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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连日来，一场禁止包含色情暴

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的有

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备案审查

行动在我省多地开展得如火如荼。

“凡进必审”的背后，既有对中小学生

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视，又是对学生沉

迷网络游戏行为的防微杜渐。

网络游戏在当前中小学生中的

“生存状态”如何？根据2月22日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

及其家长网络游戏认知与态度研究》

报告显示：74.5%的学生认为网络游

戏能缓解压力，91.6%的学生认为网

络游戏使自己的业余时间更愉快，

83.8%的学生通过同学或朋友了解网

络游戏信息，66.6%的学生认为玩网

络游戏利弊相当……这份数据令教

师和家长颇为担忧，网络游戏屡禁不

止怎么办？

学生为什么爱网游
网游操作炫酷、闯关升级上瘾、

虚拟社交轻松……细数网络游戏致

人沉迷N宗罪，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为

“网络游戏被设计得太好了”。网游

自身的魅力指数加上学生薄弱的自

控力，让部分教师和家长将问题简单

化，认为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就是因为

“玩得太多了”。将现象当本质，致使

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简单粗暴地

采取禁止玩手机、卸载网游App等严

防硬堵的做法，极易引起学生的逆反

心理。

“看似是行为层面问题，实质是

心理健康问题。”义乌市第三中学心

理健康教师吴雨丰说，学生爱玩网络

游戏这件事要一分为二看待。一方

面，网游是一种正常的娱乐方式，玩

网游是学生的正当权利，在一定程度

上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

力、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另一方面，

沉迷网络游戏肯定是不对的，在网游

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力，

必然会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在吴雨丰看来，诱使学生沉迷

网络游戏的最重要原因是社交需

要。他曾在学生中做过一番调查，

发现他们获得网游信息最重要的渠

道是朋辈交往。学生一到课余时间

就聚在一起，从技术、装备聊到段

位、组队，网游俨然成为一种社交媒

介，不玩网游、没有共同话题的学

生，反而容易被孤立、找不到团队归

属感。

另一个原因在于亲子关系。在

亲子关系好的民主型家庭中长大的

孩子，往往享有高质量的陪伴或多

元化的兴趣，他们遇事更自信、独

立，也更能听取家人的意见与建议；

反之则会因为缺少家人陪伴或教育

方式不当，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自

知。开化县北门小学教师尤琦宏子

说，她曾经有个学生就是因为父母

离婚后没人管他，整个寒假都是在

玩网络游戏中度过的。

此外，兴趣爱好匮乏、学习压力

过大、青春期叛逆、父母或教师起负

面“榜样”作用等，也是造成学生沉迷

虚拟网游世界的原因。

小游戏引出大课题
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禁止

在校园内下载使用有害App、禁止

教师布置必须通过手机端完成的作

业……尤琦宏子介绍说，如今开化

县北门小学采取在校期间全面封

禁、校外使用柔性管理相结合的方

式来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等电子

产品。尤其是对于低年级的学生，

由于他们心智尚未成熟，该校格外

注重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引

导他们将多余的时间精力用到体育

运动和兴趣培养中来。

而在宁波市镇安小学教师黄吉

雁看来，要引导学生走出沉迷网络游

戏的不良习惯，光靠抵制与禁止是不

够的，“当今社会电子产品无处不在，

禁是禁不过来的，要因势利导”。基

于这样的认识，镇安小学启动“文明

礼仪与网络游戏”课题研究，试着将

文明礼仪素养、爱国知识、环保意识

等内容与理念融入网游当中，让学生

在玩网游的过程中汲取知识素养。

对此，黄吉雁说：“既然学生喜欢玩网

游，我们就投其所好，设计一款学习

型网游，让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学习

文明礼仪知识。”

要融入哪些文明礼仪知识点、想

设计怎样的游戏场景、打怪升级采取

怎样的形式……将上述问题抛给学

生，镇安小学引领全校学生为学习型

网游的开发献计献策，让学生担当网

络游戏的“设计者”，以各种形式参与

到网游的脚本创作中。可见，通过合

理引导，把原本可能对学习有害的事

情变成促进学习的抓手，网游也能发

挥无穷的育人潜力。

家校合力营造绿色成长环境
随着禁止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

校园逐渐成为全省各中小学校的共

识，学生在校期间玩网游的可能性大

幅降低，沉迷网游事件更多发生在校

外。这就需要家长和学校协作监管、

形成合力，共同为孩子营造绿色健康

的成长环境。

当前不少学校对学生在校外使

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长、内容等都

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家长做好监

督管理。在吴雨丰看来，家长不仅不

需要时刻盯人，还可以坐下来跟孩子

一起玩上一两局。“家长需要适度了

解孩子的喜好，知道孩子喜欢玩的

网游是什么、有哪些特点，从而找

到共同话题，拉近亲子关系。”吴雨

丰说，这也是一个陪伴的过程，能够

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与信任，

通过提前约定玩的局数或时间，不

但可以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而且

在无形中控制了孩子玩网络游戏的

时间。

“对于农村学校来说，最关键问

题就是家庭监管跟不上。”云和县第

三中学党总支书记林伟琴表示，该校

有30%的学生是单亲家庭子女或留

守儿童，家庭教育本就缺位，加上大

部分学生家长平时忙于生计，既没有

时间精力，也没有文化素养来有效管

理学生使用手机问题。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云和三中通过家长学校、家

长课堂、家长会等途径，引导家长重

视学生使用电子产品问题，合理规定

每天在家的上网时长，营造积极健康

的家庭环境。“有些家长教育孩子不

得方略，一味禁止玩网游会适得其

反，我们也会引导家长选择一些益智

类的网游，在孩子完成基本学习任务

之后，适量给予孩子放松的空间。”林

伟琴说，更重要的还是引导家长多陪

伴孩子。

□金华星

作为校长，每学期总会接待各

种各样的家长，听取他们反应的问

题：有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同

桌而要求换座位的，有对教师作业

布置得少或布置得多提出不满和

质疑的，有困惑于同学交往或家长

交流而对教师提出意见和批评的，

有对学校在教师安排上挑三拣四

乃至集体施压要挟的……这其中，

有些建议是中肯合理、具有建设性

意义的，而有些建议则显然是不恰

当甚至过分的。

家长参与或过问学校的教育和

管理，应该有一个基本边界。学校

教育，既有基本的办学规范和法律

遵循，又有基本的教育规律和专业

要求，不是可以随家长一己主观意

愿而随心所欲的。

比如学校加强劳动教育，将校

园安排给学生打扫，有的家长心疼

孩子或者舍不得孩子将时间消耗在

这些“服务岗位”上，就反对孩子做

这些事，不满于学校的这种安排，甚

至越俎代庖来校帮助打扫，与学校

“让孩子接受适宜的劳动锻炼”的初

衷相悖。再比如有的家长对学校减

少考试次数、减少作业的措施不满

意，指责教师“偷懒图安逸、不负责

任”，殊不知这恰恰是办学规范的要

求。这些事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业

规范、教育方针的边界，需要我们牢

牢坚守。

教育是一门慢艺术，但部分家

长不明其理，总希望收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并常常会借此抱怨教师“能

力水平有限”。孩子的发展有其年

龄特征，不能以大人的思维和大人

的标准去要求和看待他们之间的关

系，应该多用孩子的视角去发展性、

教育式地处理他们的交往，而不是

习惯于以成人社会的“规则”来要求

教师处理孩子之间的纠纷，对学校

的教育手段心存不满。这事关教育

规律的边界，也需要我们保持清醒

的认识。

学校是一个集体，是孩子成长

的集合体，学校教育关注的是全体学生，是每一

个孩子的基本权益。我们有些家长摆不正位置，

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的孩子才是最重

要的，往往以局部利益来对照面向全体学生的普

适要求，甚至会突出自己孩子的个性需求却否定

和扼杀别的孩子的个性需求。不懂得在全体孩

子或大部分孩子中“取平均值”“求公约数”。这

事关全体学生权益的边界，更需要我们共同遵守。

学校教育是面向大众需求和全体学生的，

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家长对此要有一个基本

认识和前置接受。家长不能一味地将自己对孩

子的个别要求投射到学校的集体教育要求上，

不能将孩子在家里才可能享受的个性待遇扩展

至全体要求待遇，不能将期待孩子所接受的个

性教育等价诉求于学校所能提供的共性教育。

如果一厢情愿地要求学校立即满足其这种诉

求，否则就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那么就是家长

的不理性了。

学校是一个专业机构，它自有其教育的专业

操守和职业尊严，不是凭家长的主观意愿可以随

意安排的，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家长满意工程”而

无原则地迁就、讨好。

作为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建议，应该有

一种基本的边界遵循；作为学校，回应家长的监

督和要求，也应有一种基本的边界坚守。

家
校
合
作
，应
厘
清
家
长
参
与
的
基
本
边
界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朝花语文教师联盟、圆心数学教师

联盟、DREAM英语教师联盟、E行信

息技术教师联盟……3月4日，在绍兴

市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的报告厅里，

14个教师联盟的领衔人从校长王慧琴手

中接过了牌匾，宣告该校“三味书屋·教

师专业成长合伙人”联盟正式成立。

“三味书屋”好理解，既体现鲁迅文

化又代表教师研训中元素丰富，可是

“合伙人”，这个本该属于经济领域的名

词，为什么会出现在教师成长的“词典”

里？王慧琴解释，这正是该校推出的教

师培养新模式：“合伙人意在颠覆传统

的导师带徒制，领衔人与学员之间是一

种互助互学的关系，可谓教学相长，同

时学员与学员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

传统导师带徒制，大家都不陌生。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

微课程进入教学，一些年龄偏大的资深

教师感到在视频制作方面力不从心，远

不如年轻教师。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

了师傅向徒弟学新技术的情景。

“实际上，在联盟成立之前，师徒间

相互学习已经是学校教研的常态。”王

慧琴说，一旦当师傅的放低了姿态，会

发现能向徒弟请教的问题还有很多，

“年轻教师思维活跃，而且与学生年龄

接近，更受学生欢迎，也更能掌握学生

心理，因此他们在教学思路上迸发出了

灵感和创新意识”。

经验与创新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

教师专业成长合伙人联盟的前行之

路。而授受双方，也从师傅对徒弟之间

的单箭头，转化为领衔人对学员、学员

对领衔人、学员对学员之间的三角形。

“在一个小联盟里，每一个学员都各有

所长，他们也完全可以互相担任彼此的

‘师傅’。”王慧琴说。

“以前都是师傅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自己很少有机会去思考。现在彼此间关

系平等了，大家像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互

帮互助、畅所欲言，不仅上课的点子多了，

研课的效率也提高不少。”语文教师祁玲

娟是本次14位联盟领衔人之一，她用亲

身经历告诉记者在合伙人制度下的受益

和成长：她和联盟里的另一位男教师同课

异构教学二年级语文篇目《我要的是葫

芦》，第一次课上下来，两相对照，发现一

个风格灵动、一个风格稳重，一个课堂以

游戏贯穿、一个课堂有板有眼。“我们俩的

课各有长短，要取长补短，下一次我们就

能把课上得更生动有效。”

在该校，师徒结对的形式变成了实

质意义上的合作学习、共同进步。在王

慧琴看来，这样一种模式在秉承着合伙

人对专业的共同要求、基本道德规范的

基础上，又有自由的个性特长展示；相互

之间既能补齐专业能力上的短板，又充

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围绕共同的研

修主题，在团队中协作探索解决。

然而，王慧琴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校

内推行教师专业成长合伙人联盟制度，

她正致力于两个深一度的计划：一是构

建合伙人联盟的立体研修模式，充分依

托网络平台，辐射更多学校、更多地区

的学员；二是和该校党建品牌“红色领

航·双培战略”相结合，利用这个平台同

时开展研修和党建活动，为“把骨干教

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教

师”助力。

“三进三访”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本报讯（通讯员 徐德飞 宁丽明）“非常感谢湖

东小学这么关心我们员工子女的学习，学校解决了我

们外地员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他们也能更安心地在这

里工作了……”日前，浙江玉马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春晓来到常山县湖东中心小学，充满感激地对校长

刘芳赟说。

湖东小学位于常山县绿色产业园区，这里有来自河

南、贵州、云南、四川等11个省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共30余人。为了让这些家长更加安心于工作，这些孩

子更好地融入学校，湖东小学本学期开展了“三进三访”

活动，即进班级访学生、进家庭访家长、进企业访老总。

走访活动中，每到一处，教师都与家长、企业老总深入交

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详细询问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的学习、生活情况等，并送上学习用品和书籍。

日前，杭州市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爱心跳蚤市场义
卖活动开幕。3个月前，该校屋顶阳光农场启动，学生
们利用综合实践课时间在农场开展劳动。此次出售的
所有蔬菜都是该校学生亲手所种，义卖所得将会汇入崇
文“小海燕爱心基金”。

（本报通讯员 高 帆 摄）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教师
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向学生普及前沿科技知识，培养他们
探索的兴趣。图为教师正在向学生介绍供航拍使用的无
人机构件。 （本报通讯员 包康轩 王江红 摄）

让学生走出网游“泥淖”

视点第

经验VS创新，师徒也是“合伙人”

课余普及科技前沿知识课余普及科技前沿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池瑞辉
陶 宁）厨余垃圾都去哪了？除

了进行专业处理，还有其他的

去处么？宁波市高塘小学师生

有办法——将厨余垃圾变成

“黑黄金”。

高塘小学是一所全国绿色

学校、宁波市垃圾分类示范单

位，在深入开展垃圾分类的同

时，十分重视垃圾减量和回收

再利用。近期，学校将“厨余堆

肥”课程纳入拓展课程，还邀请

了中国台湾访问学者林坤庭博

士到校，为该课程开展专题教

学。每周两节课，让学生在掌

握垃圾分类知识的基础上，进

一步了解厨余垃圾变“黑黄金”

的奥秘。

通过学习，学生们掌握了

厨余堆肥的相关知识，了解了

堆肥不但能帮助垃圾减量，净

化环境，还可以变废为宝，为农

作物提供有机肥料。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开展了“厨余堆肥

DIY”行动，将废弃的果皮、菜

叶等剪成小块放入堆肥桶，撒

上菌糠搅拌发酵，并每周如实

记录堆肥桶的变化，撰写体验

日记。学校还带领该课程的学

生前往企业参观业界前沿垃圾

分类及分解技术，前往山庄了

解垃圾循环利用机制及生态肥

料的具体作用。

“厨余堆肥”这门课程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