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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学生干部是官吗？
官味浓，该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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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耕

鉴于《琅琊榜》口碑一直不错，我最近

才补看。这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的风

险。但看了十几集之后，发现其本质上仍

属所谓的宫斗爽剧，只是细节上有很多新

鲜之处。比如剧中有一个名叫“飞流”的

人物，每次出场都很能吸引人的注意。

飞流是一个未成年人，但不知为什

么，主创者喜欢让所有人对他作出“是个

孩子”和“心智不全”的评价。

如果这是一种负面的批评，就等于说

“孩子都是白痴”，作为一个多年修习教育

理念的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也无法接受

这样的说法。

但也许这是作者的一种反讽呢。“心

智完全”的大人们进行着尔虞我诈的阴

谋，而飞流就像浊水中的一股清流，保持

着一颗赤子之心。如果是这样，飞流就是

特殊的，就因为不成熟，就因为未脱孩子

气，让他跟周围这个成人世界区别开来。

所以，作者的意思是：孩子是最好的。

这点我同意，孩子的情商不知比成年

人要高多少。成年人受到打击，一夜之间

白头的典故不是没有，一瞬之间精神崩溃

的也不少，但你听过孩子发疯的吗？并没

有。在文学作品中从没有过“小疯子”的

形象。孩子虽然“心智不全”，但很多水平

要优于成年人，比如记忆力、语言学习力、

想象力等，只是这些能力如果得不到呵护

和拓展，在年龄增长中逐渐退化，就变成

正常成年人的状态了。

这个“孩子”可以代表普天之下的孩

子，用来说明——大人比不过孩子。论武

功，飞流无人能敌，就连大内武功第一的

蒙挚将军，最多也只能跟飞流战成平手。

这一点无疑能俘获观众的心。

上网一查，虽是次要角色的飞流，粉

丝还是挺多的。这是主创者使出各种手

段为飞流圈粉的结果，尤其是采用相互矛

盾的特征搭配，比如较为传统的“年纪

小+武功高”，以及已成滥调的“颜值高+

有才华”。至此，飞流这一形象只是“自古

英雄出少年”，重复了《说岳全传》中岳云

这类形象。

这些都不足为奇，其实飞流真正吸引

人的地方，是他和主人公梅长苏的关系。

作为梅长苏的贴身侍卫，飞流像影子一样

不离左右；而网友们认为，梅长苏担当着

类似于父亲或兄长的角色，对飞流进行着

管教。

我说的是“管教”，不是教育。可能不

少观众会下意识地产生结论：飞流是梅长

苏的一件教育作品。

至于这件作品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

们却几乎没有机会见识一下。飞流的顶

尖武功好像从来不需要人指导，他每天也

只是乱逛、瞎玩，没有“拳不离手”的勤奋

特质；飞流似乎也不是文盲，但我们从没

见过梅长苏教飞流识文断字，或者给他琴

棋书画方面的文艺熏陶。

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梅长苏对飞

流有更多的言语交流，比如情理之中的谆

谆教导、循循善诱，或者几句足以成为经

典台词的深沉哲理，这本来是可以增添

“江左梅郎、麒麟才子”的角色内涵的。这

些一概全无，除了一两声指令：“飞流，住

手！”“橘子只许吃一个。”“去玩吧。”梅长

苏对飞流只有呵斥和限制，至于教育理念

和教育方法，展现出来的是一团空白。

当然，飞流大部分时间都在“玩”，这

很符合“孩子”的人物设定，也符合大教育

家们“玩即学习”的理念。爱玩的天性赋

予了飞流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人格。但

飞流到底在玩什么？难道玩是他练功的

一种方式吗？则没有具体交代。

每当梅长苏发生危险时，一直在玩的

飞流从天而降，总能及时现身护主，恪尽

一名侍卫的职守。如此专业水准和责任

意识，不仅超越了孩子，也超越了成年人。

矛盾特征又增加了两对——“无拘

束+责任心”“放养+成才”，集中在一个人

身上，能使观众眼前一亮——没见过这么

牛的小孩子。但说到底这只是武侠作品

的惯用手法罢了。讲不清楚的东西，或略

过，或侧写，或掩饰，以衬托出梅长苏的深

不可测。

而我倒是认为，梅长苏与飞流之间的

关系，不是教育的关系，而是收养的关系。

教育与收养的区别在哪里？在于目的。

行为的两端分别是实施者和接受者，

如果实施者以接受者的利益为目的，这样

的行为就是教育，两人就是师生关系。其

中也包括亲子关系，因为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以被教

育者为行为主体，一切以被教育者的成长

为出发点。

反之，如果实施者从自身利益出发，

只付出极少的代价，却得到大量回报，实

质上是对另一方的剥削和榨取。

梅长苏对飞流的养育成本极低，连橘

子都只许他吃一个，法外开恩最多吃两

个。橘子又不是什么害人之物，不知如此

管教用意何在；誉王送飞流一套金丝软甲，

梅长苏以贵重为由代为拒绝，并不尊重飞

流的主观意愿；至于担任护卫的佣金，估

计也是分文不需；飞流是个孤儿，没有家

人，也不需要梅长苏负担家庭抚养费……

但飞流却始终忠心耿耿，不离左右，尽心

尽力保护梅长苏。

外形养眼、能力超强、死心塌地、没有

心机，还是免费的，谁不想要这么一个小

跟班呢？这大概也是作为宫斗剧让观众

最“爽”的一面。

话说回来，这样的人设真是全新的

吗？还是似曾相识呢？我们能看到一幅

画面：飞流躺在梅长苏膝头，梅长苏对他

慈爱相望。但这种温馨场景同样也可以

发生在主人和宠物之间，而且飞流不是一

般的宠物，是不是更像良种猎犬呢？我之

所以不拿农村大黄狗来类比，是因为它比

后者能力要超出很多。

看过的话，喜欢的话，要恨我了。但

我确是好意，希望年轻人不要受电视剧的

毒害，一个人如果“爽”惯了，离成熟也就

遥遥无期了。

网上有人在猜测作者的年龄，认为文

笔老辣的人，应该在30岁以上。我没有

兴趣加入这种猜测，但我认为至少在心理

上，作者本人还是一个孩子。

因为，她对“养育”的理解停留在缺乏

生活阅历的臆想层面。有时，作者把自己

投射在主人公梅长苏身上，给他添设一位

亦弟亦子亦犬的护卫；有时，作者又把自

己想象成飞流，孩子惜孩子，自惜自怜，用

自己塑造的人物对抗和嘲弄讨厌的成人

世界。

《琅琊榜》的其他部分也见不到教育

行为，比如皇后与太子之间。因为皇后无

子，太子是庶出，所以母子之间也是收养

关系。静妃和靖王母子是正面人物，亲子

关系也是母慈子孝，但两人见面机会极

少，而且故事开始时靖王已成年，所以静

妃的教育过程观众无缘得见，作者也可以

省心了。

因此，宫斗只是一种文学题材，宫斗

情节的繁复并不能和身心成熟画等号，所

以通过看宫斗剧，哪怕像《琅琊榜》这样广

受好评的剧，并无助于人的成长，吸取不

了什么营养，甚至反而会产生误导。

为人父母者，为人父母之前，要做的

准备主要是心理上的。

养育一个孩子，是要全身心付出的。

虽然孩子不需要也不应该一天24小时受

到关注，但养育者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时

候，无论是让孩子得到启发、感召、快乐、

挫折甚至磨难，都将孩子放在中心的地

位，而不奢求任何回报。

如果养育者本人心理上仍是个孩子，

他就仍处于索取阶段，养育他人会是一

种承担不了的重负。许多成年人未必就

懂得付出，巨婴俯拾可见；父母和子女也

未必就有教育关系，只要父母心理上不

成熟，子女可以是宠物、陌生人、谋利工

具或别的什么，除了是自己需要负责的

对象。

由于父母上岗不需要执照，一些人随

随便便就成了父母，无

论目的何在：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体验过程、完

成任务、爱情结晶，或者

只是想有个孩子当宠物

养……都应该好好地想

一想，你准备为孩子付

出吗？还有，你非得要

得到什么吗？

教育是“心智不全”者无法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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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精准扶困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黄卫东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为巩固课堂教学和提高教学效
果，每堂课后，教师总会布置作业，但我们发现，无论作业量怎
么减少，总是有学生拖拖拉拉不能按时完成。教师的口头批
评、小组长的催交，犹如耳旁风，这个现状如何改变呢？

一、精准定位扶困对象
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贪玩忘记

做了，有的是不会做，有的是速度慢、作业多没做完，有的是做
完了却忘记带来……而鬼画符一般、错误率奇高的作业，虽然
交上来了，却如同另一种形式的不交作业。

世界上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学生修正错误的能力是不一
样的，有的只需要教师口头批评就行，有的要提醒几次，还有的
需要教师花费一定时间帮助才能改正。在处理作业问题前，教
师可以先对这些不交作业的学生精准定位，按“态度问题”和

“能力问题”进行分类。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二、精准挑选扶困方法
对于因“态度问题”不交作业的学生，在帮扶时可采用“盯”

的策略，每次作业若未及时上交给小组长，第一次有小组长开
具的“温馨提示”，提醒其需要补交的作业项目和时限。

第一次补交如在时限内完成，可不受任何惩罚。但以后交
作业需跳过小组长，直接交给课代表。

若第二次仍未按时上交，课代表开具教师签名的“罚单”，
按约定接受一定的惩罚。

第三次未交，交作业事务跳过课代表，直接和任课教师发生联系。
层层加码催交作业，强化作业要准时上交的印象，约定惩

罚措施，既给学生补救的机会，又敦促学生养成习惯。
对于因“能力问题”而导致作业不能按时完成的学生，可采

用“小导师”制进行帮扶。小导师由班里学科成绩比较好的学
生轮流担任，利用课余时间对同学进行辅导。“师徒”结对时可
采取“导师”和“学员”双向选择的方式。

三、精准确定扶困内容
因“能力问题”导致作业不能按时上交的学生，并不是什么

都差。教师要善于观察，精准地找到学生的问题所在，有的放
矢地进行补弱。

小徐、小罗、小郑三人都属于有“能力问题”的学困生。经过观
察，我发现三人中，小郑做作业速度很快，每次都能准时上交，但基
本都是错的。小徐和小罗做作业速度都比较慢，小徐是由于识字
不过关，很多字不会写，总要去翻字典。
小罗是阅读能力差，一道题从读题到作
答要花很多时间。针对三人不同的特
点，在扶困时，从书写入手，重点帮扶小
徐的词语记忆；对于小郑，则重点帮扶作
业后的检查环节；小罗的每次作业，先让
其口头作答，以训练注意力的集中。

伊 人
关键是我们如何使

用好安全教育平台。我

想，学校不仅要引导家

长、学生经常上平台浏

览，学习安全知识和方

法，消除安全隐患，学校

教师也要经常上平台学

习，这样能够更好地在

安全方面教育、指导学生。

学 校 可 以 结 合 实

际，学习平台上好的安

全做法，组织学生开展

一些活动，如流行病预

防、防震防火演练等。

可以说，安全教育平台

为学校安全教育提供了

翔实的资源，这是平台

带给我们的福利。

方海容_a54rZ
安全是学校开展一

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安

全教育平台是学校开展

安全教育的一种途径，

如果为了点击率、完成

作业任务而登录平台，

也就失去了创设平台的

初衷。

翘 楚
安全教育平台会实时推出一些有关

安全问题的新闻事件、案例等供我们阅

读，以增长我们的安全知识，起到有效防

范作用。这些学习可以在手机上完成，

方便快捷，受益匪浅。

龙泉许东宝
“安全”两字值千金，重万斤。哪怕

平时再忙，登录一下平台，看看视频，做

做作业；哪怕是很简单的选择题，对安全

知识的掌握总有帮助。

汪＋合_xW4WN
我参与学校安全工作，又是一名家

长，对安全教育平台有切身体会。

诸暨市教育局对这项工作高度重

视，对安全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学校排名

并纳入考核。虽然我也听到班主任和家

长有一些抱怨，但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

初衷是为学生筑起更牢固的安全网，利

大于弊。

安全教育平台信息量大，教育形式

往往是有趣的卡通，我儿子上幼儿园大

班，安全作业都是亲子完成。有一次我

们到水库边玩耍，我儿子紧紧地拉住我

的手，说不能太靠近，容易溺水。过红绿

灯时，他一定要等绿灯亮了才通过。

因此，确实有家长不乐意做、学生没

时间做的情况，但不管是家长完成、学生

独立完成，还是亲子完成，学生们都会多

一层安全保护网。

赵占云
我认为安全教育平台并没有成为

“鸡肋”，更不能成为“鸡肋”。

学生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

福。提高学生的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及能

力是家长和学校共同关心的事情。随着

安全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安

全教育平台也应运而生。可是天长日

久，安全作业变成任务，家长质疑声四

起，认为这个作业是为学校做的，却忘了

初衷是为了孩子。

比如每年暑假，都会看到学生溺水

等新闻，让我们不寒而栗，谁之过呢？

因此，安全教育平台不是一个作业平台，

也不是一个任务平台，而是一个提醒平

台，它时刻在给学生、教师、家长敲响安

全教育的警钟。

李恒良
安全教育平台必须有。在我们学

校，有几个班级做得非常好，他们利用电

脑课时间让全班学生独立完成，班主任

还会利用班队课时间加以落实，学生就

有了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学习机会。

不
是
任
务
平
台
而
是
警
示
平
台

—
—

安
全
教
育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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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
了
吗
？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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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中学 钱玉婷

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

期后期，心理上有许多矛盾和困

惑，加上高考压力，情绪上有时会

出现较大波动，更有甚者，产生抑

郁等严重心理疾患。作为班主任，

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帮助他们渡过

一个个心理难关。然而，学生在遇

到各种难题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毫

无保留地在教师面前倾诉，以至于

教师无法与他们交心。于是，班级

周记成为我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

良药。

每接手一个新班级，我都会给

学生布置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每

周写一篇班级周记，内容、体裁、字

数、语言不限（英语也行），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

绝大部分学生对这一做法感

到新鲜，特别是高一新生希望能多

让教师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好的

印象。

他们会在班级周记里写一些

积极向上的想法，写一写对于新学

校、新同学、新老师的看法；比较内

向拘谨的学生会选择暂时观望，试

探性地写一些小感受；也有学生应

付了事，随便写两句类似“本周无

大事”之类的话交上来……我都会

认真批阅，有时我的回复比他们写

的篇幅还要长。

持续几周之后，学生就从我的

回复中体会到：老师对待这件事是

很认真的。接下来，就有更多学生

愿意敞开心扉，像朋友一样对我掏

心窝子。有的寻求学习上的帮助，

有的告诉我最近和父母相处的情

况，还有的和我分享一些班里的趣

事，顺带评价一下某某老师的新

发型、新衣服，每每逗得我开怀

大笑……

虽然我不是专业心理辅导教

师，也不一定能很快地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但是我每一句“走心”的回

复让学生体会到老师就像一个大

姐姐，真心地在和他们进行“零距

离”交流。从学生每次取回周记本

时那种急切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

们是多么期待看到老师的回复啊。

从事班主任工作近8年，批阅

班级周记已成为我每周一的常规

工作。虽然每次都要花费将近一

下午时间来写回复，但是我很享受

这个和学生交心的过程，能够让我

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更高效，效果

还是多方面的。

班里有一名来自农村的女生，

因为刚进重点高中，学习压力大，

和同学相处也不顺利，经常在周记

里写一些消极感受。经过我的安

慰、疏导、鼓励，通过几次笔尖交

流，她经常会跑到办公室来找我

聊，我发现她其实需要的是一位倾

听者。我认真耐心地听她讲完，她

的烦恼也就差不多消散了。

班级周记不仅能够促进师生交

流，还能够改进学生之间的关系。

班上有名男生不小心碰伤了同桌，

很想得到同桌的原谅，但由于性格

比较内敛，没有勇气和同桌直接交

流，导致和同桌有了隔阂。他将这

件事写在周记里，表达了对这份有

谊的珍视，让我很感动。我鼓励他

主动道歉，争取早日重归于好。

某天课堂上，猛然间，我发现

那名曾受伤的学生轻轻将手放在

同桌的手上，眼神热情而诚恳，似

在引起我的注意，我冲他们会心微

笑，内心很久都没有平静下来。多

年后，他们还是无话不说的好兄

弟，前不久我还在其中一位的婚礼

上看到他俩亲切打趣的身影。

春天里，班里有名女生在周记

里抱怨，高一学习太紧张，她是多

么期待周末能出去散散心，可妈妈

总是不允许，只带7岁的弟弟出门

玩。我把这篇周记通过微信拍照

传给她妈妈，让她试着站在孩子的

角度去理解女儿的想法。这位妈

妈很感谢我把孩子真实的想法及

时告诉她，周末他们全家去了古

镇，赏了油菜花，品了农家菜。周

一，我看到学生劲头十足地投入到

学习中去，不再有郁郁寡欢的表

情，心里也甭提有多开心了。

从学生的周记中，我发现了每

张可爱的面庞下都藏着一个独特的

灵魂。只要学生卸下防备，接受我、

信任我，愿意和我沟通，那么，无论

是师生关系、生生关系，还是家校关

系，班主任工作就成功了一半。

班级周记的多方面功效

11月1日至2日，义乌
市教育研修院及部分学校
骨干教师一行16人，赴丽
水莲都区开展山海协作教
育交流活动。图为义乌市
教坛新秀、义乌市小学体育
学科带头人盛子平，通过小
组合作等学习方式，执教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一课。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