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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开学了，你会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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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耕

暑假到了，许多家长开始张罗着给孩

子报培训班，暑期培训热也随着夏季的天

气一起升温。

教育专家的主流论调一直是反对的，

理由是校外培训占用了学生的假期时间，

而休闲、阅读、运动和开阔视野，在人的一

生中，是比考试更重要的事情。但专业主

流论调并不能说服家长，随着上培训班成

为一种常态，主流论调反而成为一种非主

流的声音。

“谁知道教育专家的孩子上不上培训

班呢？”

“别人都在上，我们不上，不是比别人

差了吗？”

“难道现在还有学生不上培训班？真

是奇葩。”

……

这些应该就是家长们的想法，上培训

班似乎成了一个必选项，似乎必须是“学

校+培训班”，一个学生所受的教育才算

完整。

假如没上培训班，孩子成绩差了，就

可以怪到家长头上：谁让你不舍得花钱

啊？所以培训班必须上，成绩变好了，说

明上培训班有用——这钱花得值；假如上

了培训班成绩还是差，家长就可以撇清责

任“我钱都花了，是孩子自己不争气”——

这钱花得也值。估计许多家长心里都是

清楚的，尤其是那些明知道上不上培训

班，孩子成绩一样不会变好的家长。

最后上培训班成了一种唯一的也是

无奈的选项：无奈地给孩子报名，无奈地

付钱，无奈地接送，无奈地接受孩子平庸

甚至下降的考试成绩……然后继续无奈

地给孩子报名，心里觉得自己和孩子至少

都努力过了，花钱买个心安罢了。

培训班的存在造成学校的学情和教

学大纲极不吻合，假设班级里的大多数学

生已经通过培训班进行了超前学习，“培

训”过了新课，获得了比较好的“前概念”，

教师一定会欣然加快教学进度。

至于班里的少数后进群体，教师不是

不加以关照，关照的方式是，善意地提醒

他们的家长：有条件的话给孩子报一个培

训班。

于是学校和培训班相辅相成，互帮互

助，滚动发展。学校从原来的学习平台蜕

变成一个检测平台，周周测、单元测、月月

考……培训班则从原来的辅导平台升级

为真正的学习平台，它的服务是以顾客为

中心的，是真正贯彻实行“以学生为本”

的。假如学生的年段是初中一年级，而真

实的学力水平只有小学五年级，那就以小

学五年级作为起点付费学习，一点问题都

没有；假如学生的年段是初中二年级，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野心，选择高一年

级的教学内容来学习，大幅度提高自己在

学校检测平台上的竞争能力；假如学生觉

得，在学校问教师题目教师爱理不理的，

在培训班则大可不必有这样的顾虑——

让爸妈报一个“一对一”辅导就OK了。

学校平台日益“去学习化”，或者教学

“表演化”，实际上日益竞争化，充满了各

种情绪：狂喜、得意、害怕、嫉妒、失落、绝

望、自卑……各种制度是规定死的：在学

校要调整个座位都不容易，转学不容易，

换老师不可能，想跳级不给机会，想留级

又怕丢人，遭遇霸凌则因各种原因只能忍

气吞声……学生、教师、家长、课程、课时

被死死地羁绊在一起，谁都无法逃离。

培训班则不然，它只认钱。只要交付

相应的费用，就可以选班，选教师，选课程，

选上课时间。如果觉得这个培训班不合

适，可以马上用脚投票，因为培训班遍地都

是。而且请把这一期的费用退还给我，不

退的话，信不信我向工商部门投诉你？

而向教育部门投诉学校几乎没有什

么用，虽然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在网上有

堂而皇之的举报通道，要求投诉人留下真

实姓名和电话。但实际上，除了天真的学

生，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坑。比如学生投诉

学校在双休日补课，有时投诉会莫名其妙

地转回学校，使得学校可以点名批评，甚

至将学生劝退。

一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

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在社会上引发了热

议，但在培训班里几乎看不到：这里没有

分数歧视，没有班主任一言堂，没有霸凌，

没有体罚，没有性侵，没有做不完要数倍

罚做的作业，没有户籍和学籍的限制，没

有巨额赞助费……笔者甚至恍惚地以为，

假如一不留神取消了教育行政机制，一些

培训机构立马可以挂牌成为名校。

当然培训班不是天堂，它最大的问题

在于收费，因此不可能承担起经济薄弱地

区的公办教育使命。

于是笔者又恍惚地产生疑问，义务教

育阶段实行免费以后，有教育支付能力的

家庭是不是仍然在付费？只不过这笔费

用不是交给由教育部门管理的学校，而是

交给工商部门注册的培训机构了。不管

怎么说，这部分税收仍然是来自于教育。

学校和培训班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共

同体。它们是不可以没有对方的：如果没

有了培训班，学校会发现学生的学业水平

整体下滑，教学过程会比以往累许多；而

如果没有了学校，培训班也失去了意义，

毕竟它的课程是寄生于学校课程之上的，

缺乏独立性，它的师资宣传不论真假，也

会打出某体制内名师的旗号。

记得在笔者求学的时代，还没有培训

班。学生如果想要课外辅导，父母会联系

一下亲戚中某一位当老师的，或者哪家孩

子上大学假期有空的。所谓辅导也只是

稍微点拨一下而已，因此根本不可能被视

为一种职业。那么学校和培训班之间这

种藤蔓缠大树般的相生相依的关系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没有人考证过。

记得大约十年前，笔者参加孩子的小

学新生家长会，听见教师劝告家长们：一

定要让孩子上培训班。当时笔者感到无

比诧异，诧异来自差异——这与笔者经验

以及主流理念差异甚大。但至少说明，在

那个时期，学校和培训班之间的互利关系

已经形成。

互利双方的个体关系是不明确的，也

就是说，学校并不指定学生去哪一个具体

的培训班，只希望学生能够提高成绩，哪

怕是通过校外培训的方式；培训班也不固

定招收某一所学校的学生，只要顾客是付

得起钱的学生家长就行。两者之间的关

系是松散的，同盟的利益是间接的。

由于两者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学

校是为了升学率，培训班则为了赚钱，因

此两者的交集虽然非常大，但仍然有不相

交而溢出的部分。比如有个别学校就非

常反感培训班，明令禁止学生去上培训

班；也有一些培训机构并不针对应试教

育，主要是以培养兴趣特长（钢琴、书画、

围棋、跆拳道等）为主的体艺类培训班，以

及满足家长的特殊需求（读经、国学、网瘾

矫治、高端外教等）。

至于那些没有教育支付能力的家庭

呢？如偏远农村家庭、外来务工家庭，从

这些家庭走出来的学子，因为支付不起培

训费用，无奈地按照国家大纲规定的进度

上课，于是他们升入优质学校的机会也越

来越渺茫。这是另一种无奈，但这是一种

真正的无奈，令国人担心的阶层固化，恐

怕就始于教育分化。

虽然在今天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化

时代，阶层流通的管道保持着多元化的畅

通。比如我们听说过很多快递界的传奇：

勤快一点的快递小哥实际上有的月入过

万，高雅一点的快递小哥能摘取中国诗词

大会的桂冠，脚力好一点的快递小哥在马

拉松赛事上拿奖金……他们证明了：支配

自己的命运，让人生变得无比精彩，不是

非得走精英化的教育之路。

培训产业嵌入教育肌体有多深？ Summer
作为家长，心疼孩子，怕

孩子热得受不了，可以理解；

作为教师，大部分时间也是在

教室里度过的，有空调自然也

是好的。但是作为身兼教师

和家长双重身份的我，还是觉

得孩子不应该被过度保护。

我是一名班主任，有时候

大课间集会，看到有些学生稍

微站一会就受不了甚至晕倒，

体质真的太差。我想，身体健

康是第一位的。夏季装空调，

是凉快点，但也没热到无法忍

受的地步，电风扇+冰块也能度

过。家长们切勿玻璃心，让孩

子长成温室里的花朵。其实孩

子远比你想象的要棒得多。

吴笔建
装空调，有必要吗？平时

要求学生吃苦耐劳，偶尔一次

户外活动，就成了对学生的磨

炼了。其实学生可以忍受，主

要根源还是家长不忍心。

杨铁金
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

高，空调不再是奢侈品，而是

生活必需品。南方地区冬冷

夏热，学生在教室上课确实遭

些罪。我主张空调应该成为

教室标配，但要让家长掏钱，

于情于理于法皆不妥。政府

应该出台相应标准，并给予经

费支持。

悠 闲
我偶尔在装空调的教室上课，有些

学生要开空调，有些学生不想开，众口难

调，有空调反而多了矛盾。我觉得从我

们温州的气候来讲，没必要把空调变成

教室标配。

龙泉许东宝
盛世，国力强盛，基础项目建设资金

几乎都是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学校要装

几台空调，只要把报告打好、打实，那绝对

不是问题。比如前几年每班教室安装现

代化教学设备，不是也很贵吗？照样配齐

啊。问题是装了之后是利还是弊，如果是

弊大于利，那装了也没意思。

那央青青
教育要实现均衡、优质、现代化，空调

应该算是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吧，我赞成

装。最怕的是同一个地区，有的学校既装

空调，还装地暖，有的学校却只有吊扇，硬

件相差太大，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

俞和军
我们这边一般是幼儿园装空调，但也

不是开一整天，只是在大冷天午睡时开，

怕幼儿脱衣穿衣容易着凉感冒，或在夏天

实在热的时候开一会儿，绝大多时间是不

开的。毕竟幼儿的身体调节能力不强，长

期开空调不利于健康。

小学、初中基本不装，但高中基本都

装，估计和高中在暑假、寒假会补课有

关。我觉得装空调没有必要，毕竟最热的

天气就放暑假了。对于公立学校来说，高

额电费开支实在吃不消；对于学生来说，

如果这样一点困难都克服不了，以后如何

去面对其他困难？

原动力
中小学校教室安装空调是大势所

趋。如今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像商

场、医院、车站、高铁等公共场所都有空

调，学生家里基本上也有空调。作为学校

理应顺应时代发展，为孩子安装空调，否

则遇到炎热天气，校长教师办公室凉风习

习，而学生在教室里汗流浃背，让家长情

何以堪？至于安装了空调如何使用，这是

一个管理问题，需要学校出台相应的空调

使用制度。本校教室安装空调已经第16

个年头了，铁的事实证明其利远大于弊。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吉生小学
娄利红

课改中，不少教师无视语文教学

的本质特征，挂着新理念的幌子，在教

学中不停地“作秀”。比如“情境秀”要

么有情境但无助于教学，或有助教学

但太过繁杂；“合作秀”场面非常热闹，

小组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交流

之后却颇令人失望——学生照本宣

科，答案千篇一律；“多媒体秀”花大量

时间制作课件，却忽视了教学目标，学

生头脑中只有零碎的图片，不能深入

把握文章主旨；“表演秀”无视学生年

龄层次，无视文本，盲目使用，结果是

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现象反映了部分教师的错误

取向。在他们看来，语文课上得越热闹

越能说明学生是学习主体，越花哨越能

体现思维创新，殊不知，这些虚伪的美

丽流失了语文教学本应有的人文精神。

在教学活动中，尤其是在公开课上，常常是

一些优秀的学生唱主角，他们表现积极，出尽风

头。而大部分学生只能默默无闻地当陪衬。究

其原因，好学生总能回答到点子上，能配合教师

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任务太紧，紧到没有

时间给每一个学生机会。

记得我有一次给学生上《熟能生巧》，按照教

案设计有序进行着。离下课还有10分钟，我问学

生；“同学们，你们认为课文中谁值得我们学习？”

这时，大部分学生迫不及待地想要回答了。

答案谁都知道——卖油翁。我随意叫了一位学

生，他的答案竟出乎我意料：“我喜欢课文中的射

箭者陈尧咨。”

我有点生气了，但为了不破坏课堂气氛，一

改紧绷着的脸，微笑着问：“那请你说说为什么喜

欢他呢？”

那位学生说道：“因为百步穿杨的本领对国

家而言更实用，所以我也想像他那样练习本领，

长大后保卫国家。”

听了他的解释，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精彩。

我可以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但也要立足于文本

的价值取向。课文的哲理是要说明：不管做什么

事情，只要勤学苦练掌握规律，就能找到窍门，得

心应手。

那么我要给学生硬灌吗？不行，绝不能以成

人的价值分析来代替学生自己的阅读实践。

我觉得首先应该尊重学生，然后要珍视细

节。特级教师华应龙说：“一个细节，见理念、见

价值、见功力、见境界、见文化、见魅力……”我看

过一些公开课，有精彩的，也有失败的，精彩的往

往是它的细节处理，而失败的关键还是细节。我

们的课堂也许无法做到完美，但一个真诚地为学

生着想、真心实意地在细节上下功夫的教师，其

教学品质一定会非常优秀。

□缙云县紫薇小学 朱伟森

到了期末，班主任要给学生写评
语，用一段话来概括学生一个学期的
表现。

可不可以角色互换，让学生说说
教师的优缺点？

从2015年开始，每到期末，我就
请学生评一评他们眼中的朱老师。

在评价前我都会跟学生们说：“同
学们，感谢大家跟我一起愉快地学习
生活了一个学期。你们眼中的朱老师
是怎样的呢？为让朱老师下学期更好
地教你们，你觉得朱老师哪个优点值
得保持？哪个缺点又是必须要改的？
请你仔细想一想，然后在草稿纸（草稿
纸成了学生给我写评语的专用纸）上
写一写。”

每次看学生的评价，我都会认真
分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年学生们
给我评语吧：

优点1：上课幽默，这样能让我们
认真听讲。

缺点1：有时上课讲太轻，听不见。
优点2：复习的时候不会像其他老

师一样天天做试卷。
（记得那个学期，新课上完离期末

考试还有四周。我跟学生们商量只用
四张综合试卷度过一个月的复习时
间，结果学习效率还挺高的。）

缺点2：眼睛瞪着别人的时候，眼

神很可怕。
优点3：上课易让人听懂、理解。
缺点3：眼神能杀人。
优点4：对学生的分数保密，万一

考不好，不会伤了学生的自尊心。
（每一次测试后发试卷，我都是一

个一个报名，把试卷分数折在里面递
给学生。我常常跟学生讲，不要太在
意分数，而要在意错题带来的启示。）

缺点4：当学生做不好的时候，微
笑而代之，有时会让人感到内疚。

优点5：对待每个人都公平。
缺点5：打字太快，我们抄不快。
（我外号“打手”，因为我打字速度

比较快。有段时间犯咽喉炎，医生建
议噤声休养两周。我想到一个抄招，
通过打字授课，上了近两个星期的无
声数学课。）

优点6：上课讲得好。
缺点6：作业太少。
（我觉得这是表扬，呵呵。）
优点7：上课都会很认真地给我们讲。
缺点7：有点啰嗦。
（这应该是教师的职业病吧。如

果一道题要面对同一批学生讲第二遍
时，我就会跟学生们说：“同学们，请允
许我啰嗦一遍。”学生们会很配合地嘀
咕：“没关系。”其实，我也希望一遍过
啦。）

（第一次淘气，我可能轻声提醒。
一而再，再而三的话，我就用我大眼睛

瞪着他。看到这些评价后，我就换了
一种方式，改成盯着淘气的学生笑。）

结果有一年学生给我写评语时：
优点8：十分幽默。
缺点8：笑里藏刀。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
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是
我很喜欢一段话。教师这份职业，既是
技术活，也是良心活。说它是技术活，
因为要想教得好，对专业性的要求十分
高；说它是良心活，那是因为教得好不
好，眼前还不能看出来。说它是技术
活，那是因为同样招式用于不同学生，
效果可能就很不一样；说它是良心活，
那是因为教师在学生面前明显有话语
权，很多时候是“我的课堂我做主”。

我常常跟学生说：“我是一个有很
多缺点的教师，请你不要用我的缺点
来亏待自己，因为我的不足而不喜欢
数学这门课。”

让学生评价教师，是教师换一种
方式认识自己。谢谢可爱的学生们！

好
看
的
课
未
必
就
是
好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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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义乌市保联小学举行首届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周。学校先后举
行角色秀、团体心理游戏、专家讲座、
心理剧展演和团体心理辅导课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图为团体心理游戏
中，一年级小朋友戴上眼罩，在同学
帮助下穿越重重障碍。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天
气
热
，家
长
要
求
教
室
装
空
调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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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