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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怎样理解“正面教育”？

杨大帅_Vhv2m
近段时间，中小学食品安

全问题屡有发生，引发社会高

度关注。建立校长或学校相

关负责人陪餐制度很有必

要，可以直观地了解菜品及

营养搭配，第一时间接受学

生的反馈意见，为学校改善

食堂工作提供有力依据。我

还要建议，有条件的中小学

幼儿园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翘 楚
最理想的做法是校长陪

餐不再是号召，而是具体在

做，最后达到这样的目的：不

用领导陪餐，食堂伙食不错、

安全没问题；学生学会管理

自己，就餐纪律特好。

宣海龙_jWD4Q
学校领导作为学校食品

安全监管的直接责任人，借

助行政班子、班主任及其他

教师的力量，以陪餐制度多

增设一道防线，有助于师生

形成食品安全的自觉意识，

有助于菜肴口味的改善，可

谓一举多得。

但是，学校领导毕竟不

是专业人员，对食品知识有

一定的欠缺，相关部门不能

当甩手掌柜，把责任全部推

给校方，而是要加大对学校

领导的业务指导，形成校方

和官方联手的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

wx_PNg6YDG2
只要把关食堂操作程序、进货质量，陪

不陪没多大关系。

小丑七
陪餐不是新鲜事，很多学校很早就实施

了。从表面上看，校长陪餐意在用校长以身

试餐、风险共担的方式，倒逼学校重视食堂

饭菜的质量，确保校园食品安全。而其背后

的深意，则是让校长明白，自己是校园食品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不折不扣地履好职，

切实把好食品安全关。

陪餐者不能只顾个人的要求和感受，应

当从学生成长的需要出发，设身处地为学生

着想。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成长、健康、营

养等需求的研究，学习营养科学知识。

小 白
很多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陪餐制

度表明了政府对学生食品安全的重视，但到

底落实得如何，谁来监管？

陪餐到底怎么陪？是校长（园长）与学

生吃同一桶饭菜，还是仅仅一同吃饭，或者

是坐在小餐厅里吃别的饭菜？

现在学校食品集中采购，万一指定源头

食品不安全，仍然是会出问题的，领导陪餐

也于事无补。

小汀宝贝
我们一直是园长、教师、幼儿同菜同吃，

一直在陪餐。

波 波
实行校长陪餐制，并不是校长去学生食

堂吃顿饭那么简单。首先，校长要把陪学生

就餐当成检查食堂的机会，仔细查看食品质

量、饭菜加工、碗筷清洗等，督促学校职能部

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把陪餐作为加强与

学生交流沟通的桥梁。

其次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就餐环境，校

长要通过亲自排队打菜，切身感受学生就餐

的困难。改善基础设施，增加服务人员，多

开设售卖窗口，延长开饭时间，不要让学生

把吃饭当成打仗似的。

再次是不要让校长陪餐制流于形式，校

长陪餐时食堂菜品比平时好，价格比平时

低；而校长不陪餐时又是另一个样，仍然出

现食品安全等问题。

dzh6024205
校长不能停留在“陪”字上，要切实把“舌

尖上”的安全落实到位，责任落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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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初中。由于学

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学优生“吃不

饱”、学困生“吃不了”的现象比较突出。

教师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因材施教，想

方设法，殚精竭虑。为给学生公平的教

育机会，每当新生入学分班之际，平衡分

班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却总会受到来自

学生、家长、教师的抱怨和非议。

分层是运用较多的一种教学模

式，把不同层次的学生按组别加以区

分，教学手段灵活多变，教学管理也更

加方便了。

但分层教学模式存在着不足之处，

就是容易对不同组别的学生产生区别对

待，甚至是偏见或者歧视。不同的教学

目标、不同的教学手段、不同的作业评

价，也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压力，尤其是让

学困生小组的学生产生自卑感。

毕竟一堂课的时间有限，分层教学

要求教师时刻改换自己的角色，尽最大

可能面向全体学生，获得最好的课堂效

果。因此，只能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就

好比在一块庄稼地，对作物施以不同的

肥料，生长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既要培优又要补短，对教师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

典型题目只能蜻蜓点水，不能深入

分析、拓展延伸，这是对学优生的不公

平；但如果重点不突出、难点不突破，面

对中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或许会颗粒

无收。

在结合实际情况、广泛征集各方意

见之后，学校决定尝试采取相对看好的

分层走班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依据

数学、科学两门学科的学业成绩，将学生

分成三个层次，即A、B、C教学班进行走

班教学。

本次走班是一种运动式的、大范围

的分层，并没有打破原有的行政班，仅限

于在学习数学、科学两门课的时候，学生

按各自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到不同的班级

去上课。

其最大的优点是教师可以根据不同

层次的学生重新组织教学内容，确定与

其基础相适应又可以达到的教学目标，

从而降低了学困生的学习难度，又满足

了学优生扩大知识面的需求。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道理浅显

易懂。同一个班级同一层次的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彼此没有多大的差别，都

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更具有你追我

赶、公平竞争的愿望和潜力。如同体育

比赛时，如选手实力相差过大，结果没有

悬念，观众看得索然无味；假如选手之间

势均力敌，则会激起选手们的斗志，不到

最后一刻，谁也不肯服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尝试了一段

时间的分层走班之后，并没有出现预期

的效果，问题却层出不穷，绝对称不上完

美，已经对学校管理构成挑战。

1.学生自律性下降。对A、B层次学

生问题不大，甚至对A层次的学生来说，

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可是C层次的班

级管理难度增加了好几倍。

在原先的行政班，C 层次学生占

20%，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学习方面往

往就处于这个层次，但由于班干部、同学

和教师的监督，各种违规行为容易得到

遏制和纠正。

而一旦将这些学生集中在一个班，

再加上为走班临时组建的班级，监管力

度一定不如行政班，使得自由散漫的行

为有了生长的土壤，给课堂纪律带来极

大的冲击。

分层走班后的学生缺乏班级归属

感。到了新教学班后，部分学生没有

了在原来班级的自觉自律，教室卫生

很难得以保证。同时，乱翻乱动他人

学习用品、破坏他人课桌，学生投诉屡

屡不断。

由于这种违规行为涉及其他班的学

生，教室所驻班的班主任处理起来比较

棘手。

教师们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让“后20%的学生”的学业水平有所提

升，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2.作业收发难度系数增加。由于分

层后新教学班的学生来自各个行政班，

虽然各班指定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本，

可是仍然无法及时、全数上交。我们可

以理解课代表的无奈，很多C教学班的

学生不想写、不会写，这纯属常态，不足

为怪。

3.学生缺席现象越来越多。短暂的

课间，走廊里挤满了走班的学生。一旦

有个别教师不能及时下课，学生只能在

教室外面等待。

有些学生开始厌烦走班，上课时故

意呆在原来的座位不动，影响了其他学

生的走班，使正常的上课秩序受到一定

程度的干扰。

一些学生课前准备不充分，上课时

忘带学习必需品，让他回去拿吧，会影响

所在班级的上课。虽然任课教师一再强

调，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些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千

方百计编造各种理由（比如最没有创意

也最理直气壮的“上厕所”），寻找离开教

室的机会。

据了解，分层教学成功的案例并不

多，而且集中在大城市的学校。

前段时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调研时，某小学校长现场汇报：“我校共

300多名小学毕业生，其中有150多名

学生让一些民办学校提前招收了。这些

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剩下的学生才去

当地划片的初中就读。”

因此，目前农村初中的学生，留守儿

童比例高，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教育，学习

自觉性和各方面习惯较差。一些教师感

慨：“我们A班学生的学习水平，还不如

某民办学校的中等生。”这样的评价是有

案例为证的，个别家长觉得孩子在民办

学校的学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把孩

子转回本地学校就读，成绩竟然一下跃

居年级前茅。

曾经以为分层走班可以打开一个新

局面，让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有所提

升。尝试半个学期之后，我们发现，它对

整个年级成绩的提升没有任何优势可

言，反而成绩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农村学校还不具备分层走班教学的

条件，只能是对城市

学校的一种效仿。想

以此走上坦途，不太

现实，只能中途叫停。

而回归行政班

后，走班留下的后遗

症，需要任课教师花

更大的精力去解决、

去弥补，这是当初始

料未及的。

农村学校离分层走班教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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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娘舅”
□衢州市尼山小学珊塘校区 楼雪仙

在学校里，学生之间小摩擦、小矛盾时有发
生。班主任如果不及时处理、加以引导，良好班风
就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每件事都去处理、势必会让
自己每天疲于应付，消耗太多精力，影响教学工作。

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钱塘“老娘舅”》节目是
知名的“和事佬”，许多难解矛盾都被他们化解。
这给了我一些灵感，于是，我从班里选出口才好又
深受同学信任的学生来当“小娘舅”，并教给他们
一些处理小纠纷的方法。

被称作“班级老好人”的吴学思最先加入“小
娘舅”行列，只要发生“世界大战”，他一出手，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一天中午，高华雄和谢羽希不知何故发生口
角，从你一言、我一语的小声嘀咕，演变为互不相
让的大声争执，最后上升为你推我搡的武力角
斗。只见高华雄发疯似的把谢羽希的文具扔了一
地，气急败坏的谢羽希则把高华雄的桌子板凳推
翻在地。现场一片狼藉，一旁学生见了，都担心

“战火”会烧到自己头上，纷纷躲避，隔岸观战。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的“小娘舅”吴

学思出场了。他先把两位当事人劝开，避免事态
进一步恶化。然后，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先把高
华雄拉到教室外面，拍着他的肩膀问道：“你是不
是君子？”

高华雄不知道吴学思葫芦里卖什么药，一
脸疑惑地望着他。

吴学思又不紧不慢地劝道：“俗话说，君子动
口不动手，我们男生就不能气量大一点，让一下小
女子？”当他说“小女子”的时候，故意扯着嗓子说，
高华雄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吴学思又趁热打铁和他说了一大堆道理。等
高华雄消停了一会儿，吴学思又马不停蹄地去劝
谢羽希，让她以后不要像个女汉子似的到处和人
吵架，要以和为贵……

终于，两个冤家都慢慢恢复平静，心平气和地
回到各自的座位上。

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就这样被吴学思以
三寸不烂之舌平息。

之后，我又培训了几名“小娘舅”走马上任，
也都干得风生水起。学生间只要发生小摩擦，学
生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找老师，而是找这些“小娘
舅”来主持公道。

说也奇怪，如今，不单单这几名“小娘舅”，几
乎所有学生都在自觉向“小娘舅”学习为人处事，
看到同学间发生矛
盾，都会主动上前劝
解。学生间的纠纷越
来越少，班级气氛也
越来越和谐，因为大
家都懂得互相理解和
换位思考了。

不会文本概括？就是没学好语文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汪水英 何玫晓

文本概括能力是一项重要的阅

读能力，是提取信息、形成解释、作出

评价、实际运用的能力基础，《语文课

程标准》在第二学段就开始明确提出

“能初步把握文章主要内容”的目标。

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对

六年级学生做了整体感知能力调查，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将主要内容和

次要内容杂糅在一起，不能提炼出主

干内容，文章内容概括不够准确。

学生缺乏这项能力，语文教师要

负一定的责任。很多教师在课堂上

忽视对课文的整体感知，将一篇文章

分析得支离破碎，或将课文内容概括

得极为笼统，草草带过，使得学生的

概括能力长期得不到培养。

为改变现状，笔者梳理了部编教

材，发现教材将“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作为语文学习要素单列出来，贯穿了

整个小学阶段，而且在编排时根据时

段做了有梯度的安排。

二年级主要是借助图片和关键

词句，了解课文内容；三年级学习段

落的概括，借助关键语句，上册要求

“理解一段话的意思”，下册过渡到

“对一段话内容进行概括”，然后是理

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把事情说清

楚的；四、五年级学习整篇文章的内

容概括，并提出多种概括方法；六年

级主要是实践运用多种概括方法，提

升概括能力。从初步了解概括方法，

到学习概括方法，再到运用概括方

法；从概括句子，到概括段落，再到概

括篇章，编排上体现了明显的层次

性、连续性和发展性。

部编教材对方法的指导非常细

致。先在单元导读中提出，将其方法

清晰地表述出来，在课后习题、略读

课文导语中再次强调，又在园地的

《交流平台》栏目中对本单元的概括

方法进行梳理、汇总、复习。概括方

法一脉相承，前后呼应，步步细化，先

学后做，由易到难，层层深入，符合学

生的学习规律。

统计已出版的教材（缺四下、五

下、六下），先后介绍了8种概括方法：

1.借助题目；

2.借助小标题；

3.借助关键词句；

4.借助图片；

5.理清起因、经过、结果；

6.抓主要人物事件；

7.梳理信息；

8.借助表格、示意图。

这些方法为学生提供多种脚手

架，不同文章、不同文体，学生可以选

择不同方法概括，提高了灵活度，又

降低了难度。

能力形成都需要通过反复训练，

部编教材遵循这个规律，单元与单元

之间、册次与册次之间，形成互相联

系的有机整体。

如“借助小标题概括课文主要内

容”的概括方法，在二年级第一次提

出，在同一单元中出现5次，后续在

不同年级的不同单元出现10多次。

通过对教材编排的解读，我们提

出以下教学策略：

1.句、段、篇，训练要扎实

不能仅仅停留在让学生数清楚

“有几句话、几段话”，而是要通过辨

析、交流，让学生思考单句、句群、自

然段、意义段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

系，由易到难，过渡到对整篇文章的

感知。

2.学、评、用，落实要到位

教材虽然提供了方法，但这些方

法对学生来说，还是很抽象的，在教

学中要将这些方法进一步细化，指导

到位。

可以用“小标题串联法”来指导训

练学习，先教学生把课文分为几部分，

再给每部分提炼小标题，最后用连接词

把小标题串起来。提醒学生提炼小标

题一定要简练，一般不超过10个字。

3.课堂评价要具体

比如，用“三要素串联法”来评

价，将文章分为起因、经过、结果，评

价时看学生概括的成果中三要素是

否完整。用评价强化学生对概括方

法的理解，促使训练目标的达成。

“精读课”中学生习得的方法，可

以到“略读课”中进行思辨运用，学生

阅读课外读物、独立作业命题时也可

以安排多次练习、反复实践。

在学习了多种概括方法之后，教

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比较、发现，在

阅读不同文本时灵活运用，选择合适

的概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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