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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张祖庆

双休日，我和几位朋友在满觉陇

景区一家超市买水果。买了两斤黄

瓜、一个哈密瓜，准备再买几个凤梨。

老板娘说：“凤梨和菠萝各剩一个，要

不要各买一个？”

朋友笑问：“行，你得告诉我们，凤

梨和菠萝怎么分别？”

“哈，这不简单？凤梨是十八岁的

姑娘，菠萝是三十岁的妇女。”老板娘

笑道。

这说法，新鲜、会意。

说着，老板娘三下五除二把凤梨

和菠萝削好，各自分装。

“你看，这就是凤梨，嫩、白；这个

呢，就是菠萝，硬、黄。”

虽说用姑娘和妇女来打比方，有

点对女性不敬，但你还别说，话俗理不

俗，凤梨和菠萝我们一直傻傻分不清，

经她这么一说，从此一清二楚。

凤梨白，菠萝黄，不会再弄错。

说完，老板娘忙别的去了，让我们

自己削哈密瓜。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惯了，一个哈

密瓜折腾得我们手忙脚乱。

老板娘过来，又和我们开起了玩

笑。见面五分钟，就像老熟人。叽叽

咕咕，说个不停。

朋友在一旁打趣：“哈哈，你别买

个水果，弄得老板娘对你……”

“哈哈，你放心，我这么难看一人，

怎么会被你们看中……”朋友话没说

完，老板娘心领神会，像排演过似，话

头接得天衣无缝。

众人笑翻。这老板娘的语言表现

力和敏感力，比优秀的语文教师还厉害。

超市老板娘，靠嘴巴吃饭，在做生

意过程中磨炼语言；相声小品演员，靠

嘴巴吃饭，在训练和表演中磨炼语言；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也靠嘴巴吃

饭，则是在上课过程中磨炼语言。

磨炼语言的途径还有很多。著名

作家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锤炼，他在

不同文章中反复提到：“怎样学语言？

随时随地。首先是向群众学。只要你

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

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

到几句很好的语言……语言是要磨炼

的，要学的。”

尤其是语文教师，一定要有简洁、

形象地表述事物的本领。这种本领，

除了天赋，主要有两大修炼途径：一靠

阅读积累，二向生活学习。

阅读是修炼语言的好途径。语文

教师必须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从典范

白话文和典雅古诗文中学表达。遇到

精彩的语言，要及时摘记、背诵。不少

学者提及自己的读书经历时，都论述

了摘记的重要性。这些摘记的文字，

能够感动、滋养、激励一个人，也能够

陪伴着一个人，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很多作家的成功都证明了，有意

识的摘记是学习语言的一条捷径。

除了摘抄，语文教师还得向生活

这本大书学习语言。生活五彩斑斓，

语言多姿多彩。语文教师要善于走近

底层劳动者，学习他们通俗易懂、形象

生动的表达方式。

刚工作不久，我曾有意识地向我

们村的语言大师老毛先生学过一段时

间的方言。

老毛先生是村里的孤寡老人，从

我记事起，老伴便过世了。他靠卖糖

果为生，到学校门口以及露天电影院、

戏场摆摊。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料想

也赚不到什么大钱。

我记忆最深的是，老毛先生无论

和谁攀谈，说得最多的就是“老话讲”，

嘴里经常会蹦出一串极为鲜活生动的

谚语、歇后语。

很多话，我已经记不住了。我曾

经花了半天时间，蹲在他低矮的小屋

里，用“洋夹土”的语言记录在本子上，

并常常翻阅，偶尔还会在课堂里蹦出

一两句，逗得学生哈哈大笑。可惜，搬

家时我把这本子弄丢了。

我只能凭记忆，去搜索他当年和

我分享过的一些精彩话语——

“吃功本地早，讲功饭店嫂”，说的

“本地早”是一种橘子，好吃，而饭店里

的老板娘，口才好；

遇事棘手，讲成“生猪头难拆”；

分点小利，说是“蟹脚钳掰只”；

“老鼠尾巴生度毒”言轻微之疾，

小题大做；

“鸡子壳里拜道场”说不好施展，

场地太窄；

“鹅一声，鸭一声”——群情激愤；

“钉打钉，铁打铁”——寸步不让；

“乌龟背石板——硬碰硬”——没

有回旋余地；

“放白屁过钱塘江”——空话连篇；

“亮对亮，被絮袋布帐”——彼此

彼此，争高低自揭短有何益？

这些方言俚语，多用比喻，形象生

动，令人忍俊不禁。

老毛先生挂在嘴边的方言俚语

中，不少是跟农时和天气有关。比如

“三月三，辣螺爬上滩”“初一十五鸡鸣

涨，涨到岙里天度亮”“冬风割肉，春风

搜骨”“稻黄一泇，麦黄一夜”“一日落

雨一日晴，滴滴答答到清明”“十二月

南风正月雪”“夜开天，独日晴”“六月

盖被，有谷无米”……

谁说识字的人就有文化，不识字

的人就没有文化？说来也许你不信，

老毛先生其实不识字。这些口耳相传

的语言，他凭自己的听力、记忆力和理

解力，运用自如。

在我看来，老毛先生肚子里有文

化。他的文化，藏在他说的话语中。

正如汪曾祺说的“语言本身是一个文

化现象，任何语言后面，都有深浅不同

的文化积淀”。

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文化，一

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学习语

言，就是学习文化。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教师

应该成为语言高手。

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博大的文

化传承给更多学生，这应该是语文教

师的天职。

语言素养应该是语文教师最核心

的素养，语言素养比文凭更重要。

但相当一部分教师的语言表达

是不过关的，不少场合的互动环节，

有些教师常常站起来说个老半天，啰

里啰唆、拖泥带水，无法把问题提清

楚。这样的语文教师怎么可能把语

文教好呢？

所以，语文教师要做一个有心

人，要好好地读生活这本大书，向超市

老板娘学，向保险推销员学，向导游

学，向广告学……久而久之，也许能练

就“三寸不烂之舌”。

当然，学习口才，绝不能只停留在

技巧层面。“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

者为之器”，既要学习

具体的表达技巧，又

要通过广泛阅读，提

升文化内涵，拓展精

神疆域。外练技巧，

内修思想，方能“内外

兼修”“剑气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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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和军（楼主）
我们要求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

期）班主任的家访率达到100%，如果是

在以前，去学生家里家访还比较容

易。因为学校规模小，学生住得比较

近。但随着新农村改造、城中村拆迁，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住得越来越

分散，一个上午往往走不了几户家

庭。我觉得班主任可以利用家长接送

孩子的机会“家访”，再加上通信手段的

多样化，家访的形式完全可以多样化。

伊 人
在没有手机的时代，家访是实实

在在的。从步行到骑自行车，到驾驶

摩托车，到开汽车家访，可见时代的进

步。而今只要目标达成，家访采用哪

种方式都行。

龙泉许东宝
现在通信技术发达，完全可以利

用视频家访，了解学生的在家情况，向

家长介绍学生的在校表现。如此，为

教师节省很多时间，减轻教师负担。

而实地家访，可以了解学生的真

实情况：家庭成员、生长环境、居住位

置等。教师亲自登门拜访，尤其是去

较偏僻的山区，家长不知有多感动，对学校教育也会

更加支持，教师的工作就能更加顺利地开展。

伊 人
现在家访还需要拍照留存，填写记录单，报给政

教处。

孙有新
在新时代，家校沟通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电

话家访、视频家访，也可以邀请家长来学校访问。不

同的方式各有优点和不足，但是传统家访的优点是

其他方式所无法取代的：教师走进学生的家庭，能较

为全面地掌握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在家学习情况，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家庭感受到教师的关心，拉近师生、

家校的心理距离。

培红吴旭勇
家访可以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如果是全班学生

存在的共性问题，可以采取微信群聊、微信家长会等

手段进行告知，让家长在家采取教育措施。但如果

是学生存在攻击他人、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习惯的，

需要教师走进学生的家庭，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

以便采取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灰灶猫
家访的目的首先在于与家长建立良好的家校关

系。上门家访，不仅是简单地了解一些情况，更是拉

近教师和家长距离的一条途径。特别是目前科技手

段比较发达的时代，上门家访更是宝贵，对于一些特

别需要关注的学生，上门家访是不可或缺的。

李恒良
虽然教师都在按学校和教育局要求，进行全面家

访，并拍照上传，将书面材料留档。但在实际家访中，

却碰到不和谐的一面，有的家长工作忙，有的外出不

在家，有的在棋牌室打麻将……在交流中，他们也只

是应付一下，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倒是现在通信发

达，微信、QQ、电话等可随时随地联系家长，再加上小

学生基本上都是由家长接送上学，当面交流起来也方

便。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集中进行上门家访。

雷 恒
何为家访？不到家里自然算不得正宗的家访。

家访好处很多：了解情况、增进交流、促进沟通、加深

情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家访也在悄然发生变

化。记得十多年前家访的时候家长们很热情，近几

年家长们也很“热情”，但“热情”里似乎有越来越多

的尴尬。教师能隐隐地感觉到，家变得越来越私密，

所以家长们对教师家访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阿 国
家访永不过时：一显真诚入情，融情更入理；二

更细致入微，见微更知著。

dzh6024205
家长接送孩子上学，都跑到学校门口了，还不与

教师打个招呼？行走途中偶遇的瞬间，是家访最美

好的场合、最幸福的时刻。教师心中有学生，家长心

中有孩子，学校和家庭就有了结合点，抓住了这个结

合点就等于找到了家访的“家”。

虹 彩
当然要去家里，不然你永远想象不到这个学生

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作业，他的家人在教师面前表

现出的对他的关注度是否属实。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开学初，我提名两位学生竞选
班长。经过投票，两位候选人只相
差两票，票数很接近。如果仅仅以
两票之差，把其中一位筛下去的
话，一定会影响她的自信心。

怎么办？我灵机一动：何不组
建两支班干部队伍呢？

于是，我对学生说：“票数这么
接近，两位都当班长吧。”

“一个正，一个副吗？”学生问。
“不是，两个都是正的。”
学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解释说：“我决定组建两支

班干部队伍。每支队伍由班长、学
习委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劳动
委员和宣传委员六人组成。除班
长外的五个职位人选，由班长自己
定，组建自己的团队，明天把名单
交给我。”

第二天，两位班长把“组阁”名
单放在我面前。当天午休时，我让
两位班长向全班学生介绍团队成
员，解释选择这些学生的原因。

随后，我宣读各个岗位的职
责，并发放岗位牌。

两支班干部队伍实行轮换管理，一个月轮
换一次。在一支班干部队伍工作时，另一支队
伍进行监督，指出执行过程中不足和需要改进
的地方。

当然，如发现另一队有好的地方，也应该借
鉴，为己所用。

每月末最后一节班队课，我都会安排交
接仪式。

仪式分三步。
第一步，让当月轮值班长进行工作小结，回

顾一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可以说说一个月中
为班级、帮同学做了哪些事；可以说说哪些事做
得好，哪些事留有遗憾；也可以给下个月轮值的
队伍提出建议或希望。

第二步，民意测评。让全班学生进行投票。
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认可他们的工作，我会
发一张“优秀团队合作奖”给他们。同时，选出一
到两位优秀班干部。

第三步，岗位牌交
接。本月团队取下挂
牌，挂在下月团队成员
的脖子上。

实 行 几 个 月 以
来，效果不错，很受学
生欢迎。

语文教师向超市老板娘学什么

两
支
班
干
部
队
伍
轮
值

宁波市镇海区精英小
学充分利用校外科普基地，
引领学生开展科学综合性
学习。前不久，该校绿色环
保110社团的成员开展了
“污水的调查与研究”的项
目研究，并走进污水治理场
参观。在近日举行的一次
成果汇报课上，该社团的成
员用自制的工具对污水进
行处理，让大家亲眼见证了
污水怎样变为净水。图为
该校科学教师朱涛和学生
一起检测处理后的污水的
相关指标。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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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推动研究成果加快转化落地生根

“余村经验”开始叫响全国，而沈月娣并没有

就此止步。她又带着问题和思考，先后多次来到

余村，对余村推进“三治融合”、加强和创新乡村治

理的有关具体做法和特色经验、其对全省及全国

的示范推广价值进行了深化研究。此后形成的一

系列成果，先后获得浙江省政协主席葛慧君，浙江

省副省长王双全，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

秘书局局长吴宏耀等的批示肯定。

在调研实践中，沈月娣感受到，研究的目的在

于应用，学者的学术情怀和学理探索要有效回应和

解决现实问题。为此，她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对

接联系，服务并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和落实。

“余村经验”是浙江乡村治理的生动缩影与鲜

活标本，因而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和旺盛的生命

力。令人欣喜的是，浙江省加大了“余村经验”宣传

推广力度，在实施《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中推广运用“余村经验”，推进乡

村治理现代化，加快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湖州市

以“余村经验”为示范，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高质

量打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由湖州市委、市

政府申报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余村经验”》，在

2018年第五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评选中荣

获十佳创新奖。2019年，湖州市委专门出台一号文

件《中共湖州市委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广

“余村经验”大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实施

意见》，全面推广乡村治理“余村经验”。

“余村经验”是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示范样

本，能否引入标准化的手段和方法，对其进行标准

转化，更加便于其他地方学习借鉴？通过深入调

研，沈月娣提出要以标准化理念总结固化“余村经

验”，加强乡村治理领域的标准化探索。王双全充

分肯定了她的建议，并为此写下大段批示。以这

一课题成果为指导，安吉县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湖州市

全面部署开展美丽乡村民主法治标准化建设，组

织研制了全国首个民主法治村建设的市级地方标

准《美丽乡村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命名了首批8个

“民主法治建设标准化示范村”，推动乡村治理标

准化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随着沈月娣的理论文章

《余村所创造经验的典型意义与时代价值》在今年

1月4日的《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余村经验”受

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沈月娣出身农家，与农村、与农民群众有着天

然的亲缘，坚持“用脚底板做学问”。从大学校园

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虽然有辛苦、有付出，但更

有成果、有收获。

潘文革说，沈教授长期持续深入关注余村的

探索实践，研究成果扎根乡村、很接地气，既是对

余村以往乡村治理做法经验的系统梳理和深刻总

结，也为余村继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提供了理

论指导。

随着一项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调研成

果不断推出，在基层做调研、为“三农”做学问的意

识在沈月娣心中长成参天大树。她始终牢牢记得

2018年5月葛慧君在她成果上所作批示的内容

“余村乡村治理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宣传”。眼

下，她手头还在做着深化修订制订村规民约等“余

村经验”相关课题的研究。

沈月娣认为，“余村经验”是一座“富矿”。“我

很清楚也很庆幸自己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时候，

为研究‘余村经验’作了点基础性、铺垫性的工

作。接下来，我还会深挖这座‘富矿’——服务乡村

振兴需要，让更多社会科学成果落实落地！”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