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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定怎能无视？字号偏小影响学生视力 闲思碎语（楼主）
秋季开学不久，班主任在家校微信

群里通知家长，让学生登录安全教育平

台学习。刚发布不长时间，家长们纷纷

晒出学习进度，可是学生还没放学回家

呀，明显又是家长在代劳。

家长代替孩子接受教育的事例屡见

不鲜。学生无论在校还是在家，都在忙

于写作业；家长也怕孩子玩电脑，不让孩

子碰电子产品，于是自己替孩子上平台

刷进度。

学校也只是为完成任务，给上面一个

交代。安全教育平台早就形同虚设了。

说实在，这样的安全教育，没有任何

意义。在平时，校园安全这根弦已是绷

得紧紧，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何必再多

此一举呢？安全教育平台真是鸡肋。

吴笔建
安全教育平台成了家长作业，真是

劳民伤财。这或许与平台创设的初衷背

道而驰，始料未及。

许东宝
人比分数重要，少考几分没多大关

系，如果学生人都没了，考 100 分有用

吗？学生忙于作业，连安全教育平台都

没时间登录，根本不能增加安全知识，

谁之过？安全教育平台，让学生登录上

去看一下，哪怕只了解一丁点，也是进

步啊！

俞和军
安全教育平台好像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要做，家

长、学生、教师真是怨声载道啊！好像还关乎先进学

校评比，每个月大家都不得不去完成。实际有多少效

果呢？这好像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一个全国性课题，搞

了好多年还没有结题。安全教育重在亲身体验，这也

是学生目前缺少的，毕竟他们连上网也没有时间。

syyx763
家长能抽空陪孩子一起认真地看看视频、做做题

还是很有益处的。但代替应付、为完成而完成的现象

时有发生。

杨铁金
上级各部门设置的网络平台越来越多了，而且纳

入学校工作考核，要求教师、学生或家长注册、登录、

留痕。这些工作的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扰民多，

便民少。安全教育平台固然重要，但主要教育阵地在

于课堂，在于交往，在于师长言传身教。至于网络，许

多家长、教师唯恐避之不及，成瘾的学生还少吗？

兰 花
学生真能自己登录去看、去做题固然不错，关键

是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作要求，幼儿真的会操作吗？特

别是农村学生，很多都是家长代替完成的。有的家长

不会，最后班主任找班里能干的学生代替。这感觉不

是在做安全教育，而是从小教学生学会应付，有点得

不偿失的味道。这么多题做下来，还不如一次像样的

安全教育课效果好。

吴笔建
即使一个好想法，如果无法落实到位，也是徒劳

无益。如有可能的话，安全教育应该多注重实际，而

不是纸上谈兵。

宣 斋
初衷是好的，对学生也应该很有帮助。但现实情

况不如人意，意义也就失去了。

俞和军
以前女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替她做过安全教育

平台上的作业，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为回答这个话

题，我再次登录这个平台去看了一下，发现内容更加丰

富了：有关于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社会安全、健康卫

生、网络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知识讲解、技能演示

等，还有安全知识、安全图片、安全漫画、安全视频、安

全百科、逃生游戏、共享资源等方面的内容，形式多样，

生动有趣。

不是安全教育平台成鸡肋，而是我们没有好好利用

平台上的资源，只把它当成被人催促完成的任务，这样

就没有任何灵气和收获可言的。为什么学校不抽点时

间安排学生集体学习呢？可以是班队课时间，可以是班

主任谈话课时间，也可以在科学课上结合相关知识来

学，然后每周在信息技术课上登录平台去完成作业。

更重要的事，学完理论后要马上去实践体验，学

校甚至可以将它整合成一种课程资源，开发成拓展性

课程。

□新昌县礼泉小学 李平平

这一思考引发自近日的一堂小组

研讨课。

施教的教师有15年教龄，她施教

的内容是二年级上册的《秋天的图

画》。课上得热闹极了，尤其是那时刻

回响在耳边的琅琅书声，更是给整堂

课增色不少。

师：有一位小朋友画了一幅秋天

的图画，画得可美啦。小朋友们想不

想欣赏一下？

生：想。

师：那好，咱们就来读一读描写秋

天图画的句子，看谁读得最美。

（生1读。）

师：你们觉得他读得怎么样？

生2：我觉得他的声音不够响亮。

师：那好，你来读一读。

（生2大概是班里公认的最佳朗读

选手，他摇头晃脑，声音响亮。当他读

到“秋天来啦，秋天来啦，山野就是美

丽的图画”时，特意将两个“秋天来啦”

拖得很长，念得很响。）

师：你们觉得他读得怎么样？

生：好。

师：那好，我们就像他这样美美地

读一读。

（全班学生都摇头晃脑、声音响亮

地齐读起来，尤其是那夸张的两个拖

长音显得整齐划一，如出一辙。）

课后，教师们坐在一起说课、评

课，发表各自的看法。我说：“课堂上，

学生们确实读了很多，但我总觉得他

们没有真正入情、入境。”

我的这一想法引起了教师们的共

鸣，那位上课的教师说：“是呀，我也很

想让学生投入进去，读出味来，可总是

无从下手，不知该怎样引导。”

另一位教师深有同感：“每次备

课，我总是热情满怀，可走进课堂，看

到学生们朗读时面无表情，声音干涩，

心一下子就凉到谷底。”

听着教师们的讨论，我深切地感

受到朗读教学期盼着矫正与回归。

语文课是有声的艺术，朗读是把

无声的文字化为有声语言的重要方

法，学习语文自然少不了朗读。“故书

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新课

程标准也指出：“朗读能发展学生的思

维，激发学生的情趣。学生朗读能力

逐步提高，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会逐

步加深。”

著名的特级教师于永正也曾说：

任何一种语言能力的得来，都离不开

读。读，它本身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

种方法——学习语文的根本方法。

“读”占鳌头，朗读顺理成章地成

为语文教师的共同追求。然而，我们

不得不反思，造成目前朗读问题的现

象和归因。

1.无的放矢：读前无目标

在语文课堂上，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这样的情景：甲生读了乙生读，男生

读了女生读，开小火车读，表演读，看

似热热闹闹，书声琅琅。其实很多时

候，学生只是为了读而读，成了课堂上

走过场的形式。学生朗读花的时间再

长，读的遍数再多，也是收效甚微。

2.默然无语：读中无指导

教师的要求经常只是笼统的“要

读出感情”，对学生的朗读指导普遍表

现出空泛和缺乏实效性的特点。

3.雁过无痕：读后无评价

许多教师对于学生朗读的评价也

比较笼统：“好，你读得真有感情。”“读

得真好，大家鼓鼓掌。”其结果是，学生

对于怎样读才算“有感情”或“好”只有

一些朦胧的感受。

学习是学生的自主行为，教学就

是要唤醒和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

意识。“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创

设情境能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

觉，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

一篇篇语言生动、感情充沛、具有

丰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课文，都是作

者生活的反映，是作者想象能力的一

种展示，教师要引导学生驰骋想象，通

过文字看到画面，置身于作品之中，走

进文本，走近作者，获得人生感悟和美

的享受。在教学《桂花雨》时，我是这

样做的。

师：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此时

此刻，我们正站在桂花树下，置身于这

片桂花雨中，那又细又密，又香又甜的

桂花飘飘洒洒，轻轻地飘落在我们的

头发上、肩膀上，调皮地钻进我们的衣

领里，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深深地吸

一口气，那香甜的桂花香气味儿仿佛

渗进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飘进了我

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师：你淋着这场香甜缤纷的桂花

雨了吗？

（学生们睁大眼睛，点着头说“淋

着了”。）

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生1：我觉得这桂花雨太美了。

生2：我真想和作者一起使劲地摇

桂花，让这桂花雨下得更大些。

生3：我仿佛都能闻到那桂花的香

味了，真香啊。

……

师：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喊——

（教师和学生一起朗读有关句子）

师：假如是你，你也会这样喊吗？

（教师请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有关

句子）

在教学时，我没有过多地分析文

字，而是借助想象，为学生创设情境，

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感受语言文字的

美。虽然学生没有机会身临其境，但

可以让学生借助想象这双翅膀，去遥

想当时的画面，去体验当时的心情，去

感受作者的情感。

□杭州市人民小学 蓝海燕

一句话日记的格式，不是真就只是写一句话，而是
指在每天完成的作业下面空白处，写上自己一天的心
得、感受等，是和教师的一种书面对话。

教师不强求日记达到多少字数，主要是通过日记
听到学生的心声，加强师生之间的心灵沟通，及时发现
问题，方便解决，将一些事故在没有扩大化之前，防患
于未然。

学生们有什么内容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真觉得当天没什么可写，问候一句“老师好！”“老师辛苦
了！”也可以。因为，一句话日记是师生之间愉悦交心的
过程，不能让学生把它当成是一种作业负担。

委屈和误会可以解释，疑惑和苦恼也可以表达。比
如，班里的事情，某某和某某约好孤立某某等不良的动

向；更好的是留言今天某教师讲课非常精彩，写下自己听课后的收
获；当然，哪些东西还没有听明白，学习上有哪些疑问，都可以写下
来交流。

教师对一句话日记的回复可以机动，字数也不限制，一个表
情、一声问候也是可以的。评价多以鼓励为主，引导学生正面、积
极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激励，从而实现自
我成长。

一句话日记虽然看起来挺简单，学
生们也乐于写，但其实对教师的精力和
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在平时
要不断给自己补充一些心理学知识，不
断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技巧。有时候，教
师一句恰如其分的话，能够体现对学生
的关爱，让师生成为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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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戴山学校拓展性课程内容丰富，本学期除继续开设书画、民乐、文学等
外，又新设陶艺、航模等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图为在
近日的陶艺课上，学生们在教师指导下，用泥条盘筑法给“房子”砌墙。

（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杭州市拱墅区青少年宫
张 敏

儿子米乐是零起点入学的一年级

小学生，学习态度端正，兴趣浓厚。乐

爸在朋友圈晒了一下他的口算作业，

很多人纷纷说教师太敬业了，还一道

道手工批改，于是推荐用相关的手机

App智能批改。

超级智能、好评如潮、被无数家长

教师追捧的这款网红App，乐爸用手

机试了一下，发现根本完成不了一年

级学生的口算作业批改任务。真的被

教师的尽心感动。

手工批改全对的口算作业，智能

App竟然批错了11题——原来是孩

子写的答案和算式没有对齐。

乐爸仔细研究了这本教材配套的

练习用书，自2001年出版以来，使用

量已达数千万册。可整整一本密密麻

麻的口算题，无论是字体的大小还是

行间距的设置似乎都不太合理，要让

一年级学生将答案和算式对整齐是一

件比较困难的事，人为设置的障碍既

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更会对学生的

视力造成不良影响。

这个问题，难道18年来，数千万的

家长、教师、专家中就没有人质疑吗？

学生教材的字体大小是否有国家

标准呢？乐爸查阅了相关资料。

2018年8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制定了《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

2019年年底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强制性标

准，严格规范儿童青少年的教材、教

辅、考试试卷、作业本、报刊及其他印

刷品、出版物等的字体、纸张，以及学

习用具等，使之有利于保护学生视力。

这一方面说明教材教辅的字体大

小对学生的视力确实是有影响的，另

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国家尚无这方面的

强制性标准。

但在2014年9月3日，国家推荐

性标准《中小学生教科书卫生要求》

（GB/T17227-2014）中有相关条款明

确规定了教科书的纸张、文字排版、印

刷质量、单本重量及可迁移性元素限量

等卫生要求，为学生的健康保驾护航。

此标准适用于普通中小学校使用

的汉字教科书，中小学生其他汉字读

物亦可参照执行。

因为是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

性。但从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角度来

说，这项标准的内容是有价值的。

在国家推荐性标准《中小学生教

科书卫生要求》中，对各年级教科书文

字排版有明确的要求。

而在练习用书中的数字高度为

3mm，不 到 标 准 中 的“ 不 宜 低 于

3.5mm”，行间距仅有3mm，远远低于

标准中的“不宜低于5mm”。

当然，其他不达标的教辅材料比

比皆是。

不要小看这些细微的差别，字体字

号人为地增加了学习难度，容易使学生

的注意力分散，出现畏难情绪，并且增

加视觉负担，对视力造成不良影响。

据报道，2017年，杭州市建新小

学五年级数学教师沈国强在一次测试

时，对试卷做了一点改动，即把数学考

卷放大了给学生做。结果，一些平时

动作不够麻利的学生，成绩一下子提

高了不少。

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我们期盼

国家的强制标准尽快出台并严格执

行。希望出版社在标准尚未出台之

前，能参照国家推荐性标准《中小学生

教科书卫生要求》作出改进；并且为学

生的健康成长着想，自查各种教科书、

教辅材料，在细节上不断深究。

希望教师和家长理解儿童，不要

将教辅材料中的问题转嫁给学生，不

要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期望。

从教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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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