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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驾宇

丽水中学的“百生写百师”活

动已经持续整整两年了。

何谓“百生写百师”？学校将

全校200多位教师“分解”到班级，

每个班级通过学生自主报名，组

成多个采写小组。采写小组和教

师约定好时间后，佩戴由学校颁

发的采访证，对教师进行采访，再

由主笔完成采访稿。最后，学校

微信公众号以“百生写百师”为栏

目，每天推出学生所撰写的采访

文章。

这个活动的特色在哪呢？

“百生写百师”，写作者是百

生，是众多的在校学生；写作的对

象是百师，即全部的在编在岗教

师。师与生，共同生活在校园一

方天空下，日日得见，时时可交

谈。最熟悉的人，通过最深入的

交流，写出的，自然是最真实、动

人的人。优秀教师事迹报道常

见，那是少部分人对少部分人的

书写；“百生写百师”，则是多数人

对全部教师的书写，写出的不仅

是师道尊严，更是人生况味。

高二（6）班学生陈玲的访谈

对象是她的语文老师——陶友

林。她精心选定了几个采访问

题：“陶老师，您的儿子也在丽中

读书，而且成绩那么优秀，您教育

他的方法跟教育我们的一样吗？”

“陶老师，您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和

作为一个父亲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吗？”……问题一出，办公室里的师生们都笑

了。这个问题不禁令人想起几千年前陈亢问于

伯鱼：“子亦有异闻乎？”——对于师者，学生的

好奇心也是秉承古意。

高二（14）班学生吕子怡在写完了物理教师

柳翔的访谈稿后，欣喜地在随笔中写道：“平时

写作文我总觉得无话可说，但这次访谈稿一下

子就写好了，看来真的要深入了解才能有话可

说呀。”柳翔是北方人，吕子怡给这篇访谈稿拟

了一个优美的名字《原来你也如此南方》。

高二（12）班学生吕珊珊为访谈对象张园园

制作了漂亮的访谈手记，精心的排版、美丽的插

画。张园园是学校的美术教师，平日里喜欢养

小植物，去各个国家旅游，潜水到海底看看另一

个世界。学生们非常羡慕张老师多姿多彩的生

活，也在张老师的生活方式中读懂了另一种生

活哲学。

……

这样的文章，书写过程是有趣的，书写结果

是生动的，传播出去影响也是深远的。

渐渐地，“百生写百师”栏目的众多文章被

各大媒体刊发，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活动

还曾获得丽水市宣传创新奖，并被丽水市教育

局以“万生写万师”的方式在全市推广。

而在笔者看来，“百生写百师”，让校园有了

家一般的温馨。

它增进了师生间的彼此了解。通过交流，

学生更了解教师了：“嗯，老师的用心良苦我现

在才知道，我可不能辜负了老师。”教师也开始

在意在学生心中的形象了：“原来我在学生心目

中是这样的啊，我得更努力，要对得起学生对我

的赞赏和期待。”

它增进了教师间的彼此了解。虽然很多教

师一直都在同一所学校，但平常在校园里碰面，

也就点个头、示个意罢了。看了“百生写百师”

栏目的文章，便多了一个维度去观察自己身边

的同事。校园内再次见面，话题便多了：“暖男

老师今天又温暖了谁啦？”“田老师的三把刷子

今天刷了点什么？”“金山银山不如宝山，宝山老

师，你好啊！”

它还增进了家校间的了解。教师是怎么工

作的？偶尔有看到，时常有听到，但那终究是零

碎、抽象的，通过一篇篇推文所展示的一位位孩

子老师的工作状态，那是活生生的。“当老师不

易，当高中老师更不易呀！”家长们建立起这样

的认知后，所有的沟通都会显得心平气和了。

“百生访百师”，学生们的口头表达与书面

表达能力、沟通交流及临场应变能力，都在显著

提升。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克服与他人交流的紧

张心理，学会更为流畅地表达所思所想。这与

我省新课改、新考改更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

展这一指导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事实上，这几

年来，学校学生在“三位一体”招生考试中总是

有着优异的表现，这与平日的“训练有素”是分

不开的。

都说，文字是最好的礼物。下一步，学校将

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以

此奉献给最可敬的教师、

最可爱的学生！

（作者系丽水中学副
校长）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上个周末，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

中心幼儿园教师陈丹丹往“之江汇教

育广场”的“镇海区‘研之乐’读书会”

专题社区中，上传了《发现，儿童的秘

密》一文。这是她阅读教育经典著作

《儿童的秘密》一书的心得。“每月至少

阅读一本书，并写1000字以上的心得

体会，已经成了我的自觉行为。”陈丹

丹说。

“啃读挑战”：月“啃”一书写千字
“原先我也只是一年到头只看几

本教学参考书的人，但经过一年的‘啃

读’，我完成了当初签订的‘保证书’上

的承诺，也真正喜欢上了阅读，更从阅

读中感受到了教师职业的存在感和幸

福感。”在2018年“啃读挑战”活动的小

结上，陈丹丹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

2018年年初，“研之乐”读书会发

出了“啃读挑战”活动的倡议，要求参

与者每人每月读 1 本书，每本书写

1000字以上的心得体会。这12本书

中，6本为读书会推荐的共读书，6本为

教师自定的自选书。参与者每两个月

上交一次作业，若不能及时提交作业，

则视为自动退出，3年内不能参与同类

活动。

尽管条件苛刻，该区还是有80位

教师参与了这样“自讨苦吃”的活动。

不少顺利完成挑战任务的教师表示，

这是去年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事。参加

挑战的镇海区中心学校教科室负责人

吴海芳表示，以往在专业书的阅读上

很难坚持，现在居然都坚持“啃”完了。

2018年，“研之乐”读书会推荐了

《让教育更明亮》等6本共读书，每本书

还陆续在不同学校结合相关活动组织

了大型的分享会。如在尚志中学承办

的镇海区2018年读书节的开幕式上，

举行了《让教育更明亮》一书的读书分

享会。3位参与“啃读挑战”活动的教

师作了主题分享，这样让全区更多的

教师了解了这本书。又如，将《苏霍姆

林斯基教育学说》一书分享会和推广

精英小学教科研经验活动“合二为

一”，让教师们对如何利用教科研来促

进自身成长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为“啃读挑战”打上补丁
2018年，“啃读挑战”活动走进了

不同类型的学校，让更多的教师认识

到了阅读的魅力。到2019年“啃读挑

战”活动启动时，报名参与人数激增至

195人，其中有校长、书记，也有市级名

师。炼化小学教师冯雪波尽管已有近

30年的教龄，早已评上高级教师的她

连续两年参加了“啃读挑战”活动。

2018年，她参加“啃读挑战”活动所写

的一篇读书心得还获得了浙江省第十

三届教师读书征文比赛一等奖。

为了让“啃读挑战”活动影响到更

多的教师，今年的“啃读挑战”活动还

采用了“编外跟读”的方式。“编外跟

读”的教师不需要填写承诺书，如果到

年底也完成了同样的阅读写作任务，

可以提出申请，同样可以获得“啃读挑

战”成功的证书。

为了激发更多教师的阅读热情，

“研之乐”读书会每年都会举行教师读

书征文比赛；今年还改变“6本共读+6

本选读”的做法，改用共读、限选、自选

各4本的方式，让教师们在有效引领下

进行个性化阅读。为了让教师对经典

教育著作有更深刻的理解，镇海区教

育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读书

会将在教师们“啃读”《教学勇气》等经

典著作的基础上，邀请教育理论研究

专家前来做进一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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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读挑战”：让教师走出“舒适区”

□本报记者 黄莉萍
通讯员 方晓莲

4月16日，小萌一脸严肃地站在讲

台边，目光巡视着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同

学。小萌是金华市东苑小学五（3）班的

小视力保健员，她的职责是及时提醒和

帮助有不正确用眼姿势和不认真做眼

操的同学。

“我工作31年了，‘眼睁睁’地看着

‘小眼镜’从无到有到多，再到近几年有

变少的趋势，很开心。”班主任楼群英欣

慰地看着她的学生们，“3年来，我们当

老师的虽然辛苦了点，但很值得也很应

该，因为我们只不过做了能让学生真正

受益的事情”。

楼群英说的“变少的趋势”，最直观

的是东苑小学作为金华市首个“先试”

学校后，学生视力不良率连续3年下降

的事实。因为“先试”工作成绩斐然，前

不久，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名单中，金华市名

列其中。

这所学校，近视率下降5个点
“3年，累计下降5.28%，这是非常

棒的成绩。”东苑小学德育处副主任郑

雁琴认为，这一数据的最大意义是成功

地将以往不断攀升的学生近视不良率

遏制住，“更在于我们教师下课后开始

会‘赶着’孩子们出去运动，也知道如何

帮助孩子们更健康地生活”。

2015年4月，东苑小学成为金华市

“先行先试”的关爱青少年儿童眼健康

工程的首个试点学校。工程合作方之

一的金华眼科医院为该校3195名学生

建立了基本屈光发育档案。经过数据

统计，学生视力不良率高达62.3%，近视

防控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在4月16日的采访现场，“近视的

同学请示意一下！”回应楼群英的，是该

班的12名学生。3年中，这群学生从二

年级升至五年级，视力不良率被很好地

控制住，近视学生数增长非常缓慢。

“3年前，我们为学生建立屈光发育

档案时，不少家长不理解，不配合。”该

校德育处主任张崇国清晰地记得，3年

前，个别班级竟有近半家长在班主任的

持续工作后才勉强配合自己孩子的建

档工作。“现在家长们尝到甜头了，这

不，去年一年级学生建档时，家长非常

积极。”这学年，语文教师张崇国正好教

的是一年级。

东苑小学的试点工作，不仅是建立

了《视力保健员工作条例》和《学生屈光

档案建档制度》，还在专业机构的指导

下，不断改善教室采光与照明、课桌椅

配置、黑板等教学设施设备与学生视力

发育的契合度。

“对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教室、

硬件加大整改力度，新、改、扩建教室采

光照明设备；实施‘阳光厨房’工程，为

学生提供有助于视力发育的合理膳食；

建立学生视力保健室，聘请学校视力保

健员；加强近视防控动态监管，对握笔

姿势正确率、眼保健操规范度等进行抽

查与指导；开展预防近视漫画、童谣、手

抄报等的创作活动，带领学生开展与近

视有关的调查并撰写研究报告；切实减

轻学生课业负担，保证学生每天1小时

以上的校园体育锻炼……”对于该校的

近视防控工作，去年11月，郑雁琴在

“先行先试”工程的全市推广会上侃侃

而谈。

在东苑小学，学生用眼姿势、眼保

健操情况等如今都已成为班级评优评

先的依据之一。但楼群英认为，真正

让教师内心接受这项“额外”工作的，

还是“看到孩子们真正受益了”。学校

和医院定期开展的家长培训、交流活

动，也让家长们在了解近视这一疾病

危害的同时，更懂得如何帮助孩子养

成健康生活的习惯。“即便孩子是因为

拖拉导致晚上9点还没完成作业，现在

也会有家长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

让孩子先去睡觉。”对于家长们的变

化，楼群英很开心。

政府牵头，多部门全力保障
东苑小学是金华市14所“先行先

试”工程试点学校之一。

2014年，金华市教育局下发《关于

实施金华市关爱青少年儿童眼健康工

程的通知》，并开始着手构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大网络。2015年，该

市成立由市教育局、卫计委、红十字会、

眼视光预防保健所、金华眼科医院等组

成的金华市青少年近视防控办公室，共

同探索推进全市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

工作。

3年前，金华眼科医院开展了一次

对试点学校学生的用眼习惯调查，结果

显示：用眼30~40分钟后不休息的、近

距离用眼不足30厘米的、看电脑屏幕

不足50厘米的、不定期检查视力的、读

写姿势不正确的比率，都超过了70%。

防近视关键指标中数据“最好看”的挑

食偏食率，依然有67.8%。“最根本的原

因，还是用眼太多，户外活动时间偏

少。”金华眼科医院副院长吴铭告诉记

者，80%的被调查学生，课间并没有休

息的机会。

“保证教室照明环境合格、防近视

医疗器械配齐等都不难，难的还是学

校、家庭和孩子一起，真正树立健康用

眼的意识，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与医

务工作者这句话相映衬的，是3年来，该

市按照近视防控体系的健康教育要求，

建立学生视力保健室5个，培训校医、教

师近千名，培训学生和家长1.5万余人，

监测教室光照度426间，开展定期近视

监测13.6万人次，免费建立青少年儿童

屈光发育档案累计近8万份……

“3年来，试点学校的视力不良率都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也有部分试点学

校因为不重视、不配合，效果不明显。”

金华市教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人认为，

近视防控工作需要多方合力。

“我校在家长、医院等的共同努力

下，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发现了

不少无法克服的困难，如2018年一年

级新生入学时的视力不良率就高达

37%。”郑雁琴认为，这给小学阶段的近

视防控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现在很多‘小

学化’的幼儿园让手指肌肉未发育好的

幼儿过早握笔，‘手机族’年轻家长将电

子产品作为幼儿‘电子保姆’等行为直

接导致了6岁以下幼童视力不良率的不

断攀升。”吴铭痛心地说，年龄越小的孩

子，越容易受到不良用眼行为的伤害，

“这些伤害还是不可逆的”。

“5年内，力争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基础上每年降低

1个百分点！”最近，将提请市政府出台

《金华市儿童青少年“明眸摘镜”工程实

施方案》正面向社会公示。“这是我们下

一阶段的工作目标。”金华市教育局基

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该市

要将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

小学生近视率控制在38%以内，初中生

和高中生近视率分别下降至 60%和

70%以下，全面完成国家试验区任务。

记者发现，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

行该项工程，“阵容”不断庞大，包括了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市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

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市场监管局和当

地媒体等。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将在2小时以

上……”从今年起，金华市将对各地的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开展年度评

议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对未实现年

度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目标的县（市、区）

进行通报，对防控措施不力的进行约

谈，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

年下降的县（市、区）和学校依法依规予

以问责。”该负责人介绍。

关关注注

课后，把孩子“赶”出去运动
保护学生视力，这里的教师在行动

把
省
内
各
学
科
名
师
优
质
课
、专
家
报
告
送
到
偏
远
地
区
、农
村
地

区
的
﹃
乡
村
教
研
提
升
行
动
﹄
是
省
教
育
厅
旨
在
促
进
教
育
均
衡
化
、城
乡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一
项
民
心
工
程
。
图
为
杭
州
市
竞
舟
小
学
教
师
洪
明
程
正

在
缙
云
县
紫
薇
小
学
上
音
乐
课
《
外
婆
的
澎
湖
湾
》
。

（
本
报
通
讯
员

刘
跃
新

吕
超
丽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