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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友民

陪伴学生之路，我从

来不孤单，只要善于借力，

总能找到共同服务学生成

长的合伙人。

曾经的学生
首先，接带新班，让

“旧爱”欢迎“新欢”。每年

8月初，在为期半个月左右

的班主任家访活动前，就

有人捷足先登联系我的新

学生了。他们都是刚从我

班毕业的同门师兄师姐。

这些学哥学姐，通过电话、

邮件、QQ、微信及见面等

诸多形式欢迎学弟学妹来

到我的班级。初高中学习

方法的差异、学校寝室生

活的注意事项、开学前的

准备工作、班主任的带班风

格等，都是这些“指路英雄”

和新生交流的热门话题。

其次，始业教育，让班

级文化实现传承。“亲爱的

友民的孩子们，很高兴能

为你们做些什么……”开

学报到的那一天，每位新

生都会从学哥学姐手中接

过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加

盟书信。而在这之后长达

一周的军训始业教育期

间，学哥学姐们的工作也

有条不紊地开展。诸如班干部、课代表、寝室长

的竞选和培训，班规、班歌、班徽、班旗的征集，每

日军训照片拍摄与分享……学长学姐们都指导

得非常到位。还有精心策划的两次面向全班的

学长报告会，分别分享了高中学业规划、社团选

择、学生组织加盟、学习经验等方面的得失与体

会，以及探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班级和怎样建设

一个好班级”。

最后，学长与新生结对，让沟通跨越时空界

限。当9月1日正式开学之后，学哥学姐陆陆续

续离开了家去上大学，但他们继续通过电话、书

信、网络等渠道，为结对的高一新生提供心理咨

询、难题解答等，彼此之间还常传递问候和祝福。

任课教师和家长
任课教师，班级和谐最好的润滑剂。记得我

女儿曾经很纳闷，为什么表扬许歌姐姐数学进步

的，不是教她数学的柴老师，而是教语文的李老

师？与吴姐姐交流英语学习心得的不是英语老

师而是历史老师？这可是我很有效的一招。当

时我们班里有一个粉丝团叫“向日葵部落”，成员

都是语文老师李向阳的忠实粉丝。这部分同学

的问题，无论是需要鼓励的，还是需要鞭策的，只

要李老师一出手，效果不知道比我这个班主任好

多少。同样，当吴同学在“半月谈”里谈到她最欣

赏的老师是历史老师时，我立刻邀请英语也顶呱

呱的宋老师去激励“英语是个大难题”的吴同学

如何学习英语。让我庆幸的是，每带一个班级，

都有那么一批深受学生喜爱的“明星式”老师，协

助我陪伴好班里的学生。

家长，学生成长最真诚的同盟军。你听说过

“家长督学”吗？这可是我的原创。每周，我轮流

邀请家长来校做“督学”，寻找亮点多鼓励，发现

不足提建议。每月，我举行“和孩子一起过一天

校园生活”的活动，让家长们看到自己孩子原汁

原味的校园生活，增进亲子关系。每月，我主持

召开跨越时空的“家教故事会”，通过微信平台，

家长影响家长，家长帮助家长，在相互交流的过

程中共同成长。接下去，我准备借助家长的力

量，组织开展学生的“周末学习小组”活动、家长

“当一天班主任”活动、家长“讲述我的成长故事”

活动等，不断开发家长资源。而以往的校友寻

访、职业体验、社会实践、徒步毅行等校外活动，

背后都少不了家长们的付出。

初中班主任
初中班主任，砥砺前行的推进剂。向初中班

主任了解学生情况是我经常使用的一招。每次

新带高一，我都会要求学生把自己初中班主任的

姓名和联系方式填在信息表中。暑假里家访的

时候，除了通过和家长及学生本人的接触来了解

新生之外，我经常做的事情是打电话给新生在初

三时的班主任，了

解该同学初中三年

的各方面表现，以

便于开学工作的顺

利进行。

（下转第3版）

□余 色

“作为老师，你是否曾经给学生家

长打电话告知其孩子的回家作业落在

了家中，建议家长赶紧送至学校？

作为老师，你是否每个周末都会在班级

微信群中呼吁家长抽时间陪孩子看书、

帮忙检查作业，以及平和地同孩子沟通？

……”

这是我省一位教师的真实告白。

他自白，“很多时候，自己真的很‘烦人’”，

也因“不断地给自己找罪受”而“身心疲

惫”，只因“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

他认为：“老师找自己‘麻烦’是出

于对工作的尽职，越是‘烦人’的老师，

往往责任心越强，家长们把孩子交到这

样的老师手中也更放心。”

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几天前，一位教师在网络上爆红，

引来业内外的热议。从新华社、《人民

日报》微信公众号都转发的这篇题为

《家长没批改作业，老师在群里点名：将

来孩子和你一样可悲》的文章中可以看

出，点名家长的那位教师，与我省这位

自称“烦人”的教师，一样都是有责任心

的教师。对于学生的事情，他们无法做

到“睁一眼，闭一眼”，看到学生“出状

况”忍不住要管，要说，要找家长。

可“全国上下”都在说他们不对，这

“上哪说理去！”

问题出在哪了？

边界！

“孩子要家长监督就会把作业完

成……你这样将来孩子也和你一样可

悲”，这爆红网络的“金句”，是语文教

师的话。而就在这个班级群里，数学

教师的“金句”同样“精彩”：“这几位家

长，你们是二年级的口算都不会呢，还

是昨晚赚了几百万？”

扑面而来的都是自以为幽默、深刻

的训斥，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有人回答说：“上学时老师就这么

训学生的！”

因为习惯了，某些教师在动用语言

暴力时，全然忘记“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的师训，也全然忘记还有“尊重”这

个词，更全然忘记了现在是网络时代、

信息不再封闭，家长、社会都能“看到”

教育的各个环节。

“我都是为了孩子好！”

打着“为了孩子好”的旗号，教师训

斥家长，家长干涉学校人事安排，家校

沟通的微信群、QQ群异化为“马屁群”

“闹事群”……

只因家长、教师都没有边界意识。

教师的职责是什么？用接触过的

好几位德育特级教师的话语——首先

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要真正做到这点，何其难！需要教

师主动舍弃任何来自家长的精神上或

者物质上的好处，不拿班级里的任何事

物去和家长做交易。但也只有努力实

现这点，“马屁精”家长、“闹事精”家长

才能真正销声匿迹。

这是教师在工作中人品甚至法律

的边界。

学生作业或课本落在了家中，教师

该打电话给家长，家长该送到学校来

吗？这明明是学生的职责。而越界的

教师和家长看似为学生好，实则在阻碍

学生的自我纠错和成长。

家校合作，家校共育，如果演变成

互相推诿和指责，受害的只有孩子。教

学、批改作业，这是教师的工作职责。

教师让家长批改作业，且不说是推卸职

责，得不到保证的批改质量只会耽误了

孩子的学习。

这个不少教育部门曾专门下文“划

清”的，是教师在工作中的范围边界。

一言不合就开训、踢群，言语相合

就把“倡导周末与孩子一起读书、陪伴

孩子”和“必须批改孩子作业”混搭给家

长，从本质上说，这两者都是教师对“敬

业”二字的误读。骨子里，是教师权利

凌驾于学生学习自主权、家长共育权之

上的表现。

喜欢如此“跨界”的教师，只能“呕

心沥血”又“顾影自怜”，这又何苦呢！

□本报记者 黄莉萍

只要有一线阳光，层层叠叠的“琉

璃”城堡小屋会瞬间流光溢彩。城堡

间由攀岩墙、攀爬网串接，楼层间靠滑

梯“相连”；城堡中法庭、银行、超市、医

院、部落林立，让童话世界与现实生活

魔幻地融为一体……

距杭州市淳安县城25千米的富文

乡中心小学，10月15日，成了主角。

当日，淳安县教育局与来自北京

的民办教育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

院正式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协议“宣

布”，当地政府投入1000万元全面改

建好的富文乡中心小学将有自主设计

办学路径权、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权、自

主分配办学资源权等。

“我们探索富文乡中心小学综合

改革的目的，一是助力乡村孩子健康成

长，二是尽可能为校长办学赋能，三是

尝试为未来学校做一个‘乡村样本’。”

“始作俑者”、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常务学术委员蒋

莉说。

振兴乡村教育需要扶风而上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

淳安县教育局局长洪余良直言，

乡村教育曾是自己的心头之痛，“大多

数学校每年的生源流失严重，有的甚

至达70%”。而纵观全国，截至2017

年年底，农村小规模学校共有10.7万

所，其中8万个为教学点。占农村小学

总数44.4%的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

“小而弱、小而差”是其基本状态。

“乡村没有好学校，留不住孩子，

也留不住父母。这是淳安乡村振兴缺

乏动力的症结所在。”洪余良说。

2015年，时任杭州市教育局副局

长的蒋莉牵头，组织多个部门在淳安、

建德、桐庐3县开展了为期1年的农村

小规模学校发展情况调研活动。2016

年2月，淳安县富文中心小学被列为农

村小规模学校整体提升综合改革项目

首所试点学校。2017年11月，富文中

心小学整体改建项目正式启动。

122名学生，22位教师，校舍改建

后的富文中心小学进入综合改革深水

区。“‘小班小校’，才会有教师和学生

的密切互动，才有可能实行个性化的

教育。”对于此次委托管理的富文中心

小学，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

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这不

光是底部攻坚，更是教育的创新，“德

国、芬兰等欧洲国家的小学，学生定额

就是150人左右”。

发展规划、课程设置、治理体系，

工作时间、工作安排、教师培训，岗位

设定、教师聘用、考核机制……5年时

间里，在由淳安县教育局代表、21世纪

教育研究院代表、富文乡人民代表、学

校校长、学校教师代表等组成的理事

会的领导下，富文中心小学将有着完

全的自主权。“加上由淳安县纪委代

表、两级政府督导代表、学生家长等组

成的监事会，创新了政府的农村学校

资源配置机制。”蒋莉认为，这将公共

教育的全流程真正切割成了管、办、评

三大领域。

“小班小校”里的师生互动
这几天，姜蔚颖的嗓子基本处于

沙哑状态。“昨天特级教师蒋军晶来给

我们示范了一节群文阅读课，今天美

国教师通过网络给我们的孩子上了一

节双线英语课……”到10月17日，委

托管理协议签订后连续3天都处于高

强度的研讨、教研中，富文中心小学师

生们感觉幸福爆棚。

3年前，姜蔚颖主动请缨，从淳安

县下派到富文中心小学任校长。作为

这场教育改革最主要的执行者，姜蔚

颖带领教师们用行动直观地“解读”了

办学自主权：

从本学期开始，该校不再参与县

里联考，而选择制订更适合乡村学生

“生活教育”的考核指标；

教师岗位分为全科包班教师、学

科专业教师（音体美）、学生领航教师3

个类别，教师以岗定薪，按岗履职；

每个班由2名教师包班，协同式渐

进地尝试课程整合、项目制学习、主题

式学习，上课内容自定、课表自制；

不再设定固定的上课时间，课堂

长度由教师根据上课内容和学生的接

受程度而定；

一个小时自主阅读、一个小时自

由活动、一个小时自由运动，是学生们

每天的固定课目；

……

“全科包班教师与每位学生谈心

30分钟并提出个别化辅导意见，学生

领航教师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

进行个别化辅导服务，都是育人成效

考核内容的一部分。”姜蔚颖介绍，教

师的业绩考核不再以学生成绩为主

要指标。

这学期，工作已33年的教师朱剑

慧成了四年级的一名全科包班教师。

这些天，主要负责数学和科学教学的

她琢磨着如何做好关于溶解的实验。

“我会盘算如何更好地将溶解实验中

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融入实验教学

中，也会在美术老师教学生们画一画

烧杯时教他们边画边认识刻度。”朱剑

慧的班里有25名学生，每次上完课，她

总要找学生聊，聊他们喜欢的上课方

式和内容，再对自己的课堂和上课模

式进行适当地调整。“没有课表，没有

上课铃声，我们老师有了教学自主权，

这也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调研什么

样的课才是最适合孩子、最受孩子欢

迎的。”这学期，仅朱剑慧班上，转学回

流的学生就有4名。

“看着政府花大力气改建学校，家

长们能不心动吗？当然，要留住学生

进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回流，需要我们

更加努力。”姜蔚颖告诉记者，如今教

师们都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不认

真改，对不起政府这么多的投入！”

乡村小规模学校之路
“政府投资1000万元改建这所乡

村学校的校舍，放手让学校开展制度

的创新、机制的优化、课程的改革等，

这样的投入到底值不值？”10月15日

委托管理协议签约仪式后，一场关于

“乡村学校综合改革”的思辨就此展

开，多位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我们的改革，是在原有的22名

教师和每年625万元办学经费都不变

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改革方向是

使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导向、设计

理念和服务内容都能够适应未来社会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蒋莉的愿望是，

“创造一个可供其他农村学校复制的

新模式。”

那么，什么样的探索是乡村教育

所期待的？

“未来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应该是

小班小校、社区化、生活化的，是适合

农村孩子的教育。”杨东平说。

“教育树人，更多的是让知识与学

生的生命价值，与他的生活建立起联

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认

为，对于乡村学校，基于生态需要而进

行的学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最关键的是在文化、理念、资源

上，探索怎样为农村孩子提供他们原

本难以获得的东西。”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要把乡村教

育做好，最重要的是真正关注每一个

儿童的发展。

“首先要激活的是由当地居民、政

府、家长等共同参与的共治模式。”国

家行政学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

任张孝德认为，应多方研讨探索回归

生命的乡村教育，开发亲近乡土、亲近

自然的课程。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院长朱永祥则提醒，应多多关注对农

村孩子长远发展来说特别关键的各种

素养的培养。

“我们有麦秆街、木工房、烘焙屋，

我们有银行、超市、生命体验馆，我们

探索农场课程、自然课程、毅行游学课

程……”曾经苦恼于不知如何打开局

面，如何去改变教师的姜蔚颖坦言，省

内外专家、名师的引领、示范，与北京、

杭州城市学校的网络协同教研，让教

师们因为有那么多的并肩同行者而信

心倍增，“我们在探索中渐渐清晰了前

行的方向”。

关注
委托管理、全科包班、课表自制、主题教学、生活教育……

淳安这所乡村学校寻求“换道超车”

这样的“呕心沥血”，何苦呢！

声音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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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后五彩斑斓的校园宛如山间的童话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