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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甲景

电影课的细节最体现“教学相长”
2016年3月20日和4月29日，我两

次上伊朗电影《小鞋子》的课。3月的这

堂课，我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编

剧和导演，你会不会设计阿里获得季军

的情节？为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外甥

那里获得了让我意外的回答。课后，我

姐夫开车，我和外甥坐后排，三人同车离

开影院。

向来话少的外甥，忽然开口问：“姨

父，为什么不可以设计阿里获得第四名

的情节呢？”

我一愣，追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

设计？”

“我想让他一直在第三名前后跑，有时

超过第三名，有时又被第三名超过，反复这

样交替，让观众看得纠结。最后他拼命与

第三名一起冲刺季军，冲过终点线时，离

他想要的第三名差之毫厘，获得了第四

名。那不是更能体现人生有很多时候事与

愿违这个主题吗？”他诠释得头头是道。

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设计啊，确实

不亚于影片让阿里得第一名的设计。我

恍然大悟，发现我的问题设计不够开

放。4月再上这课，我就将问题改为“你

会设计阿里获得第几名的情节”。

这种细节上的调整，最生动也最深刻

地反映了电影课的“教学相长”，而电影作

为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解读多样性和主体

主观性，以及儿童思维具有“天马行空”

的特点，则给这种特殊的“教学相长”提

供了天然的肥沃土壤。与其说是我们教

师在给学生“上”电影课，不如说是我们

和学生一起在“研”电影。我们实际上是

在课堂上通过孩子的视角发现光影世界

和电影课程世界的无数个“另一种可能”，

我们是在向学生学习，向学生汲取智慧。

家庭参与使电影德育滚雪球式传播
电影课也是催生“家庭影院”的先锋

媒介，它让整个家庭和社会参与到经典

电影的欣赏和品读中来，参与到电影课

程和电影教育中来，它让电影更加深层

地完成了“舆论性的公众话语”（或称为

“共同话题”）意义上的儿童启蒙。

2015年10月22日，我在温州市南浦

实验中学上《老和尚与小和尚的故事》。

这是韩国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片段：

小和尚把石头绑在鱼、蛇、蛙的身上，玩

弄它们。老和尚看见了，把大石头绑在

小和尚身上。从换位、悲悯、人性、慎独、

亡羊补牢等角度和学生探索电影的主题

思想。当天晚上，有一个金姓的男生向

我要课件，他说跟妈妈讲了今天的电影

课，他的妈妈很感兴趣，想看一看。

2016年1月10日，我在电影院上法

国电影《新纽扣战争》，温州日报社民生

新闻部主任汪文带着儿子听完课，对我

说：“课后我跟孩子聊了一下电影里谈到

的宽容、第二次机会，以及对待小伙伴的

态度，小家伙挺兴奋的。”

其实，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家长们

的参与让电影、电影课、电影课程、电影

教育完成了滚雪球式的传播，释放着电

影课程的特有魅力，让电影的“舆论公

众”性、“共同话题”性更加突出，电影课

程的德育效果也更加显著，也为像我这

样的电影课程人提供了研究动力。

电影课就是要带领学生分析文本
当然，电影作为一种阅读产品，尤其

是名著改编电影的大量面世，水到渠成

地促进了阅读兴趣的激发、阅读行为的

推动、阅读习惯的培养、阅读边界的扩展

和阅读方式的充盈。2016年3月8日，

我专门给温州二中的学生上过一堂课

《有一种阅读叫观影》，我认为电影能有

效地促进学生的生命得到滋养，文化得

到成长。

这几年，我集中开发了名著改编的

电影课专题，如《米香》《活着》《城南旧

事》《那山那人那狗》《阿Q正传》等，可以

从《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印第安·乔的死

亡方式改编探索到《阿Q正传》改编中的

悲喜剧美学风格，从《新纽扣战争》的故

事背景改编联想到卡尔维诺的“避重”小

说手法及其系列小说……这样的延伸就

算不是尽善尽美，也总算是一种跳出围

墙的学习，让家长和学生都喜欢上“有

趣”又“高级”的电影课。

就算不是所谓的“名著改编电影”，

也自然而然地渗透文字阅读的元素。

2017年 3月 11日，我上《钢的琴》电影

课，从主人公陈桂林的最终放弃女儿抚

养权，自然就讲到龙应台的《目送》——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2014年8月16日和

2016年8月25日上法国电影《放牛班的

春天》，从克雷芒·马修对“池塘之底”的

学生们的悲悯，自然就讲到北师大陶东

风教授的《谈悲悯》；2016年

3月和4月两次上《小鞋子》

电影课，从两个经典俯拍镜

头的“‘神’的视角”自然就

讲到北野的诗歌《一群麻雀

翻过高速公路》、周晓枫的

散文《斑纹》以及东方的圆

图腾……

再多的苦和累都不是个事儿
电影课的故事和心得

一文难尽，最后，我想纯粹

说说自己作为一个电影课导师和电影教育

课程人的故事。

我做电影教育课程4年多时间，校内

校外上了40来场电影课，平均下来，我

和温州另几位电影课导师一样，基本是

一个月备一堂课。平时教学任务繁忙的

我们，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加班加点。

每次备课，电影重看两三遍，梳理主

旨、抠住细节、提炼问题、彰显个性……

截图上百张、截频数十个。备课期间，既

要查阅资料又要独立思考，课件经常几

易其稿，问题设计要基于简约性、启蒙性

和开放性，要有深度、高度、广度……有

的电影课延伸到纸质阅读，还要拍摄一

些书页。开玩笑地说，常有卢延让“吟安

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和贾岛“两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之叹。

多少次，熬到凌晨而未眠，顶着一双

熊猫眼去电影院、少儿图书馆、学校上

课。然而，每每想到千万学生和家长在

翘首以盼，每每想到电影教育课程的未

来，每每想到能在这些课中课后邂逅志

同道合者，所有的艰辛都可以被轻描淡

写。能把教育做成真公益，是我们这些

电影教育课程人的荣幸和造化。

最后，我想郑重地强调，和其他教育

方式一样，电影教育不是“药到病除”的，

而是培根播种、日积月累、润物无声、抵

达心灵的教育，是学生们借助电影自我

对话、自我教育、自我启蒙。

重要的是，电影教育课程大大地增

加了德育的“可欣赏性”（北师大檀传宝

教授在《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一书中阐

述了这样一个概念），让德育对象在欣赏

中接受德育，由此增加了德育的“有质

量”（出处同前句）和美感，让德育与美育

水乳交融，促进习得，加深内化。

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

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说：“记住，你管

教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一个能够自治的

人，而不是让别人来管理的人。”做电影

教育课程4年，我对电影促进学生“自

治”的功用感受尤深，我的学生会在毕

业后发来信息，和我探讨电影，回忆那

些上过的电影课。

电影的解读本就见仁见智，电影教

育课程的设计更是没有现成的范本，一

片无比广阔的田野等待我们去开垦。让

我们奇“影”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碰撞智

慧，砥砺思想，共同开发，共享硕果，一起

在视觉主导时代勇敢寻求德育的突围，

一起在光与影的世界里开启另一种教育

和人生的可能。

光与影开启学生的另一种可能
——我的电影课叙事（下）

□台州市路桥区共和小学 王小军

学校办学效能低、教师集体倦怠，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沟通不畅造成工作盲区,问题不断积压的

最终结果。“和”文化善于将沟通化作管理力量，从

而促进教师成长、学校发展。

信任，是一座桥
学校是一个发展共同体，其核心是信任。校

长与教师之间互相信任，就会传递神奇的力量，让

每一个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与教师之间有互发微信的习惯，感性文字

跃然于屏幕，倍增我的工作效率。一天，小陈老师

在微信中写道：

“因为五（2）班走廊有一团纸，作为班主任，我携

全班学生向大家致歉。虽然至今我无法得知这团纸

从哪里来？为何来到这里？又要到哪里去？是谁发

现了它？是否去了它该去的地方？为这个未曾谋面

的朋友唱上一曲《传奇》：只因为你在五（2）班多待了

一会儿……这次扣分的故事不会再改变……”

读完小陈版“传奇”，我回了一条信息：

“从你的‘传奇’中，我读懂了你对班级管理的

新认识、新选择。你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这次扣

分，你没有找谁理论，没有责怪任何人。这种涵养

只有聪明人才具有。你说的这些话，背后折射的

是大局意识。”

包容，是一条河
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

立千仞，无欲则刚。”包容是一种大度，包容是一种

智慧。

一次市级数学优质课评比，我校陈老师最后

得到了全场最差成绩。原因非常简单: 迟到（睡

过头）了。教研员、分管副校长、团队教师个个气

恼，他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知道自己造成了

很大负面影响，陈老师不停地对大家说“对不起”。

我把他叫到旁边说:“陈老师，我知道你肯定

为今天的意外而伤心。告诉我，是不是昨晚遇到

了什么困难？”

“真是对不起。昨晚我女朋友突然身体不舒

服，我送她去医院看医生。等打完针吃完药回来已

经是凌晨三点了。为不耽误今天的比赛活动，我一

直坐着等天亮。结果，还是没有熬住，睡着了。”

听完他的话，我心里感慨万千，多么有责任

心、爱心的小伙子。他的女朋友会因为有这样的

爱人而幸福一辈子；我会有这样同事而幸福一辈

子。“陈老师，我为你骄傲。比赛失败了，以后一定

还有机会。不要难过，更大的舞台在等着你。”陈

老师听完我的话，眼里闪烁着泪花。

引领，是一面鼓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什么样的人是英

雄？谁是我们学校的英雄？

在学校的一次综合实践教研活动后，组长在

微信群里留言，写得非常感动，大概意思是校长送

完教育局客人，匆匆来参加教研活动；三位教师千

方百计想办法调课来参加；两位教师参加完经典

诵读彩排后，赶回学校参加；特别是一位教师在照

顾生病的孩子，还不忘参加教研活动……

我也感触颇多，回复道：

“不同的人对‘和’文化的内涵理解得可能不

一样。但下面三个理念是我们共同具有的。一、

奉献是一种自觉。大家都将参加教研活动当作是

一项工作、一种生活方式，生命中的一个必经环

节。二、合作是一种习惯。我们学校没有‘单枪匹

马’之说。今天的教研活动是谁的事情？不是教

研组长一个人的事情，不是校长的事情，而是我们

全体教师共同的事情。教研活动这个平台何尝不

是在帮助大家整体提升？三、领导是一种服务。

学校任何岗位背后都刻着一个共同印记：服务。

今天教研组长为大家在服务，大家在静心思量的

时候，你会发现某个教师曾经服务过你。每个人

都会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幸福、得到成长。”

沟通和理解有时就因一段诚恳的言语
——营造学校“和文化”氛围二三例

营造法式

取样化验

（上接第1版）
是的，一人援疆，全区援疆。一年半来，在江

干区教育局的支持下，江干区教育局发展研究院

和江干区各中小学校都与我组建成了“兄弟连”。

是的，一人援疆，全城援疆。一年半来，在“杭

州援疆”品牌的感召下，机关、学校、作协、媒体、企

业、出版社通过“多浪公益”等平台汇聚爱心，为南

疆带来了一场场“及时雨”。

难忘，“江干名校长大咖团”特地来阿援疆送

培，举办活动10余场次，捐资助学15万元，培训惠

及南疆学校书记、校长及管理、教学骨干1400人次

以上。

难忘，江干区6校学生与阿克苏二小维吾尔族

孩子开展“飞鸽传书万里情，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1379封书信使得万里情缘一线牵，至今佳话

传耳边。

难忘，浙江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信息、音

乐、体育等学科众多专家、校长、名师，总是有求必

应、招之即来，赋予我“呼风唤雨”般的本事。若要

列一份名单，那将会很长很长，长如从杭州到阿克

苏用脚丈量的距离……

一齐拼，敬“援疆”
怎样使援疆力量和本土力量形成合力？怎样

让杭派教育与南疆教育交融创生？这是我始终在

思考的问题。我力图作出的回答是：当好首席，带

出一支富有幸福感的团队。

作为援疆副校长，我想最大的价值除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外，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全

身心地融入学校支部班子、行政班子，带领阿克苏

的教师们打造优秀团队，渐渐打造出学校教研室

团队、名师工作室团队、校园文化与课程建设核心

团队、中层干部和全体教师团队和集团城乡学校

“语言教学研究中心”团队……

为了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一年半来，我带

领团队教师为学校量身定制了“品”文化顶层设

计、“品乐课程”建设规划、“品学课堂”基本框架

等。如今它们已被大家珍视为可纳入学校中长期

规划体系的援疆成果……

每当听到人们称赞“毛校长带的团队是最棒

的团队”，我内心总是充盈着满满的自豪感，那是

我最幸福的时刻。回首时间轴上足迹深深的援疆

历程，我想说的是，援疆岁月啊，请流逝得慢一点

儿。您给予我的丰厚财富，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久

久重温、细细反刍，促使我在源源不断的思想启迪

中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与世界，更深入地认识现实

与未来。

2018年5月12日

（作者系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援疆教师、阿克
苏市第二小学副校长）

（紧接第2版）但若教师们不曾公开、鲜明、广泛地

表达自己对于性骚扰的态度，在学生看来，就无

异于默认这种事情的发生。

每当校园性骚扰事件曝光，教师在观察学生

言行的同时，学生也在暗地里观察教师的反应。

如果他们眼中只剩下公然进行性骚扰的教师和

对性骚扰不置一词的教师，他们就有理由认为，

这种情况已经成为通行在校园中的潜规则。哪

怕他们确认自己的教师确实是一个正人君子，甚

至为之感到庆幸，那也只能说明在他们的想象

中校园性骚扰已经极其普遍。而一旦骚扰发生，

他们在说“不”时，承受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

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在校园性骚扰方面，自

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自律说出来，并在教师群

体中形成一种能够公开讨论、反对性骚扰的氛

围。这种氛围的存在目的是为解除校园性骚扰

的神秘化、浪漫化和普遍化的迷思。当谈论校园

性骚扰就像谈论流感一样清晰、公开时，它赖以

存在土壤才会变得越来越稀薄。

学生需要明确地知道，大部分教师都站在

性骚扰的对立面上；也需要明确地知道，大部

分教师早已决定放弃与学生发展浪漫关系的

可能性。可缄默是不够的，若隐若现的推理和

暗示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亲耳听到，直至习以

为常。他们应当生活在一种保障之下，这种保

障就是永远不需要由他们来负责分清来自于

教师的到底是关爱、交易还是骚扰。他们在师

生关系中拥有不受性侵犯的权利，也不以是否

成功地劝慰或拒绝教师为前提。只有在这样

的保障之下，他们才能表现出应有的自信，来

反抗来自少数人的性骚扰，并敢于帮助其他处

于困境中的人。

2018年还没有过去，在近一百所高校毕业

生致信母校，要求建立防范校园性骚扰机制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批教师发起《全国高

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承诺绝不性骚扰学生或

同事、下属，坚决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从

时间上看起来，教师群体好像是受到学生群体的

鼓舞才摆脱缄默开始发声。但由于在之前的致

信母校行动中，事实上大量签名的毕业生其职业

已经是教师，所以与其把它看做两个群体先后的

行为，不如看做两种身份间的微妙抉择。从以毕

业生身份联署抗议信，到以教师身份联署承诺

书，我看到更多的自我反省和责任担当。

抵制校园性骚扰，我们终于可以缓慢地开始。

《米香》（中国2010）

《小鞋子》（伊朗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