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拱墅区青少年宫 张 敏

期末，一篇爆文《目睹了美国家长推

娃的盛况后，我内心现在慌得一批》（以

下简称《美国推娃》）在朋友圈刷屏。

说是华人在美国真实经历激烈升

学军备竞赛：学区房、考试、排名、超前学

习、各种培训班、拼爹拼妈……一样都不

少，完全颠覆我们对美国教育轻松、自

由、快乐的认知。

文章中所说美国家长推娃的盛况

是真的吗？乐爸向长期定居美国的一位

资深教育工作者求证——文中所述情

形属实。

说好的美国教育是快乐的素质教

育呢？难道童话里的真的都是骗人的？

其实，近年来，揭美国教育竞争激烈

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文章已经很多，为什

么这篇会有炸裂效应呢？

因为这篇文章真的太应景了。在

“这几天别理当妈的”“这两周别惹当教

师的”期末复习考试炸毛阶段，这无异于

推波助澜，将家长们面对娃的学习本就

焦虑不堪的疯狂精神状态推向新的制高

点。犹如在冒烟的油锅里倒一杯水，朋

友圈里家长一片哀号。还有不少年轻人

表示吓得不敢生娃。

只要一说到娃的教育问题，父母心

塞脑梗、焦躁抓狂……马上会引起强烈

共鸣。当下中国父母的焦虑程度在世

界排名中名列前茅，在信息时代，这种

焦虑会被无限放大，让更多父母陷入恐

惧深渊。

《美国推娃》一文中这种“出口转内

销”的焦虑，果然达到撩拨加共鸣加极速

传播的效果，让那些本已癫狂的老母亲

产生如吸毒般幻觉，一时快感换来一些

心安理得，聊以慰藉内心的千疮百孔。

每次这种文章一刷屏，必然会出现

新一轮论战，必定又开始对国内教育体

系、“减负”政策等各种围剿。很多家长

一面觉得孩子已被沉重的学业负担压

垮，一面又坚决反对“减负”，生怕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在变态的教育生态链中，

人人都有病，人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病，都

希望别人改变，这就是当前的教育绝症。

家长大体分两类。

一类是脑子成了别人的跑马场，不

学习不思考更不愿行动，对教育这件事

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人云亦云随波

逐流，在信息汹涌中无所适从，唯有焦

躁麻木。

还有一类，则是对教育认知的极度

偏执，看似读得很多，学得很多，其实只

是在为自己的教育行为寻找支撑力量。

他们会盲人摸象，会断章取义地理解，会

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部分，会找到更多同

盟，以让自己的变态行为更加理直气壮。

你只看到美国家长推娃也很疯狂，

暂且不说其中很多都是印度人、俄罗斯

人、韩国人和华人，但你在“地牢”里歇斯

底里推娃的吃相和美国家庭注重家庭氛

围、父母全力以赴地引导帮助推娃可能

是有本质区别的。

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最难的，是人生

一辈子的修炼课。人只相信自己相信

的，拓展更新自己固有的有限认知。中

国父母很伟大，为孩子怎么样都可以，省

吃俭用倾家荡产可以，为孩子割肝取肾

可以，为孩子去死也可以。唯独，为孩子

改变自己，死也不可以。

在这个鸡汤满天飞的时代，对于教

育的美好认知，道理人人都懂，但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

每次，乐爸在朋友圈发米乐快乐成

长的状态，总有朋友提醒：等到中高考

就不会这么淡定啦。这样的话，听得蛮

多。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说你没有孩

子才会这么想；好不容易有孩子后，他

们又说：“我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也是这

么想。”

现实总有太多无奈，作为父母，希望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希望孩子有美

好的未来，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周遭环境不如意，让你想逃离，你以

为带着孩子逃离国内教育体制，从此就

走向人生巅峰？其实只要父母认知不改

变，最终难逃自己的思维魔潭。你的孩

子在任何一个国家学习成长，都一样。

那该如何看待《美国推娃》一文

呢？到底如何应对这种“出口转内销”

的焦虑呢？

很简单，尊重常识就好。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没

有完美的教育，都没有适合每一个学生

的教育。无论是中国教育还是美国教

育，都不要神话，也不要妖魔化。

成功的人生不一定幸福，幸福的人

生一定成功。成功没有唯一标准，考上

哈佛耶鲁不一定成功，进了技校职高也

不是失败。学霸也好学渣也罢，只要不

培养出一个人渣就是人生赢家。不要

把“条条大路通罗马”走成“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自我设限成功通道，极易南辕

北辙。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奥数

虽好，但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大多数

人都是科学家，这个社会肯定无法运

转。很多孩子最终会“死”在一个叫“别

人家的孩子”的人手里。请尊重孩子的

独特性，允许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教育没有标准，没有一套适合每个

学生的范例。学生不是机器，不是标准

化零件，无法批量生产。即使是同一个

家庭的双胞胎，在具体教育情境中也要

用不同的教育方法。虎妈也好，狼爸也

罢，只要不变态，没有什么不可以。

人生可以过得极致，教育不可极

端。以静待花开之名当甩手掌柜是父母

的不负责任，以“都是为你好”的名义歇

斯底里是父母的自私变态。教育不是管

或不管，而是怎么管。面对孩子的成长

问题，考验的是父母的教育认知和教育

智慧。

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成功都需要

努力奋斗，从来就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功。学生当然要以学为主，学习更是伴

随一生的大事。学习是需要勤奋的，是

需要刻意练习的。哪怕没有排名，竞争

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学习不等同于刷题，学习不等同

于考试。所有不惜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

为代价换取分数的行为都是愚蠢的，所

有违背生命成长规律过度透支、抢跑的

做法都是得不偿失的。根据能量守恒定

律，得到越多必定也会失去越多，如果以

所谓功成名就而失去健康的身心、健全

的人格，是不人道的。

同样是推娃，孩子是因你歇斯底里

而惧怕屈服，还是因你真诚帮助而点燃

学习的内在驱动力，是有本质区别的。

即使目的一致，但抵达路径迥异。这取

决于，孩子在你眼中到底是一台给你贴

金的考试机器，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人生的结局都一样，如果直奔结果

而去，无需努力。对于结局相同的你我

他来说，人生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分

数、名校，固然重要，但首先要让孩子成

为一个正常人，一个有身体有脑子有良

知有能力的人。父母无条件的爱（此处

所指不是无原则宠溺）、无限地相信和

真诚地帮助，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力

量，切不可因自己的无知和偏执将孩子

置于人生险境。

以上皆为常识。

《美国推娃》一文中说：七岁以后的

人生都很艰难。我更想说，本来不那么

艰难，但被口口声声最爱他的亲爹亲妈

以“爱”之名，时时在挖坑，处处使绊子，

硬生生地把孩子推向人生艰难之路。

学习觉知修炼，用心做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别在孩子身上瞎使劲，放过孩

子，放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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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仁爱中学 游 闳

刚进初中，有些英语基础好一点的学
生对七年级的基础学习不够重视，觉得内
容都会，无东西可学，所以兴趣不大，上课
不注意听讲，不愿意做读、背、默的功课。
长此以往，这些学生良好英语学习习惯的
培养就会受到影响。

其实，这些学生只是掌握了英语学习
的表层，词汇、语法知识不扎实，后续学习
极容易出现纰漏，考试时易犯所谓之“粗
心”，英语成绩忽上忽下。

为此，我创立了英语学习的“分数银
行”，方法如下：

全班学生共同参与，每次默写以30
位学生全对为标准，全对超过30人时，全
对的学生就在“分数银行”有了储蓄。“储
蓄金”从超出人数换算得来，分摊给每位
全对的学生。接下来，在历次英语考试
中，如果有人对自己的成绩不是特别满
意，可以自主从“分数银行”中提取“储
蓄金”，加到成绩中。也就是说，考不好也
有“后悔药”了。

学生超过约定标准，我都会及时给予
鼓励，并记录下他们的“储蓄金”；而当学
生没有完成约定，自然就没有“储蓄金”
了，但也不进行额外罚抄。

试行一个月后，师生感觉都不错。原
先学生对听默写不在意，默写自查环节懒
散敷衍；有了“分数银行”后，学生们默写
时变得仔细了，写完之后自觉检查，还经
常去看一看自己的“储蓄金”余额。

这个方法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引导学生重视平时的英语基础知
识积累，这样考试起来成绩自然不会差。

□杭州滨和中学 赖联群

期末考试即将来临，教师一定

会组织学生全面复习，但复习策略

通常是针对全体学生，虽然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但每个学生都有自己

的特殊性，基础不同、偏好不同决定

了执行力度与复习效率不同。更重

要的是，学生在不同科目上，即使在

同一学科的不同模块上，也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学生制订详细

的个人复习计划尤为重要。

那么，应该如何制订个人复习

计划呢？

首先，要以学科特点与考试目

标为参照，结合自己的能力水平，做

到既考虑个性又要有可操作性。

其次，计划要有科学性。在剩

下时间不多的情况下，复习应以课

堂为主，紧跟教师思路，掌握教师

概括的内容要点、解题思路。所谓

计划，主要是针对课外时间，以复

习为中心，统筹安排一整天的学习

生活。

另外，对绝大部分学生而言，

集中复习不如分散复习效果好，特

别是连贯性不强的学科。内容近似

的科目尽可能不要放在一起连续复

习，以免因互相干扰而影响效果。

再次，计划应有一定的灵活性，

尤其是在时间安排上，最好不要过于

具体精确，只要定下大致时间段就

行，如复习时间、睡觉时间、早读时间

等，留出弹性空间，可以避免因为难

以实现而对执行计划失去信心。

当然，遇到极特殊情况，可以酌

情做些变动。绝对遵守是好事，但

不可太勉强，因为计划是为提高学

习效率而定，无需为计划而计划。

最后，制订计划时必须基于整

体生活规划。一些学生制订复习

计划时往往只考虑学习因素，无视

生活安排，这样极易出现捉襟见肘

的现象，将复习纳入日常安排。其

实，学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他

活动对学习有一定影响，甚至对我

们缓解考试压力、提高生活质量也

是至关重要的，比如饮食、起居、锻

炼等。

总之，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个人

复习计划，既可避免因时间紧张带来

的压迫感，又能在考试之前获得一份

难得的镇定从容，最主要的是，它能

清晰复习思路、提高备考效率。

分数银行

龙泉许东宝（楼主）
新教师刚进学校第一周，便要

上一节起始课，一个月后又要上一

节满月课，学期结束时还得上一节

成长课。

学校这样做，无非是要促进新

教师快速成长。但新教师成长和学

生学习一样，肯定要有一个过程。

违反成长规律，那也是不行的。

就拿新教师第一周的公开课来

说，开课时间和其他相同学科的教

师上课时间重合，其他教师自己要

上课，想听都没法听。原本好端端

的教研活动，只有一位教导处主任

在听，就尴尬了。

这样的教研活动没有评课，流

于表面，对新教师帮助不大，新教师

本人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学校组织校本研讨活动，本是

好意，该如何真正有效起来，帮助开

课教师有进步，也让听课教师有收

获，进而提升学校教育教学品位？

地火明夷
对于新调入教师的培养要有一

个系统安排，学校教研活动也要有

系统安排，如果有时间，活动有意

义，教师们还是乐意参加的。

杨铁金
新教师成长要有周密安排，如

新老教师结对、三年培养方案、个人

成长计划等。教研组课堂问诊只是

内容之一。同事互助互学活动，教

师们一般都愿意参加，但组织工作很关键，要对活

动涉及的人、事、地、时综合考虑，甚至每次听什么、

评什么、怎样评，包括谁主持、谁发言、谁总结都要

有规划。整个过程下来，让学校出新闻，教师出智

慧，学生出精彩。

yhglll
个人感觉主要还是有任务驱动但激励不足的

问题，就听课评课本身而言，无论是对听课教师还

是对上课教师，必然是有所帮助，至少是有所触

动。如何引导好这种帮助或触动，才是校领导应

该思考的关键。

伊 人
要安排好校本教研活动时间。既然是活动，

就要确保大家参与，怎么可能缺席？如果状态如

楼主所说，不如停止活动。

赵占云
我认为不单单只有新教师，所有年轻教师都

应该成长，而教师成长最离不开的就是校本教

研。校本教研是教师相互学习研讨的主阵地，如

果活动流于形式，是教师们的一大损失。楼主所

说的新教师培养方式，很多学校都是这样，让新教

师上课，其他教师进行听课点评。但新教师成长

不仅仅靠上课，更重要的是听别人的课。新教师

在入职后的短时间内，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教学

技能和教学方式可供展示，而应该更多地去借鉴

其他教师的经验来形成自己的经验。

对于校本教研，诸暨市暨南小学就有比较好

的方法。开学时，每个教研组都会召开一次会议，

商讨本学期的主要教研活动，制定好学习计划之

后，进行合理分工，定好开课人、好文推荐人、课堂

记录人、宣传负责人、主持人、拍照人。活动中，每

位教师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每次教师们都会自

行调课，使活动能有序进行。

徐如松
教师成长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学校安

排新教师上周课、月课、学期成长课，这都是外因

在起作用。教研组其他教师忙于自己的工作，只

有教导处主任一人在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上

课不是目的，课前的备课、查找资料、克服焦虑状

态、撰写教案和修改教案、课后及时反思、跟进，这

才是公开课的要义所在——只有内因才是成长的

真正动力。

清 心
公开课时间错开一下就行，上午音体美、下午

语数外，就不冲突了。

陈宝国
如果听到好课，可以学到人家的先进理念、巧

妙设计、精彩语言等，收获满满；如果课上得不怎

么好，出现一些问题，听课者可以诚心助人，自己

则从反面引以为戒。

因此，教师应该积极参加校本教研，让一个

“学”字贯穿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之中。

如何制订个人复习计划

近日近日，，湖州市织里镇轧村小学的一年级小朋友们迎来了有趣的湖州市织里镇轧村小学的一年级小朋友们迎来了有趣的““乐考乐考””。。本次本次““乐考乐考””注重小组合作和学注重小组合作和学
科间的有机整合科间的有机整合。。图为图为““小手绘新年小手绘新年””现场现场，，学生们正运用拼音知识学生们正运用拼音知识，，用卡片拼出与作画内容相对应的词语用卡片拼出与作画内容相对应的词语
或者短句或者短句。。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费凤飞费凤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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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