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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论

□胡欣红

小学一、二年级不开数学课的

试验，早已有之。2013年，山东聊城

的一所学校，就有过类似取消小学

一、二年级数学课的实验；更早以

前，小学一年级取消数学课在上海

也有先例。相比之下，湖北赤壁正

扬小学做得更系统、更出彩。

然而，根据个别学校的探索就

得出“三年级开始上数学的模式更

优异”这一结论，或许还为时过早。

首先，这所小学用作自我证明

的成绩数据就存在进一步斟酌的空

间。仅仅根据校方目前公布的一次

期末统考成绩，不足以判定新教学

模式的优劣。更何况，除了从数学

学科检验外，我们还要从孩子的心

智，比如学习心理、数学心理等方面

去检测，仅仅依靠一个平均分，远远

不够。首批实验班检出的结果如

此，之后的检测数据又会不会发生

变化呢？还有，参加实验班虽然是

学生自愿报名的，但是否因部分学

生之前经历过“超前学习”而有信心

接受这样的挑战，也值得深入探究。

事实上，这样的怀疑并非空穴

来风。对于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有

家长就坦言自己担心孩子掉队，曾

专门送孩子到校外补习数学。如果

真是这样，实验结果的说服力就会

大打折扣。进行课改，大胆创新要

支持，但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探索，

实验数据才能立得住、站得牢，真正

有说服力。

其次，尽管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处于形象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不适合学抽象的数学，但并不意味

着就要取消数学课。诚如专家所言：

孩子学数学的最佳时期，第一个是在

4岁，这个时期形成“数”概念；第二

个关键期是三年级，也就是 10 岁。

课程难度是可以从三年级逐步加深，

但是一、二年级完全可以搞些数学游

戏、数学活动等，循序渐进。也就是

说，一、二年级学数学绝不是早了，关

键是如何开设。如果能避免和克服

应试化倾向，更注重趣味性、灵活性，

又怎会成为学生的负担呢？

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

设置实验方案》显示，数学一直是小

学一年级的必修科目，这个做法并

不是谁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经过专

家论证和长期实践证明的。从小学

一年级起就开设数学课，已经成为

我国教育的传统。对于传统，我们

固然不必无条件地盲从，但也不宜

轻率否定。即便单个学校的试点真

的很成功，但是否具有推广价值，还

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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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不能“走样”

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工作内

容是每天在流水线上加工模具。近日，面对学校强制

安排的顶岗实习，河南一家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小

张很犯愁：不干，可能拿不到毕业证；继续实习，学不

到技术，还浪费时间。（12月4日《工人日报》）

顶岗实习本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它的“走样”，乃至于异化为提供廉价劳动力，

不仅容易导致学生实习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会侵害他

们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校企合作

走偏了路。于企业来说，善于打自己的小算盘，想在

实习生身上揩油；于学校来说，只要把学生送进企业

实习，就算了了大事。

根据2016年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的《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顶岗实习期间，学生报酬底线

不得低于同岗试用期工资的80%，并应被安排到符合

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岗位。

要落实好相关规定，职业院校必须围绕培育人才这个

核心，处理好各方的关系，切实保障学生权益；实习企

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把实习生当作廉价劳动

力。而实习生也应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企业非

法用工敢于说“不”。

@杨玉龙
来源：东方网

规范办学是教育的压舱石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通报了几起地方民办义务教

育发展问题，督促有关地区严肃整改，并要求各地切

实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

民办义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为义务教育注入新

鲜血液，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孩子的教育提供多样化选

择，与公办教育一道促进义务教育健康快速发展。但

是，近年一些民办中小学却偏离了这一宗旨，损害广

大人民群众利益、破坏教育生态。

一些民办中小学之所以走上畸形发展之路，既有

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义务教育的认知问题，也有投资

者无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只看重获利选项，还有教育

行政部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但无论如何，民办学校

不能成为法外之地。规范办学是教育的压舱石，无论

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守住这一

底线。

教育部这次的通报毫无疑问敲响了民办教育的

警钟。作为政府官员，支持民办学校必须把握应有的

尺度，不能以牺牲公办教育利益来吸引民办学校落

地；作为投资者，要想办学校，必先有教育公益情怀，

不要奢望中小学成为摇钱树；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应

当对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一视同仁，让民办学校一样

有规范办学的“紧箍咒”。

@刘和平
来源：湖南教育新闻网

“表情包评语”的背后是用心

“作业略显狂躁，与本人气质明显不符！”“老师年

纪大啦，要依靠放大镜啦！”“今天要做的事，表扬你，

表扬你，表扬你！”……12月5日下午，一组常州教师

“表情包评语”刷爆微信朋友圈。作业本上，极具创

意、充满鼓励和爱意的个性化评语，受到众多网友和

家长的点赞。（12月5日《现代快报》）

在笔者的记忆中，作业本上见得最多的就是大红

的“√”与“×”，作业完成的质量如何，一目了然。对

于学生而言，写作业更多的是出于完成教师交给的任

务。而那些红色的“√”与“×”，就是教师对学生的评

判，简单有余而关爱不足。

而今，“表情包评语”的出现无疑填补了温情的空

白。一幅幅充满创意的简笔画，再配上一句句暖心的

话语、幽默的告白，既对学生完成作业情况给予很好

的评价，又传递出了教师对学生的特别对待，有温度、

有质感。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条评语都是

量身定制的。那些个性的图画与话语，成为学生最大

的期待，让写作业变得快乐而有趣。

尽管“表情包评语”推广起来有一定难度，但这些

教师的用心和爱心却值得学习。

@刘富恩
来源：荆楚网

□胡成平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中小学的研

学旅行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

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

有的重视游学而轻视研究，虽然

也有任务驱动，让学生查找资料，但

这些都是停留在静态的知识积累上，

并未进行科学设计，没有体现落实人

文素养、科学精神、社会责任、综合素

质的能力培养；有的学校在研学活动

中，虽然制定了活动方案，也留有作

业，但是少了过程评价，对于学生在

研学中的个人得失、体验、感受等关

注度不够；还有的过于重规范而轻视

个性，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体

现，大多根据学校或教师的意见来安

排，缺少了对学生的吸引力。此外，

研学旅行市场还不规范，一些旅游企

业低价竞争，扰乱市场；许多商家把

它看成像“春秋游”一样简单，研学课

程内容不够深入，缺少公益性、安全

性和教育性……

研学旅行的意义自不必说，作为

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研学旅

行解决了相对封闭的学校教育活动

对学生成长的限制，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也是加强学生德育培养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研学旅

行，要“走心”，而不是“走形”。

首先，做好顶层设计，把研学旅

行提高到提升国民素质、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可以根据不

同的旅行设计不同的教育目标，比如

带学生去文化名胜景区，了解家乡文

明、家乡文化，应以爱家乡教育为主；

带学生去工厂社区调查，应以职业启

蒙、职业能力教育为主等。

其次，培养学生的理性、探究、实

践和创新精神，以及责任感、毅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研学旅行要强调

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和教

育性，成为一种创造性提升素质教育

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广泛参与，喜闻

乐见。

再次，研学旅行路线、活动的安

排，应尽可能地考虑学生的兴趣特

点，多听听学生的声音，充分尊重学

生的意愿和需求。同时，要体现时代

特色，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交流能

力、全球眼光和责任感。

最后，重视对研学旅行的评价，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研学旅行活动

中来。要组织各个层面的交流讨论，

通过不同方式的思想碰撞，让学生思

维更加活跃，从中挖掘出更深的教育

价值，有效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研学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去

校外参观体验实践，要以课程为目

标，以动手做、做中学的形式，共同体

验，分组活动，相互研讨，书写研学日

志。让学生去自主体验，让心灵在

“研学”与“旅行”中放飞。

近日，湖北一所小学三年级才开始教授数学的新闻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原来从2015年秋季起，该省

赤壁市正扬小学做了一次挑战性实验：对小学课程优化，一、二年级不开数学课，学生从三年级起上数学课，用

4年时间学完6年制小学数学内容。这样的尝试值得倡导吗？

□邓海建

教改这件事，从来是叶公好龙

的多，奉行实干的少。

湖北这所小学尝试一、二年级

不上数学课。对此，一些专家及

舆论表示“此举要慎重，改革要立

得住、站得牢嘛”。慎重当然没问

题，但如果动不得，那么任何一小

步的教改，恐怕都会“冒天下之大

不韪”。

国内小学数学的难度系数大

概是举世闻名的。不久前在华东

师范大学举行的第 16 届上海国际

课程论坛上，中英数学教学的差异

再成热门话题。“中国孩子的数学

成绩要甩英国人好几条马路”的说

法固然有些夸张，但学得太快太

深，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脚步慢一点、步调稳一点，不是什

么坏事。

数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

和严密逻辑性的学科，学习数学需

要数学能力，即抽象思维能力。低

年级的孩子尚以形象思维为主，这

时候学数学，搞不好可能抹杀孩子

对数学的兴趣，让他们产生厌恶心

理，适得其反。只有到了高年级，

孩子的抽象思维才能达到强化巩

固的阶段。因此，一、二年级先学

好语文等其他科目，把基础打好，

到了三年级再学数学是顺应规律，

不仅不晚，反而刚刚好。

那些生怕孩子输掉起跑线的，

别说三年级学，就算幼儿园里学恐

怕都嫌晚。事实上，我们的数学教

育固然“赢在了起跑线”，但在高等

数学研究领域却不过尔尔，比如菲

尔兹奖的零纪录，也是挺叫人尴尬

的。反观那些曾被我们调侃小学

数学教育差得很的国家，却似乎总

是赢在了终点。如果有诺贝尔数

学奖的话，估计我们的这种失落感

会年度性集体爆发。

或许因为上小学就学数学是

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因此三年级

再学的尝试才会广遭诟病。但就

数学教学而言，我们缺的不是固守

成规，而恰恰是有益的变革。“青山

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往

前走，基础教育才有真出路。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五章第二

条亦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学校和

教师采用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教学

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新的教

学模式在成熟之前不一定非要大

面积推广，但鼓励教育者勇于探

索、积极实践，甚至给予适度的试

错空间，总比因循守旧、故步自封

要强。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三

年级才上数学课其实也没什么不

可以的，开设什么课程、安排什么

进度，谁说不能因校制宜？对于这

些新的探索和尝试，不必过于担

忧，也不必如临大敌，多一些包容

和鼓励，说不定孩子们的学习就会

因这样的创新更轻松、更快乐。

三年级才上数学课无须惊讶

得出更优异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扫码”洗澡，多此一举
长沙理工大学公寓热水服务中心日前发布通知，

称热水系统将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系统要更换宿舍内
的热水表，需要下载一个APP，“扫码”才能洗澡，此举
引来学生吐槽。APP不是越多越好，高校不能为了
“移动互联”而生搬硬套。

（王 铎 绘）

研学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紧接第 1版）继续深化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段

学校招生改革。有效落实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意见。

实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研究出台《金华市区扶持民

办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

强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开展“智慧教育”。做好新时代

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重点支持金华学校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培

养培训人才。

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

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深入实施师范教育创新工

程，推进教师发展学校建设，规范师范生实习学校和实

习管理。创新教师管理制度，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县

管校聘”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推进职称评审制度改革，

实行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改进教师培训方式，

加快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好老师。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依法推动落实

教师收入水平达到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