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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杨国旗）近日，长兴县虹

星桥镇中心小学组织全校各班开展以“清廉文

化进校园”为主题的班会。学生们讲述了历史

上“以廉为宝，杨震拒金”等清廉故事，并用喜

闻乐见的方式诠释了“廉洁”二字的内涵。

据了解，近年来虹星桥小学把清廉文化作

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清廉文化渗透到课

堂、文化活动和校园环境的布置中，让清廉意

识深入全体学生的内心。学校组织学生收集

历史上的清廉故事，通过出小报、征文、举办相

关元素的书法比赛等活动让清廉意识根植于

学生心中；邀请当地道德模范讲述自己的经

历，和学生们分享他们为人处世的心得，在故

事中渗透了“清白为人、廉洁处世”的做人道

理；利用黑板报、宣传栏和电子屏开展廉洁文

化教育；在楼道等公共空间布置了廉洁教育为

主题的内容，并在校园内的醒目位置张贴了廉

洁文化标语和宣传画，让廉洁文化入眼入心。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学生在平板电脑上完成随堂检

测，点击提交后相关数据就汇集到教

师的设备终端，自动生成答题结果、

解题思路和错题分析。这样的场景

如今在中小学课堂上并不鲜见。不

只平板电脑，电子白板、VR眼镜等各

类电子产品在教学中的应用也愈发

普及，教育生态正悄然改变。

8月底，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发

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并

给出“单次使用不超过15分钟、每天

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使用电子产品

教学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等量

化指标。一时间，家长对于过量使用

电子产品导致孩子近视的担忧愈演

愈烈，“禁止电子产品进课堂”的议论

甚嚣尘上。

可是，学生视力下降真的是由过

量使用电子产品引起的吗？

电子产品不是“洪水猛兽”
“只有在不可替代的情况下，教

师才会在课堂上使用电子产品，有时

候整堂课加起来也不过使用了五六

分钟时间。”一线教师纷纷为电子产

品叫屈，并称在教学设计环节就会做

好量的把控，不会让电子产品在课堂

上喧宾夺主。

至于课后自学和作业环节，需要

全程在电子产品上完成的情况并不

多，只有当遇到学习困难需要看教学

视频解惑、需要拍照上传作业完成情

况时才会在短时间用到电子产品。

“普遍使用和频繁使用是两个概念，

尤其是小学阶段，电子产品的使用频

率并不高。”宁波市镇安小学信息技

术教师黄吉雁说。

“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电子产品

对学生的视力影响不大。”江山市教

育技术中心副书记邓利华说，他的

这份笃定，源自该市选择的几款电子

书包都自带管控功能。有的内置距

离传感器和光线传感器，可以根据使

用环境自动调整屏幕亮度；有的自带

滤蓝光特性的CPU芯片，能从光源

上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的会定

时弹出护眼休息提醒；有的设定阅读

距离必须大于25厘米，否则会提示

“远离平板”……“电子书包不能联

网、没有游戏，仅能接收老师的定向

推送信息，学生不会长时间连续使

用。”邓利华说。

宁波市日前召开了首届中小学

生安全用眼高峰论坛，共话“互联

网时代，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视

力健康”“教育信息化与近视防控

的冲突如何避免”等问题。在论坛

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科研处处长

张纯就指出，影响视力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单纯限制教学电子化是敲

冰求火。

“其实真正影响学生视力的‘元

凶’，一方面是繁重的课业压力挤占

了运动、休息的时间，使得用眼疲劳

得不到缓解；另一方面是大量具备联

网功能的电子产品的娱乐化滥用，使

不少学生网络成瘾。”在杭州市古荡

第一小学校长石卫东看来，电子产品

过量使用的情况往往发生在非教学

环节，合理使用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

监管。

引导孩子走出过度依赖
有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过度依

赖网络的发病率是10%，远高于世界

6%的平均水平。其中，网络游戏、网

络直播、网络社交、网络购物是最重

要的诱因。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的大量普及，令

一些自控能力薄弱的学生极易形成

网络依赖。

古荡一小校园里分布着不少电子

阅读终端，过去也曾出现过学生到了

放学时间还守着不走的情况，后来教

师们想了个办法：引导学生通过自身

努力挣“学分”，表现越好、学分越多、

使用时长越长；每个学分对应一个二

维码，上线使用先扫二维码，使用后随

即作废。“不仅使用时间过长问题得到

了妥善解决，而且登录全部实名制，打

消了部分学生想要浏览与学习无关网

页的念头，还在校园里形成了争优向

善的氛围，一举多得。”石卫东说。

像这样，教师成为学生在校期

间使用电子产品、上网冲浪的“网

管”，他们不仅三令五申沉迷网络世

界的危害，还会想方设法引导学生

科学、合理、适度地使用电子产品。

而放学后，则需要家长接过“网管”

重任。

“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不要一

边玩手机游戏，一边给孩子报听写

题。”邓利华希望家长既不要拿电子

产品作为管教孩子的工具以求得孩

子不吵不闹，也不要成为沉迷智能手

机的坏榜样，“放下手机，尽可能多地

陪孩子学习、玩耍，让孩子在爱与陪

伴中成长才是确保孩子身心健康的

不二法宝”。

学会巧用电子产品
使用便捷、功能强大、吸引力强

的特点不该成为电子产品的原罪，

从长远来看，限制乃至取缔教学电

子化并不现实，会使学生跟时代发

展脱节。

在石卫东看来，电子产品使用

“堵不如疏”。“不是所有学科、每一堂

课都需要用到电子产品，也不是所有

年龄段的学生都适合借助电子产品

来学习，这是一个需要分层分类推进

的过程。”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

比较短，适时通过电子产品播放微视

频、展示学生习作等能够吸引他们的

学习注意，而对于初中、高中的学生

来说，在电子产品上做题更能形成学

习大数据，知道自己的薄弱点、易错

点在哪里。

“电子产品的使用应该带领学生

去解锁一些新知识、新技能、新领域，

而不是对固有知识的机械性重复，走

入另一个变‘人灌’为‘机灌’的极

端。”黄吉雁认为，通过做题形成大数

据从而开展精准教学很重要，但要切

记过犹不及。他更喜欢给学生布置

一些户外作业，例如去大自然中寻找

奇花异草并拍照，通过看图识花等应

用软件识别植物的习性、特征等知

识，回家后共享到网络学习空间。“教

师可以通过布置项目任务和课后作

业，引导学生多途径使用电子产品，

帮助他们打开更广阔的学科视界。”

黄吉雁说。

电子产品使用，“堵不如疏”

视点第

□朱建人

日前我省发布的《2018年中小

学教师职称评聘改革试点方案》中

明确评聘标准要“体现教学的中心

地位和日常考核结果的应用，把一

线教学水平、学生管理能力和教育

教学业绩摆在重要位置，淡化学历

和资历，原则上不再将发表论文作

为评聘职称的前置条件……”上述

这些规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教

科研的弱化，但从深层次看，其实

是对当下教育科研日趋浮躁化、功

利化现象的反省与纠正。

对论文、课题等教育科研方面

的要求是职称评审改革绕不过去

的话题，也是中小学教师最纠结的

问题之一。毫无疑问，在“重师德、

重业绩、重能力”的政策导向下，对

教师的科研硬指标“松绑”是一个

趋势。然而，如何来解读这样的

“松绑”？是对教育科研工作彻底

的“淡化”，抑或另一种加强？实质

上这取决于对中小学教育科研是

否有正确的理解，以及教育科研工

作本身是否定位正确。

上个世纪末，随着越来越多地

区普及义务教育目标的基本实现，

我国教育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

的战略重心的转移，呼唤着中小学

教育科研的强化。一时间，学校教

育科研蔚然成风，教师的专业素养

由此获得迅速发展。然而，随着诸

多教师、校长评价指标越来越紧密

地与教育科研的显性成果挂钩以后，教育科研

的功利化倾向便日趋凸显。写论文就是为评

职称，做课题就是为当名师。甚至不少教师把

课题的立项也看作是一种荣誉，而不是一项需

要去研究探索的任务。由此，教育科研在不少

人眼里，也便成为一些人用于装饰门面的“花

瓶”，拼的是课题立项数和论文获奖发表数，导

致不少人把大量精力花在了泡沫化的科研之

中，而教育科研对教师专业成长以及对教育教

学改善的影响力却在逐渐衰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地区为科研考评指

标“松绑”的政策表述其实是以问题为导向

的。我以为，当下提出与科研功利化相对应的

“反制”政策，其本意是在提示广大教师不要把

教育科研当成是装门面的“花瓶”，而应该脚踏

实地地从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去为提升教育质

量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并且在这个过程

中，通过学习与实践不断寻找教育教学的规

律，使自己真正获得专业成长，不断提升自己

的专业素养，进而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我们能否这么认为，卡脖子的东西少了，

自由探索的空间就大了。当教师的科研成果

“发表”与“获奖”要求不再是评职评优的“硬杠

杠”了，真正的科研或许就开始了。写论文是

自己工作反思的需要，教师的教学日志、教育

故事等或许都能成为很好的研究见证。我们

反对“花瓶”式的科研，其目的是倡导教师沉下

心来搞真正有实际效用的教育科研。一生写

出了 40 部专著、600 多篇论文、约 1200 篇儿童

小故事的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

什中学这所农村中学担任校长、教师和教育者

长达32年，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获得乌克兰社会

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号。创立了生活

教育理论的陶行知先生生前估计也没拿到过

什么荣誉证书，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我国伟大的

人民教育家。

莫把教育科研当“花瓶”，但充分重视教育

科研，积极探索教育规律，促进教育的现代化

转型，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是每一

位教师应有的担当。

莫
把
教
育
科
研
当
﹃
花
瓶
﹄

本报讯（通讯员 蔡宇冠
江凌旖）近日，杭州市上城区青

少 年“ 淘 活动”校外研学平台

正式上线，这是该市第一个全

公益性质的 青 少 年 校 外 研 学

平台。

“淘活动”的内容可分为免

费公益活动和趣味研学之旅两

大类。趣味研学之旅和许多第

二课堂场馆、有志于为青少年提

供校外活动服务的公益机构合

作，推出各类有趣的研学项目。

比如“钱庄小掌柜”“小小陶艺

师”“水文化研学”“植物园探

秘”等。

家长可以通过各类移动设

备微信端，使用孩子身份证号码

（学籍号）作为唯一账号在“淘活

动”平台进行登录，选择心仪的

活动收入“购物车”。

该平台通过线上报名，线下

活动的形式，让学生参与趣味研

学。其可以实现上城区中小学

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活动一键搜

索、多元选择等功能。目前该平

台仅面向上城区学生，今后也将

面向其他城区的学生开放。

□本报通讯员 周琳子

距离乐清市区50公里的乐清市大荆

镇第六小学，是一所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村

小学。那里有330多名学生，半数以上是

留守儿童。走进这所校园，每个人都会被

学生演奏的竖笛声吸引。他们的指导教

师是省教坛新秀音乐教师陈晓雯。

因为没有专职音乐教师，一开始，这

里的学生们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全，更

不要提演奏乐器了。不过，3年前陈晓雯

的到来，让这一切悄悄发生了变化。

2015年8月，陈晓雯调入大荆第六小

学，成为该校唯一一位专职音乐教师。一

切从零开始。陈晓雯向校长申请，将学校

的传统铃声全部换成自己剪辑的音乐铃

声，午休、放学后也安排专门的时间播放，

让学生在校至少有 1 小时浸润在音乐

中。氛围带出兴趣。短短一年时间，在她

的带领和指导下，校鼓号队、舞蹈团、合唱

团、竖笛乐团相继成立，悠扬的乐声回荡

在校园各处。全校学生从无乐器演奏经

历到至少会一样乐器。

学生们的音乐兴趣被激发后，师资力

量却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陈晓雯又开始

尝试让高年级的学生们成为“小帮手”，让

他们以大带小开展乐器教学。现在，这些

高年级的学生竟然还会自编练习曲，指导

低年级同学演奏。如今，每天午饭后，校

园里到处是学生们练习乐器的身影。“笛

声悠扬·每日一刻”已经成为学校的特色

活动，山乡学生得以每天亲近有趣、美妙

的音乐世界。

“农村的学生不仅有对知识的渴望，

更需要关爱，这就要求乡村教师对他们倾

注更多的爱心。”在陈晓雯看来，“爱”是让

学生们感受温暖的最好方式。三年级有

个男生叫小睿（化名），从他上一年级开

始，陈晓雯就每周日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生

活。“父母外出打工后，小睿的情绪明显

低落了，眼神里没了光芒。”陈晓雯为他

辅导功课，给他洗衣做饭，让他和自己的

儿子一起学习成长。渐渐地，小睿越来越

开朗，在她的影响下，也学会了演奏多样

乐器。

就是这样，扎根乡村20年，陈晓雯努

力用爱的“旋律”打开山乡学生的心扉。

“从我的爷爷开始，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是

乡村教师。为农村学生奉献，是我的梦

想。”陈晓雯说。这些年里，陈晓雯有许

多次调入城中优质学校的机会，但她都

放弃了。

现在，每天天刚亮，陈晓雯就要从家

里出发，并往返10公里上下班。遇到排

练晚了，她还会一一送学生回家。因为山

区学校，学区覆盖面大，学生来自于10多

个行政村，机耕路纵横交错，常常一送就

是1个多小时，回到自己家时已经夜深了。

陈晓雯多年的努力和坚持，换来不断

被刷新的获奖纪录：指导农村合唱团在乐

清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共获五届

一等奖；指导学生参加乐清市中小学生艺

术节声乐比赛连续获两年冠军，获温州

市艺术节声乐比赛2014年一等奖……她

也成为从山区学校里走出的省教坛新秀、

温州市学科骨干教师、乐清名师。她发明

的“一种可自主高音的可拆卸长笛”还获

得国家专利。

陈晓雯：用爱的“旋律”打开山乡学生心扉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为引导新疆班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近日海宁市第一中学专门邀请杭州
西泠印社的篆刻艺术家走进校园，为他们带去
了一堂有关篆刻文化的特色课。

（本报通讯员 凌振生 摄）

近日，浦江县实验小学
学生在阳光大课间体育活动
中做起了韵律感十足的拉伸
操。据了解，该校巧妙地将
拉伸训练与体操韵律融合在
一起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拉伸
操。这套操既能保持柔韧健
康的身体，又能促使发育中
的学生骨架健康成长。
（本报通讯员 郑立东 摄）

杭城首家全公益性质校外研学平台上线
开化新校组建
学生国旗社

本报讯（通讯员 张美芬）每周一早晨，开

化县崇化中学的校园里，都会出现一支由该校

国旗社成员组成的国旗护卫队，将国旗徐徐

升起。

崇化中学是一所全新的中学，去年刚刚建

校。为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学校在建校之初

就成立了学生国旗社。国旗社成立一年多来，

除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外，他们也在校运动会开

幕式、新生军训、开学典礼及学校其他重大活

动中参与升旗。

同时，国旗社作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了作用。在

国防教育日，国旗社成员为全校同学普及国防

知识。今年9月，国旗社成员还开展了“国旗

下的红船精神”演讲活动。

活力拉伸操做起来活力拉伸操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