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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如何看待课间辅导学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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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英国17世纪教育家洛克，在他的

《教育漫话》中，将体育放在教育最关键

最优先的位置。全书第一部分开门见山

就论述了体育，认为健康的精神寓于健

康的身体，指出儿童生活最重要的是呼

吸新鲜空气、运动和睡眠。在当今中国

式的教育焦虑下，很多学校也许会在教

师的必读书目里放一本《教育漫话》，但

对洛克这样的教育观点，恐怕在内心里

敬而远之，觉得不符合“中国国情”吧。

许多教育决策者羡慕发达国家对

体育的重视，但轮到经营自己的田地

时，依然是以升学考试为第一要务。然

而绍兴市皋埠镇中心小学的办学方针

竟然与洛克的教育理论不谋而合——

重视体育。在绍兴地区，皋埠镇与“金

柯桥”相对，素有“银皋埠”的美称，却更

以青山绿水、环境整洁而自傲，天然地

符合洛克“呼吸新鲜空气”的体育条

件。而运动作为皋埠镇中心小学学生

的强项，十几年来远近闻名。

农村娃的奥运梦，万一实现了呢？
要说一所学校体育有特色、体育水

平高，怎么证明？恐怕少不了一个堆满

奖牌奖杯的房间，而皋埠镇中心小学的

这个房间，因其涉及的体育项目丰富，

奖牌奖杯比别的学校多上许多，其中有

不少还是“第一名”和“一等奖”。

尤其是区里要组队去市里参加比

赛时，第一个想法往往是从皋埠镇中心

小学抽调选手，甚至有的项目如国际跳

棋，直接让校队升级成为区队，给人一

种区里的“准少体校”的味道。

皋埠镇中心小学有两个校区、下辖

3个完小，2000多名学生，家长不是当

地农民就是外来务工者，体育苗子就是

从这有限的生源里选拔的。在如今教

育的大环境下，愿意让孩子走体育这条

路的家长，恐怕不多；从农村小学走上

全国乃至世界的赛场，这样的想法谁听

了都会叹一口气。

但在皋埠镇中心小学，体育就是不

少学生每天学习生活的重心。当记者

问三年级的徐子航对将来的打算，小不

点竟回答：“长大以后在奥运会上比

赛。”口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一切皆有可能，在去年夏季举行的

全运会男子排球比赛中，浙江队获得亚

军。看似平平无奇的比赛，却受到了绍

兴本地媒体的关注。因为队伍中有了

绍兴籍运动员的身影——陈磊炀和金

日成，其中担任队长兼二传手的陈磊

炀，就是皋埠镇人，是几年前省队直接

从皋埠镇中心小学招录的。

所以，三年级小不点的奥运梦，是

一个农村孩子纯真的梦想，并不是不切

实际的幻想。

就算是普通的跳绳，也要把它玩到
极致

学长陈磊炀早已毕业，跟在校的学

生没有太大关系了，但

六年级的鲁文昊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一直是

学生们心目中的榜样。

越城区有一个年度

传统项目——吉尼斯跳

绳挑战赛，比赛内容是

最简单的跳绳，就是每

个中国小学生必须达标

的体育项目“一人一绳

一分钟”。从三年级开

始，鲁文昊蝉联了该项

目的4届冠军，去年创

造了个人最好成绩——324个，远远超

出央视节目《想挑战吗》中241个的纪

录。记者查询了网上的相关信息，发现

国内外“单摇跳绳”纪录超过324个的

寥寥无几。也就是说，鲁文昊小小年纪

已经步入世界顶尖单摇高手行列。

在皋埠镇中心小学下辖的上蒋完

全小学，记者欣赏到了精彩的学生集体

花式跳绳。为了增强观赏性，指导教师

们设计了《西游记》中师徒西天取经的

剧情，学生们从最基本的排队跳长绳、

多人齐跳，到绕“8”字、双人单摇，越跳

越复杂。快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将两条

长绳十字交互摇，排成几队在里面穿

插，难度已经相当高了。

上蒋完小校长章美琴介绍，刚入学

不久的一、二年级学生，由于身体发育

还不够成熟，不能让他们过早承担较大

的运动量，因此都是从跳绳开始起步，

逐渐培养对体育的兴趣。

“全民皆兵”学体育，
从一二年级学生开始

据说很多学校的体育奖牌，仅仅是

少数几个体育生的功劳。体育生牺牲文

化课的学习，在赛场上为学校赢得荣誉

的同时，在学习和考试的主战场上，却受

到老师和同学的轻视。学校不重视体

育，学生被学业重负压弯了腰，身体素质

堪忧，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皋埠镇

中心小学的体育校园文化，该校不仅有

每年春秋两季田径运动会，每学期“一

班一队”的足球、排球联赛，还有非常罕

见的单独为一、二年级学生举办的运动

会。虽然只是迎面接力、足球绕杆之类

的非正式项目，但运动会的规格并不

“低”，学校会邀请镇领导出席。

到了三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

和专长，渐渐选定一些项目进行修习；

但有一些项目仍然是全员化的，比如排

球、跳绳、国际跳棋、健身操等。

该校校长郑国平介绍，在该镇，每

一所完小有一到两个体育特色，比如上

蒋完小以国际跳棋为基础，中心小学以

跳绳为核心，其他如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等项目全面开花。

从2016年开始，皋埠镇中心小学

的体育走上了课程化的道路，立项了

“1+X”情智体育课题，编写了《快乐

足球》《越韵排球》《传统棋类游戏》等

校本教材。然而仅靠学校原有的几

位体育教师，没有其他学科教师的支

持，是满足不了如此系统的体育课程

建设的。

（下转第3版）

伊 人（楼主）
我班学生都有讲语文课的经

历：两人一组钻研教材、制作课件。

我负责检查课件，听学生试讲。学

生上起课来还有模有样呢，我坐在

下面实时观察，准备现场救急（答疑

或补充）。上完课，学生写反思，谈

收获；我组织评课，并进行奖励。

我的想法是：语文重在培养学

习能力，而教别人学或许更能促进

学生主动学习。向学生开放讲台

后，学生更加喜欢语文了，学习语文

也更加有方法了。

各位坊友，你持什么态度？你

有过尝试吗？

杨铁金
学生讲课的目的是让学生登台

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与心得，以供

其他学生借鉴，这与教师的上课还

是有区别的。

很多年前我教高中时，市面上

的复习用书很少，我曾经分配学生

整理语文知识点，然后让学生分别

上讲台，讲台上下一起交流完善，最

后形成完整的笔记。这对于高考前

的多轮复习是很有用的。

伊 人
尝试着让学生讲课，我一开始

是有担心的，但学生们居然很乐意，备课很是

细致，课本上写得密密麻麻，还做了小纸抄，板

书都好好地设计过。我组织学生讨论问题，问

答之中还有追问，并且不忘评价。上戏剧单

元，学生组织大家积极上台表演，很成功。

我发现，只要上课的方式不拘一格，学生

就会热情参与学习。当然，也有学生不适应，

讲课时脸红耳赤，紧张得不行，但在我看来，只

要完成任务，即使效果差些，也是成功。

俞和军
作为一种想法可以去试试，短时间内学生

可能会有新奇感，但我估计次数多了是不行

的。要看教学内容：有的内容适合；有的内容

教师依然要补充，那就比较浪费时间了。当

然，也不排除一部分家长会有意见。

云彩之上
试过，效果不错，学生积极性很高。

悠 闲
根据课堂的不同性质，我经常采取让学生

讲课的形式，特别是作业课、试卷分析课，我会

把全班在试卷中的错误情况移交给课代表，由

课代表选定需要讲解的要点，分配给其他学生

进行讲解。我发现这种方法不仅解放了我，而

且更有的放矢。

阿 国
我常年在小学高年级当班主任，每个学期

我都会设计一些主题给学生去策划班会课，比

如日常规范主题交给班委策划，节日活动主

题向全班学生征集，在周记中发现一些特殊

的事件，如关于友谊之类的想法，也会适当邀

请几个学生代表，美其名曰“特别的课给特别

的你”。

龙泉许东宝
学生之间应该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教

师的课有时用的是成人的眼光，或者是成人的

起点，没有以学生为中心，即使课前准备得满

头大汗，学生在课堂上还是难以接受。有这样

一个例子，说是有一位很普通的爸爸，把三个

孩子送进知名高校。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

是每个孩子回家，都要把当天课堂上的知识给

他讲一遍。其实“学生当老师”在体育课上比

较普遍，教学动作要领时，体育教师通常会让

体育好的学生来示范，学生队长几乎就是半个

体育教师。

赵占云
确实如此，作为一名小学体育教师，本人也

有过多次的尝试。在一个技术内容的学习中，

教师作为主导者，会设计出完美的教学流程，但

学生与教师之间毕竟有着一定的隔阂，教师所

想所教，不一定是学生最乐意接受的。因此，放

开手，让学生来当一次教师，不仅能从学生的角

度来教授知识，而且能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教师则在教学结束后进行适当点评，对学

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有着很大的帮助。

放
手
让
学
生
讲
课
，你
有
尝
试
吗
？

现在的学生压力大，在人们的想象中，学生在校连玩的时间都没有，每天除了刷题就是讲评，下课了也被关在教室里。但有一所真实存在的

小学，情况与之完全相反：学生上学不仅有的玩，而且玩的门类非常齐全，球类项目有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类项目有围棋、象

棋、跳棋、军棋、西瓜棋……还有田径、健美操、跳绳，还有你准保没见过的项目。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农村小学——

要是每天能玩得很嗨，学生还不乐意上学吗？

□衢州市实验学校 徐宏燕

我又一次接手一年级，和学生们相
处了两个来月，学生们的天真可爱、活
泼朝气深深打动了我，但我也发现不少
问题：垃圾随意丢弃在地上没有人捡，
值日的时候拿着拖把当武器玩，讲台上
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消失……学生身上
自私、撒谎、任性、贪小便宜等缺点都暴
露出来了。

对一年级的学生，简单的说教、高
压的政策肯定是行不通的，该采取什么
方法让学生们既愉快地接受道德教育，
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正确的熏陶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西方教
师的学生管理策略》一书，不由得眼前
一亮。

第二天早上，我怀抱着一个装饰精
美的箱子来到教室。学生们见了纷纷
围拢来，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更有好
奇的，撸起袖子就往里掏，想从里面掏
到什么宝贝。

我只在边上笑眯眯地看着，等到上
课铃声响了，才在箱子上贴上“好事罐”

的字样，故弄玄虚地告诉学生们：“从今
天开始，老师每天都要‘抓人’”。

学生们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着
我。见时机成熟，我才不慌不忙告诉他
们：“老师每天抓的是这样的学生：主动
帮助同学的、写作业漂亮认真的、主动
捡起地上废纸的……”

“老师，我明白了，只有表现好、做
好事的小朋友才能被你抓到。”小豆丁
像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喊道。

“对，只有行为美、心灵美的学生才
能受到表扬。”我补充道。

在我宣布了“抓人计划”之后，小王
看到地上有一些垃圾，他快速捡起扔进
垃圾桶，这一教育良机怎可错过？我马
上宣布“抓住他”，把他的名字和做的事
情写在一张纸上，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宣
读，并郑重其事地放进罐子里。

小王的“待遇”引得其他学生一片羡
慕的目光，而这个淘气的男孩因为这张

小小的纸条，后来在课堂上就坐得特别
直，听课也表现出前所未有过的认真。

就这样，只要学生有一点点进步和
成绩，我就敏锐地捕捉。这样，几天后，

“好事罐”里有了十来张纸条。
这天下课，班里最好动的张乐围在

我身边，悄悄地说：“老师，我也想被你
‘抓’住。”

望着他认真的神态，我知道他内心
那颗渴望上进的心被唤醒了。“如果你
这堂课能认真听讲，不转过去和同学说
话，就可以被‘抓’住。”我摸着他圆圆的
脸说道。

上课铃响了，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从来不肯坐好的他竟坐得端端正正，坚
持认真听了整整一节课。这是多么大
的一个进步，于是我毫不吝啬地“抓”住
了他。那一刻，我分明瞧见了他涨得通
红的笑脸和发光的小眼睛。

星期五的最后一节课，我在教室里

的大屏幕上打出了“周五大表扬”五个
大字。把“好事罐”放在讲台中间。“同
学们，老师要抽奖了。”我大声说道。

学生们都用期待的眼神盯着我。
“姚欣瑜，你的字工整漂亮，值得大

家学习。”我拿出一张纸大声念道。被
抽中的学生雀跃着，没抽中的学生有点
失望，但在得知下周仍将继续抽奖后，
大家都眉开眼笑了。

这节课抽到了五位学生，他们的奖
品也是五花八门的，如中午可以代替教
师坐在讲台上、使用彩色粉笔、排队时
站第一个、选择午间音乐、选择活动课
时看的动画片……

获奖的学生欣喜若狂，而名字没有
被放进罐子里的学生，就会默默努力。

学生现在最期待的日子就是星期
五，但愿美德
能一直流淌
在学生们的
心间。

□杭州市萧山区回澜小学
王珊珊 季亚飞

“筷子兄弟”，学生喜欢用这个叫法

称呼我们的班本微课程。

事情缘于一次假日活动成果展示。

那天，在一大堆颜色艳丽、形式繁杂的作

品里，一个小小的木筷水桶引起了大家

好奇。

“木筷水桶，是你自己做的吗？”拎着

粗糙但又新颖的小水桶，我走过去问水

桶的主人。

学生自豪地告诉我：“老师，是我自

己做的。”

“哪来那么多筷子？怎么做的？”好

奇的学生纷纷问他。

水桶的主人告诉我们：“我家对面有

个快餐店，门口经常散落着被人们随手

丢弃的一次性筷子，既浪费还煞风景。

于是我和妈妈就商量着，把筷子捡起来

清洗干净，做成这个木筷水桶。”

变废为宝，即保护环境，还其乐无

穷。我想：何不让全班学生一起来行动？

我和学生们在校内经过一系列调

查，发现大家都十分乐于参加到“筷乐”

主题活动中。

学生根据不同探究内容组成多个实

践小组，讨论并设计一系列活动，如“绿

之名”小组探究筷子对中国饮食文化的

影响，“筷乐”小组探究使用一次性筷子

对人身体的危害，“七彩筷子”小组采访

人们对一次性筷子的认识，其他还有探

寻筷子历史变迁、收集筷子材质种类、了

解筷子的文化底蕴等。基于调查和探究

的结果，我们决定从自身做起，杜绝使用

一次性筷子。

我们以绿色行动为活动主题，走入社

区、街道回收每一双被人们丢弃的“一次

性筷子”。但看着这一箱又一箱的脏筷

子，怎么办？我们打算赋予它们新生。于

是，回收、清洗、晒干、挑选……再次生成

多个合作小组，商讨下一步创意制作内

容，有的小组制作“筷子桌椅”，有的用筷

子模仿奥运会建筑物“鸟巢”，有的与废旧

纸板结合制作一系列“筷乐相框”……

学生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时刻记录下

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汇成小报，整理成

册，与人分享。这是一趟属于每个学生

的“筷乐”旅程。学生们从中学会珍惜，

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许多课本上学

不到知识和道理，学会全面地看待问题。

合作并不可能都一帆风顺。“筷乐拼

盘”小组内部产生不同意见而导致计划

无法继续，“筷乐鸟巢”也因为作品难度

较大而常常遇到技术难题，此时教师的

正确引导必不可少，而学生的榜样作用

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一个简单的“变废为宝”行动，到

自成系统的班本微课程，一件件精美作

品蕴藏着学生绿色之梦，分享不再只是

优等生的特权，而变成每个学生最大的

乐趣。

在成果汇报课上，每个小组呈现多

样的展示形式：详细的调查报告、激昂

的倡议书、精致的筷子工艺品、图文并

茂的手绘小报，以及精心绘制的绘画、

书法作品等，学生们还为“筷子兄弟”编

写绿色之歌，打起快板，唱出旋律，踏起

舞步……

“有你有我，‘筷乐’无价”是学生徐涵

为活动设计的口号，每个学生都是这个活

动的主人，立志要将“筷乐”进行到底。

好事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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