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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庆

近年来，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教育

援助工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并将

其当作战略任务实施，创造了各种援

教模式。城镇学校干部到农村挂职一

个月到三年不等，骨干教师到偏远山

区学校传经送宝；而教育相对落后地

区的骨干教师也被派到发达地区跟岗

学习，城乡学校、教师深度结对……在

教育援助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感人

的事迹。

从长远来说，这些举措必定能或

多或少收到效果，切实推动教育的均

衡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

估当前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援助；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分析其可能

存在的问题和或许会出现的问题，谨

防把好的政策执行歪了、偏了。

就我的观察以及各地的反馈，当

下的教育援助可能存在以下误区，当

引起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重视。

误区一：把数字当成果
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考核指

标，如拨出多少专款，派出多少专人，

举办多少专场，受惠多少人群，都要做

精准的统计。

于是，在年报的时候，便以一堆数

字作为当年的援教成果。数字完成

了，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这些活动

是怎么开展的、是否真的能够起到作

用，被支援地区是否真的得到帮助，就

没有人过问了。

“把数字当成果”似乎功德圆满，

却是一种严重的形式主义，甚至可能

是一种敷衍塞责。

事实上，有不少地区长期接待一

批又一批来帮扶的人，设立专门的“扶

贫办公室”，专门统筹协调，各种陪同，

苦不堪言。

误区二：拉郎配
教育援助有跨省的，也有省内的，

因牵涉面广，有“拉郎配”现象。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

风格完全不同，无法对话。

二是教育发达地区也有自己的薄

弱学校，教育落后地区也有自己的龙

头学校。结果来援教的学校无论是管

理、师资和办学质量，远远比不上教育

相对落后地区的龙头学校。

这就十分尴尬了。这是教育行政

部门一厢情愿设计的结果，使教育援

助成了一种为完成而完成的任务，成

为鸡肋。

误区三：水过地皮湿
不少地方的援教活动喜欢大呼

隆、一刀切，场面搞大了，效果却是水

过地皮湿。

派遣几位骨干教师，到教育相对

薄弱的地方，进行为期一周的援教。

一般的形式是，开几个讲座，上几节课

或听几节课，然后点评一下。不能说

这样的活动是无效的，但其效果有多

少，真的需要深入追问。

发达地区的教育经验，是基于发达

地区教育土壤和学生素养，长期探索积

累下来的。带着这样的经验，走进教育

欠发达地区，出发点是好的，但真的适

合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教育领域的水土犹如果树生长的

水土。水土不服，则劳民伤财。

这样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的教育援

助，像洒水车一样，洒过一遍，其他不

管，必定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针对这三个可能存在的误区，我

谈谈三点想法。

建议之一：要数字，更要数字背后
的东西

数字是必要的，因为行政管理业

绩靠数字指标来衡量，指标不完成，有

人要负责。但是，数字背后的东西更

重要，既然做了这件事，就要做扎实、

做到位，要让被援教的地区在教育理

念、办学模式、教育方法、教学技能各方

面都有切实的获得感。

少一些迷恋数字，多一些讲求实

效，是教育援助走向务实的一种姿态。

建议之二：变“拉郎配”为双向
选择

很多时候，教育欠发达地区未必方

方面面都落后，在某些方面，甚至要强

于教育发达地区。名曰“教育援助”，实

则要树立“教育互助”的理念。

参与帮扶的学校、教师，要克服“传

经送宝”的优越感，本着相互协作、共同

提高的想法，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教育发达地区和教育相对落后地

区，要对区域各校的办学理念、条件、

特色、成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待时

机成熟后，结对区域举行一个双向恳

谈会。让双方都能选到适合的学校，

这样才会避免出现“帮扶学校弱于被

帮扶学校”的尴尬局面。

这样，被援助的一方，才会有自己

的尊严。否则，总处于弱势地位，有一

种被施舍、很屈辱的感觉。教育援助

应逐渐摆脱“强”和“弱”的界定，在平

等的基础上协作双赢。

建议之三：少些花架子，多些细
功夫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细水长流

的功夫。任何教育理念和方法，不可

能短时间就见效。教育援助要想取得

更大的成效，就不能做给别人看，就不

能只是“摆个pose，拍个照片，做个美

篇，各方点赞”，而要直接面对师生，从

学校的实际需求出发，精准定制援教

课程，制订实施切实有效的计划。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几百、几千人

参加的讲座，效果并不是“大面积”的，

而是恰恰相反——微乎其微的，不是

说这样的援教方式不能做，而是要适

当控制次数。

可以从少数教育管理者、教师个

体寻求突破，长期浸入式地跟岗。让

教育发达地区的教师，在教育相对欠

发达地区的班级里，与年级组、教研组

的教师们生活在一起，带动他们深入

开展基于本地实际的教学改革，将改

革做出特色。

两地校长或中层干部进行置换式

的轮岗（一年或两年），更是值得提

倡。这是一种深度援教。每个学科安

排两三位援教教师，相当于在当地发

挥学科教研员（或骨干校长）的作用。

以上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会因

遇到很多条件限制而开展不下去，但

我们可以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将利国

利民的教育援助，援到根本上、援到骨

子里。至少比那些操作不当、光顾着

面子好看的援教行为要强，那样做的

结果不仅是无效的，还

会是负效的，不仅会扰

乱被援教地区的教育

秩序，还会耽误派出单

位人员的本职工作。

谨之慎之，善莫

大焉。

（本文作者为浙江
省特级教师、杭州市下
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副
院长）

小组积分
□杭州市萧山区红山农场学校
杨红佳

从事小学音乐教学工作20余载，有
时会感叹：学生越来越难教了。特别是
需要学生静心聆听或集体参与的活动环
节，再多的奖励措施都会显得无力。但
有一招，笔者屡试不爽，一直沿用至今，
学生还是挺买账的，那就是开展“小组积
分”的奖惩机制。

音乐课堂座位按红、黄、蓝、绿等4
种不同的色系编组，小组成员一般为10
人，课前每组赋予10分，用粉笔写在黑
板醒目处。

上课铃声一响，分数就会发生变
动。如：哪个小组能迅速整齐走进教室，
安静入座聆听音乐，由小组长用红色粉
笔给自己小组加1分；有个别缺席或吵
闹的，按每人1分扣除，用黄色粉笔，起
到“黄牌警告”的作用。

接下来，课堂上学生的种种表现都
将影响小组积分。

首先是回答课堂提问的准确度，完
全正确加1分，不够完整加0.5分，由回
答问题的学生自行上台板书加分。

整组合作，分值加倍，给4个小组赋
分，表现最佳组为第一名，加4分，依次
为第二名3分、第三名2分、第四名1分，
也可视合作情况并列得分，或取消最高
分和最低分。

在小学音乐课堂上，通过小组积分
评价，学生在课堂上不仅积极参与，而且
会带动同组伙伴。因为规定一位学生不
能连续加到3分，所以要想小组胜出，还
得有全体意识。

优胜组的学生们得到的奖励常变常
新，可以是提前3分钟下课，也可以是当
一回听众和评委，免唱一遍歌曲；而积分
落后的小组则需要自我反省，或放学后
打扫教室卫生等。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董芳蕾

课前，几位五年级的学生雀跃着

冲进美术室。其中一位学生放下手中

的美术工具篮子，看了看周围，到我跟

前说：“老师，小畅说不喜欢美术课。”

旁边的学生也应和道：“对，他不

仅自己不喜欢美术课，还影响了其他

几位同学。他们都学他，在班里说不

喜欢美术课。”

我停下手上的事，看看时间，距

离上课还有几分钟，便示意学生们安

静下来。

上学期刚接手这个班级的时候，

这些学生有的忘记准备工具，有的不

完成作业，有的弄丢了美术教材，出

的状况五花八门。

我和个别学生课后谈话，和班主

任、家长及时沟通，实施“优秀美术作

业展”等系列措施，感觉问题是越来

越少了，喜欢美术课的学生应该是越

来越多了。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会

喜欢美术课，但小畅这样公开表明，

好像不是一般的不喜欢。

他还鼓动其他学生，这不是故意

捣蛋吗？

得好好批评他一下，不然后果很

严重。我压下情绪，用平板的声调对

全班学生说：“听说我们班有同学不

喜欢美术课，老师想知道是谁，请你

说一下自己的理由。”

并没有学生站起来。我想着快

上课了，时间耽搁不起，语气就有点

重起来了：“请你像个男子汉一样，对

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两位学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小

畅一看有人站起来了，也犹犹豫豫地

想站起来。旁边一位学生有些幸灾

乐祸地起哄道：“你不是总说自己不

喜欢美术课嘛。你站起来啊。”

于是，小畅站了起来。

我翻了一下美术作业登记表，果

然是三个作业完成率不怎么高的学

生。我心想：接下来就是引导学生分

析反思，便问他们：“你们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不喜欢美术课的？”

两位学生说自己从小不喜欢美

术，我心里偷偷舒了一口气：属于历

史原因，跟我的教学扯不上关系。

最后问到小畅。我在心里笃定

地想，他的回答应该也差不多。

“是从这个学期开始的。”他开口

就让我愣了。

“老师哪里做得不好吗？”

他平视着我说：“老师，你在说专

业术语的时候，能不能写在黑板上？

我根本不懂你说的是哪个词、是什么

意思。”

我先前的自以为是被推倒了，从

心底涌起一阵羞愧——我确实从来

没有注意过这一点。

“有疏有密”“错落有致”“构图

饱满”……这些词在我看来，不是美

术专业术语，但学生们很少接触，大

概对他们来说都很难懂，应该算是

术语吧。

不光是我，昨天我在听课的时

候，听到一位教师说了“剖面”。这些

词不在黑板上写出来，不详加解释，

学生未必能够理解。

这些年来，我为了提高农村学生

的美术素养，课前做了大量的资料收

集工作，课堂上讲解美术欣赏的部分

也略多了些。

但是，我却忘了我的课堂语言与

学生的距离，忘了应该先从儿童的角

度出发，设计出更适合他们的教学方

法。如果不是小畅的大胆提醒，我就

察觉不出教学系统中的大漏洞，系统

就会这样一直运转下去，真可怕。

我走下讲台，走到小畅的身边，

诚恳地对他说：“谢谢你给我提出那

么好的建议，老师以后会注意并改

正的。希望你以后能喜欢美术课，

好吗？”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走上讲台，再次感谢了小畅，

对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有什么问

题，都可以大胆地向董老师提出来，

老师想多听听同学们的心声，这样我

们才能一起进步。”

课后，我翻开教案，认真地在一

课课中圈出：“构图新奇”“笔墨浑厚

华滋”“块面”“气势”……

教育援助要树立互助共赢的理念
培红吴旭勇
关键是看怎么做：如果让学生

自己选择“迎战总动员”的形式，可

以达到放松和备战的效果；如果只

是听听优秀学生的经验，喊喊口号，

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赵占云
学校举行“迎战总动员”“百日

冲刺”等仪式，我认为是十分有必要

的。首先，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

多的是一种对即将面临的考试的提

醒，提醒学生在最后一百天里查漏

补缺，梳理和复习考试内容；其次，

这种方式还能增强学生迎战大考的

信心，激发拼搏精神。

雷 恒
莫纠结于内容大于形式还是形

式大于内容，生活需要仪式感。仪

式感就是深藏心底的那份敬畏、勇

气与力量。

阿 国
只要不是过度激励，不拼鸡血、

拼激情，誓师大会还是有其存在意

义的。

伊 人
内容充实有效的“迎战总动

员”，也可以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

好好做起来，做出特色，不就成为学

校文化了吗？学校文化就是这样一

点点铸就的。我们学校的中考动员、开学（休业）

典礼、春游实践、体育艺术、电影欣赏、开心悦读等

都成了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学生喜欢的。

龙泉许东宝
如果是以分数为目的、以学校升学率为目标，

现场握紧拳头宣誓“左脚某某大学、右脚某某大

学”，然后又喊“某某大学和某某大学统统拿下”等

言语，就是一种极端的误导。因为这几所大学不

是那么好进的，难道学生进不了，就让他走绝路

吗？因此，不能用这些“百日迎考”的方式来逼迫

学生。

迎考仪式可以宣讲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指导

学生科学认识中考、高考，培训家长关注孩子的饮

食、生活、情绪等，使学生能主动有兴趣地去学习，

把考试当作一次人生的历练。

伊 人
只要有利于学生、有助于学习，我看都可以试

一试。精心筹划，形式多样，具体生动，能让学生

喜欢的都行。如果为了仪式而搞形式，那是不必

要的折腾。

李恒良
这类活动学校一定要精心准备，让学生学会

统筹规划自己的学习，适当的紧张更有利于成绩

的取得。

骄 阳
教育要因材施教，迎战动员也一样，要因材动

员。学生不太重视的，要动员他们重视；过于重视

而紧张的，要动员他们放松；精神状态不佳的，要

争取引导调整好。

各校迎战的隆重程度更多是从仪式、新闻效

应的角度去考虑的。至于效果，只有站在那里的

学生知道了。

宣 斋
动员到一定程度能出成绩，过犹不及，容易出

问题，易造成部分学生心理不健康。

葛永锋
从媒体报道的画面看，师生们精神抖擞、情绪

高昂、心情舒畅，场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很多

学校已将此活动当成保留节目，成为校园文化的

重要内容。

但“迎战总动员”大家都有，为什么最后的结

果千差万别？原因在于，有些学校只是为了动员

而动员，而没有制订全面系统的复习备考方案。

这个方案包括掌握和调整学生的生物周期，

因为人体节律是有变化周期的，有波峰，也有波

谷。动员会结束后，学生的良好状态被激发出来，

但假如没被很好地利用，或者持续时间不长，效果

将大打折扣。有经验的班主任会帮助学生管理情

绪、调适状态，该减压时释放压力，该兴奋时预热

升温，总能让学生以最好的姿态走进考场。

喜欢美术为什么不喜欢美术课

为
了
学
生
的
身
心
，不
是
为
了
新
闻
效
应

—
—

怎
么
看
﹃
迎
战
总
动
员
﹄
？
（
续
）

下期话题：

中小学校长陪餐制度来了，你有话说吗？

4月3日，东阳市江北第
二小学举行“铭记英雄，传承
精神”主题活动，悼念4月1日
为扑灭凉山山火而牺牲的30
位英雄。各班班主任向学生
描述了灭火现场的危险性，以
及牺牲烈士的具体情况。当
得知最小的烈士只比自己大7
岁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流下了
眼泪。
（本报通讯员 黄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