有意思，动物们为

了当上国王，各自制作海报介绍自

己，发表演讲争取选票。我设计了一

份竞选单，告诉小朋友：花花里面写

上你的大名，或是画上自己的美照；

竞选什么岗位，写在横线上；“我的特

点”里，狠命地夸，把自己的优点、特

长全写上了；“如果我是”一栏，要多

说自己会怎么做……

给小朋友一个“平台”，让他们大

胆上台。课上，小朋友写好竞选单，再

利用周末两天时间好好练一练。周一

竞选演讲时，我不会让小朋友一个一

个讲，而是一群一群讲。勇敢者先上，

问他竞选什么职务，如果他说要竞选

图书管理员。那好，先等一等，不急着

演讲，让竞选这个职务的小朋友都上

台，并排站，轮着讲。这样一来，胆小

的有人陪，不怕了；胆大的有对手，要

使劲。一起讲，竞选形势明确，选一

个是一个，不重复。这样一来，也有

比较，适合的当选，不适合的马上

换。我会对落选的小朋友说：“这个

‘官’你落选了，没关系，你可以换其

他‘官’来竞选，可以吗？”这样一来，

下一个岗位的演讲竞选就又开始了。

人人都是“官”都有事
我们班40位小朋友，每位小朋友

都要当上“官”，不能落下一个人。每

位小朋友还要有实实在在的事可做，

“官位”不能形同虚设。这就需要岗

位要多要真！我懒，不想多费脑。写

竞选单前，我说：“小朋友们，我们班

有哪些事需要做？有哪些‘官’需要

设立？”

“作业需要交。”好的，交作业的

来4位。

“电灯电风扇要关。”好的，管电

的来1位。

“早上要有人领读。”好的，领读

员来2位。

“做操排队需要人。”好的，领队

来1位。

“吃饭要人管。”好的，就餐管理

员来2位。

“牛奶要有人分。”好的，牛奶管

理员来2位。

…….

图书管理员、作业登记员、课间

管理员、眼操管理员、领唱员、班长

等，这些常见的“官”一一说完后，我

又说：“曹老师爱干净，每次写完粉笔

字后就想洗个手，怕改作业时弄脏你

们的本子，可是洗手间那么远，那么

远，那么远，上课时间又不能跑出去，

怎么办好呢？”

“提一桶水放在教室里。”这个好，

提水员来2位。

“曹老师，洗

了手要擦干的，

可以挂一条毛巾

在教室里。”这个

好，毛巾管理员

来1位。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二天，因左

脚多处脚骨骨折，90后女教师池超

打着石膏上课的照片当日在网络上

“爆红”。

第二天，“剧情”反转。《又见老师

拄拐上课，可校长说“不行”》这篇当

地媒体的报道中写道：“校长‘命令’

池超：听从医嘱，回家静养。”

一所学校关于“美”的标准
“池超的美，在于对工作勤奋敬

业，对学生关爱有加。”

“五一”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衢州市实验学校教师池超不慎

被自己的电瓶车压到左脚，后经医生

诊断为左脚里有4处骨折，并打上了

石膏缠上了绷带。

她并没有将骨折的消息告诉学

校领导。小长假休息3天后，年轻的

池超开始盘算着，“麻烦同事代课不

好意思，学生们陡然换老师也许不适

应，自己年轻恢复快，这点伤应该没

啥大碍”。

5月 2日，池超照例到校上课。

她跳脚上课的照片被“寻找美好”的

同事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引来敬佩和

心疼声一片。

与此同时，在学校巡视的校长王

文森也看到了池超跳脚上课的情形，

了解情况后立即和其他校领导商量：

找一名代课教师，让池超回去休养好

再回来上班。

“同事们很美，大家争着帮我组

织班级纪律，坐班看作业课……校领

导也很美，他们的关爱让我觉得温

暖。”如今在家休养的池超这样告诉

记者。

“对于教师来说，什么是美？”在

王文森眼中，能真正做好一日工作规

范的教师都是美的，而有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更是教师敬业和热爱教育的

“最美”体现。“我们一直坚持教师互相

点赞活动，寻找同事身上的敬业精神、

创新意识等闪光点，这样有利于团队

建设。”但王文森认为，所有的前提都

应该是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不鼓励

教师带病工作，如果医生判断需要休

息，学校就会尽可能地支持”。

这样的价值判断，缘于该校的

“学生导向”。“我们学校含金量最高

的教师荣誉，就是由学生、家长、同事

一起选出的‘我心中的好教师’。”王

文森告诉记者，这个奖，越到高年级，

学生评定的占比就越大，“好教师就

是孩子们的榜样，应

该是健康的、积极

的、人文的”。

一千双眼中的
“哈姆雷特”
“最近，省里启

动了第三届最美教

师评选活动，学校把

我推到市里候选，我

就在思考：‘我美在

哪里？’”杭州市长河

高级中学教师杨春

林任班主任近 20

年，他对自己“美在

哪”的答案是，“我美

在一直坚持当班主

任，乐在其中，还立

志做一辈子班主任，概括起来就是

‘美在专业，美在坚持，美在享受’！”

“真正具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

教师才是最美的。”慈溪市观海卫镇

卫山学校是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学校。每天放学后，该校教师们都会

自愿留在学校尽其所能地辅导学

生。“家长下班晚，回家后也没能力辅

导孩子，而我们的教师基本做到了让

孩子们回家前都已保质保量地完成

作业。”该校办公室主任王永生认为，

教师们的高度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

精神照亮了学生们未来的路，“至少

孩子们心中是光明和温暖的”。

仙居县广严学校教师沈俊俊与

王永生有着类似的看法。“我想，每位

教师的师德就如同那‘阳光’。为人师

者于世间，当以何种姿态坚守‘阳光’，

不负师德？”沈俊俊以为，坚守“阳

光”——应在困境中战胜迷惘，在绝境

中饱含乐观。前者，出现在同事徐鑫

俊身上，“他在困境中带领学生们攀登

运动高峰”；后者，出现在母亲病重却

依然微笑坚守三尺讲台的同事吴婕身

上，“课余时间她是母亲的顶梁柱，工

作时间她是学生们的主心骨”。

“有科学精神，善于教学；有敬业

精神，勤于助人；有合作精神，乐于协

作。”在杭州市北苑实验中学校长章

继钢眼中，这就是“最美”教师的主要

衡量标准。今年年初，杭州市拱墅区

在初中段开启“晚十点 不作业”的区

域试点。“到点完不成作业怎么办？

这时就需要教师们的团结、合作，一

起去帮助和引导这些学生。”章继钢

认为，教师要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会智

慧、健康地学习、生活。

“教师的‘美’，是对孩子的关心

美，对岗位的敬畏美，对教育的执

着美。老师的爱是阳光，老师的美

是种子，会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台州市学院路小学教师李

佳怡这样诠释。“以自己的‘美’去影

响一代代学生，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

下良好的基础，这是教师‘美’的根

本意义。”吴兴高级中学副校长莫幸华

认为。

……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对于教师的“美”，杭州市胜

蓝实验中学校长李建飞的看法颇具

代表性，“教师‘美’的标准，很朴素，

应侧重于自然、和谐的师生关系。教

师美不美，学生最有发言权，也主要

由学生说了算”。“年度最美教师”是

该校设立的教师最高荣誉。

师德建设能单靠榜样示范？
近年来，随着师德师风建设的不

断深入，各地各校纷纷开展各种形式

的“最美教师”评选活动。“除了专门

的颁奖仪式，平时教师会议上、周一

国旗下对这些教师的‘点赞’，为学校

的师德师风建设起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江山市城南小学副校长姜玲认

为，“最美教师”给了教师们“教科书”

式的榜样魔力。

“一所学校里的‘最美教师’评选

比较简单，可以由学校教师们自定标

准，或者把选择权交到学生手里。但

在一定区域内的‘最美教师’评选，这

样的方法就不适用了。”一位在区县

教育局从事多年教师评选活动的负

责人很遗憾地告诉记者，“偶发事件

中颇具曲折冲突或悲情色彩的教师

往往能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和来自

评委、读者的更多投票”。“这些教师

当然很好、很美，但‘最美教师’评选

不能比‘惨’，不能比遇到‘吸引眼球’

事件的概率，而应选拔能真正贴近教

育本质，为教育、学生奉献更多智慧、

温暖、光明的好教师。”这位负责人认

为，不能让广大的普通教师被那些只

能在特定情境中的“成功”所误导，更

不能让具有“最美”潜质的教师“怀疑

人生”。

“我的一位同事，曾在收入不菲

的私立学校干过，也在市里最好的

公办初中干过，后来却自愿到义乌

最偏远的学校支教3年，又到一所农

村新建学校一干就是7年。这里面

有对情怀、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追

求。”义乌市雪峰中学教师刘志超认

为，师德师风建设不能光靠“最美教

师”评选，毕竟榜样不仅数量少，品

种还相对单一，“不如制定一个广大

教师普遍认同的师德标准，一线教

师可以比一比，量一量，自己要‘最

美’还需具备什么”。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省德育特级

教师周岚的认可。“一个教师的‘美’，

在于把教育当做一份幸福的事业。

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推进是和师德

师风评价机制密切相关的，管理部门

应在评价机制上多下功夫。”周岚认

为，师德师风建设应促进教师之间的

团队互助，触动更多的一线教师能享

受教育的成功和美好。

“教师之美/不似昙花一现般震

撼/却是点点星辰/千点万点都在照

亮学生的前程。”杭州市滨兴学校教

师姚贺国在自己的即兴小诗《教师之

美》中寄语，“教师的美丽自在人心，

在每一处被温暖的角落”。

□余 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理应以振兴乡村教育

为基础。

然而，当前的农村教育的确存在着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农村孩子实践体验的优势渐渐消

失。如今的乡村少年已鲜有鲁迅笔下闰

土少时生活的精彩刺激，既没有地里劳

作所生发的趣事、糗事，也没有如城市孩

子那样各地行走所带来的广博见识。他

们的生活缺失陪伴、缺少实践，排斥劳动

的倾向悄悄蔓延。在开阔的视野、高雅

的情趣、大方的交流等综合素养方面，农

村孩子往往相形见绌。

现代人对于生养他的热土日渐淡

漠。社会、家庭，甚至于学校，走的依然是

“成绩复兴”之路。乡村人的“理想”即为

“离乡”，乡土情怀的种子难以萌发。那么

试问，在农村，我们到底要培养一代怎样

的人呢？是“建设者”还是“逃离者”呢？

因而，播下“乡土情怀”的种子，培养

有情怀的一代人，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面对种种现象，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

个方面思考其主要原因。

城市是现代化的先导与主体，农村

一直被动地跟随其后。

源于城市学校的管理取向，导致农

村学校“避长露短”。实际上，农村教育

和城区教育，各有特点，优势劣态完全不

一样，但多年来却一直共用一套体现在

校园文化、课程体系、学校管理、教学组

织、评价方式等方面的评价体系。这使

得农村教育不能清醒地发现和突显自身

特点，从而充分展示农村的自然优势，并

在此基础上适当融入现代教育观念，引

进外来文化，逐渐梳理出农村教育自己

的文化体系、育人体系、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等，使农村

教育具有独立而深刻的思想品味与学术内涵。

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划配置，依然存在“同情资助”

“帮扶思路”。农村教育需要“脱贫”，其核心策略是通

过制度设计和治理改革，变“输血体系”为“造血系

统”。制定尊重农村教育实际的建设规划、配置标准，

思考它们是否具有“农”味、富有“乡”气，是否形成属于

自己的气质？它们是否能够真正承担起农村乡土文化

的传承与再生的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乡村教育本应突出体现勤劳、朴

实、实践、乡土、因地制宜等特点。

可以实施“中心校战略”。将“扶持乡镇学校作为

乡村建设的示范引领”作为重要战略，加强顶层设计，

让乡镇中心校成为农村文化的引领，成为乡土社会中

“乡愁”的承载物和乡土文化的“子宫”，从而影响乡人

诸多方面观念的形成。

可以调整学校评价导向。建立尊重农村教育特点

的广角评价体系，从仅仅关注升学率，转向关注学生的

身体健康、精神面貌、家乡情怀、乡土文化、劳作实践

等，变纬度单一评价为多向广角评价。

可以根据农村小班化教育的实际，采用班师比，加

大师资配备力度，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小班小

校”是办好农村基础教育的关键对策。如此，整个校园

都可以在校长的视野里，每个班里所有的孩子都在教

师的视线中。

可以制订体现农村学校特点的学校建设标准。应

根据农村的自然条件，设计出适合乡村特点的建筑与

景点，形成乡村学校的独特“颜值”。农村学校建设可

以有一些规定指标，如必须要有多少生均面积的大量

绿化，必须要有多少生均面积的非硬化地面，必须要有

多少生均面积的劳作实践基地等。

可以加强农村学生的体质健康和劳动实践教育。

农村学校必须开辟出劳动实践基地，设置劳动实践课

时，编写劳动实践教材，建立劳动实践技能考核标准，

从而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

求精的敬业风气。

可以关心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成就。乡村教

师现在最大的问题，除了环境问题、待遇问题，就是孤

独问题——工作上得不到肯定，没有展示舞台和平台

的孤独。有的教师一辈子在乡村学校，受乡人的敬重，

得家长的信任，被孩子所喜欢，却从没有获得过什么荣

誉，也没有过展示、锻炼的舞台。

乡村基础教育应该是“爱农的教育”“强农的教

育”。除了让乡村孩子享有更广阔的生活世界，“我们

对乡村教育的预设应在更基本的层面去关照他们的生

活境遇之中的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生活幸福的实现，使

他们既可能享有进入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那些没

有此机会的孩子能在他们的人生中享受一段对于他们

而言美好的教育”。这种美好的教育，或许会影响到他

们今后整个的人生。

（作者系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中心学校校长）

我
们
应
培
养
乡
村
建
设
者
而
非
逃
离
者

声音

关关注注

有一种“官”，叫“倒茶官”

今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师德师风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早在2014年，省教育厅决
定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无法考量”的师德师风建设中

教师的美应该“美”在哪
日
前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任
伯
年
小
学
的
运
动
场
上
，教

师
们
以
全
体
参
与
﹃
兔
子
跳
﹄﹃
抱
球
接
力
﹄
等
趣
味
运
动
的

形
式
，为
该
校
的
春
季
学
生
运
动
会
拉
开
序
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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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