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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骄 阳（楼主）
与学生们交往，学生常常

会教我怎么做事情。

课间休息，我找一名在外边

玩耍的后进生订正作业，他磨蹭

着不肯进教室。折腾很久才进

来，刚拿出数学作业本，他发现英

语老师来了，马上抓起一本本子

冲到英语老师那儿：“老师，这是

我罚抄的200遍。”

我纳闷了，我没罚他，是不是

他就觉得数学不重要了，可以靠

边站了？

课内5分钟课堂作业，部分

学生没完成。下课时，我说：“剩

下的作业请大家抽空完成。”

一名女生过来跟我说：“老

师，不是抽空完成，而是必须完

成。其他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我震惊了，难怪，学生已经

从我布置作业的口吻里感受

到：这项作业可以慢慢来。

教育，真的需要这么“霸

气”吗？

杨铁金
这是师生关系中经常会碰

到的问题。许多学生碰上弹性

（包括时间、数量、内容）作业，

怀有能偷懒则偷懒的态度，必

须靠规则与威权去压迫他们，

所以应该说“必须”“不能”等强

制性话语，而不该说“可以”“或

者”等。

清 心
要分数就得这样，不要分数那就慢慢

成长呗。

龙泉许东宝
教师要不要严？肯定是要的。该严

就是要严，该管就是要出手管。有些知识

该什么时候掌握，任务什么时候完成，不

能和学生讲条件。学生不把教师放在眼

里，教师的教学会很难组织。

dzh6024205
教师布置作业的口吻和学生完成作

业的效果，真的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最重

要的是学生完成作业后的检查力度，教师

检查作业的力度越大，学生完成作业的效

果就越好；反之，教师对学生完成作业的

检查力度小，甚至不检查，就等于怂恿学

生养成坏习惯。学生完成的作业，教师不

检查、不批阅，真不如不布置。即便布置

了，哪怕口吻再严厉，也会成为一杯没有

味道的白开水。

赵占云
教育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因

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人。教师布置作业

的方式更是一门艺术。例如，必须抄写几

遍、不写完会有什么后果等，这些过于强

势的方式，会让学生们将这项作业牢记于

心，不敢怠慢。虽然学生会按时、按量完

成作业，但心中却是非常抗拒的。

又如楼主所说的作业“可以抽空完

成”，这样一来，学生会将这项作业稍稍往

后靠，先完成其他认为要紧的。虽然学生

没什么心理压力也乐于接受，但是作业很

难按时、按量完成。

这两种口吻各有利弊。我认为，教师

布置作业，首先要确立有效的作业观，切

忌唯分数、纯功利的认识，少一些重复性

作业，多一些针对性作业，保证作业适当、

适量和适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进

取心；其次是作业需要有层次，可将作业

设计成“必做”和“选做”两类，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个体差异进行选择。

雷 恒
讲真，还真没有考虑过用什么口吻去

布置作业，但我有很多布置作业的方式。

我觉得教师还是要有点霸气，有点底气，

因为作业是培养学生习惯和责任心最重

要的载体。

龙泉许东宝
不要说学生层面的作业，就连教师层

面，有些任务该执行就是要规规矩矩去执

行，如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干好干差一个

样，好的也会向差的看齐，变得大家都差，

这项工作成效不就等于零了吗？

□沙 洲

这是今年夏天，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博物馆拍摄的一张照片。30多年来，这

个博物馆面向全国各地收集了海量的抗

战文物，但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并不是

这个方面的内容。这个场馆的休息区的

一角被一群孩子占据，平均年龄看起来超

过10岁，他们并不相识，因此同龄人之间

并没有交流。他们有的是跟着家长来接

受教育，有的是结队参加社会实践，但他

们却选择了在这里做同样一件事情——玩

网络游戏。他们人手一部手机，双手横屏

操作，有的还戴上了耳机，在虚拟世界里

如痴如醉。我想，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夏

天，一定也在其他公共文化场馆发生着。

朋友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要

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

部手机。”这样的论断一定扎着这些孩子

家长的心，他们真的想毁掉自己的孩子

吗？并不是。我在那里目睹一对母子之

间起了争执，母亲严厉要求男孩复述展板

上的字句，而男孩显得极不情愿，母亲便

以大义责之，后来两人就气呼呼走散了。

家长们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而是随着孩

子年龄渐长，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十

几岁的少年，是绝对抗拒有人硬摁着他的

头，强迫他去做一件哪怕是他喜欢的事。

我想，这样的亲子之争，在这个夏天，一定

也在很多家庭发生着。

该如何评价照片里的场景呢？是感

到忧虑——觉得正值青春盛年的中学生，

不能轻易地耗尽宝贵的暑假和易逝的韶

华，还是感到欣慰——觉得有这样庞大的

青少年消费群体，足以支撑起民族游戏产

业的广阔明天呢？

让我们来看另一张照片。这是浙江

省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唐彩斌前些年在英

国访学时所摄。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公

立小学，唐彩斌注意到，学生们课间在玩

耍的同时，也会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校园各

处，随时随地地阅读，或者分享阅读成

果。在这些英国小学生的概念里，玩耍和

阅读之间没有界限，它们都是让人感到快

乐的。

这是唐彩斌信手拍得的诸多照片中

的一张。两个女孩在一个不起眼的旮旯，

在水泥地上席地而坐，头发和衣衫显得有

些凌乱，却更显出她们阅读时的聚精会

神。最让人吃惊的，是右边这个女孩膝上

书的厚度——相当于两本很厚的书，足以

令我们的同龄人甚至成年人感到畏惧。

她们对这本书所抱持的态度，与对左边这

个女孩膝上的玩具是没有差别的。

爱护书籍，尊重书籍，同时又能亲近

书籍，这是阅读时人与书籍之间的理想关

系。反观我们在做阅读推广活动时，很多

时候与书籍是隔膜的。首先，我们把书籍

存在的意义无限神化，主要是引用百年以

上高龄名人的鸡汤；接着，把阅读者从大

众中分离出来，主要方式是在正式场合给

阅读者授奖，以及在非正式场合无心地表

露对阅读者的排斥，比如在大家都在聊天

的场合，一个人读书是不合群和尴尬的；

最后，是将阅读行为仪式化，似乎只有在

雨天、假期，在一杯清茶、一灯如豆等浪

漫、悠闲的环境和心境下，才适合进行阅

读，这其实给了很多人一个放弃阅读的理

由——因为忙，所以没有整块的时间。

结果是，人与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

大，隔膜越来越深。

但在唐彩斌的照片里，我们却看到，

阅读应该是随时随地的，可以放下玩具就

拿起书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碎片时

间，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整饬。我想，这样

潜心的阅读，一定也在英国其他孩子身上

发生着。

对比这两张照片，我想找一找这差异

背后的原因。全世界的未成年人同样是

被关在“象牙塔”里，接受本国教育体系下

最严格的训练。因此，如果未成年人的某

些特质出了问题，他们置身其中的教育环

境或生态中的某个环节一定出了问题。

一两张照片反映出的仅是冰山一角。

在英国，阅读是学习的一种主要方

式。虽然在中国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理解

的，但实际上中国人的学习并不靠阅读在

运作。

中国学校的学习方式是“教师讲解+

学生刷题”，甚至在语文试卷中有一种被

称作“阅读题”的题型，它跟阅读基本上没

有多少相关性，平时阅读量大、理解力强

的学生未必就能拿高分。这跟数学天赋

高的学生未必能在数学考试中拿高分是

同一个道理。要在考试中拿高分，不是靠

天赋，更不是靠阅读，而是通过短时间大

量刷题。

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本质，它把手段

（考试）当成了目的（成长）。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革命性转变之一，

是教师不再把课外书称作“闲书”，甚至当

年的学生因偷看而被罚站的金庸武侠小

说，也堂而皇之进入了语文课本。但“刷

题+应考”的成功途径并没有变，而且极

有可能长期难变。

阅读虽然在理念上被认为是重中之

重，但学校给教师做培训，首选项目还是

上公开课；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主要还

是靠优质的题库，阅读任务就算有也一定

居于末位。

由于学习的主要方式没有变，几十年

过去了，课外书在本质上仍是“闲书”，教

师和家长允许孩子读书的目的，很多时候

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提高素养，而是为了防

范更让人忧心的电子产品。

教育者自身如果是应试教育下的“成

功者”，就很难摆脱应试教育的思维，就会

用一种功利主义心态来看待阅读及其他

学习——超出考试范围的任何学习都是

吃亏，不能空耗精力在不考试的科目上。

虽然阅读的地位不算低，被纳入了正

式的教学内容范围，甚至在考试中有了属

于自己的题型，但恰恰因为此，反倒很有

可能不再受学生青睐。因为就像前文讲

的，没有人愿意被人摁着头，去做一件哪

怕是他喜欢的事。

然而，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包治百病

的灵药，英国教育中以阅读为主的学习方

式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在1939年的英国电影《万世师表》

（Goodbye, Mr. Chips）中，展现了当时

英国的语文课堂：学生自由阅读整本书，

并交出essay（读书报告），教师的职责仅

是监督课堂纪律而已。但影片中出现的

闹学的场景，如学生不断提出古怪问题刁

难教师等，说明这种授课方式对教师能力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且由于教学目标多

元（涣散），使得课堂效率极其低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这种以阅读为主

要方式的语文学习在一些西方国家仍然

屹立不倒，只是更加强化了教师的指导作

用。而近年来，在“中国式教育”的冲击

下，英国书店里出现了成堆的中文原版教

辅图书，出版社的英文版中国教辅图书生

意做得顺风顺水。

但是，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

些发往英国的教辅图书内容仅限于数学，

这是英国人下定决心要改革的基础教育阶

段学科。而在人文学科的教育领域，英国

人并不准备引进中国经验，他们依照传统，

把整堂课“浪费”在阅读他们引以为豪的乔

叟和莎士比亚上，“浪费”在撰写essay上，

“浪费”在解读文本和阅读分享上。

至少书籍对于英国人仍然有天生的

亲和力，英国人捧读一本书的时候没有任

何违和感。这是各国教育改革中，英国对

中国的“入超”，而不是“出超”。

对此，我们真的打算继续维持现状吗？

从两张照片看阅读教育

□平湖中学 沈亚玲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发展，我们每
天从多种媒介接受铺天盖地的信息，如何甄

别其真伪却成了难题。

自媒体时代赋予了公众信息生产的能

力，在没有专业新闻审查的条件下，仅依据

个人好恶和素养生产信息，加上博人眼球、

行业竞争、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信息过分

追求新奇，难免不实。作为成年人尚且真

假难辨，何况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和判断能

力比较欠缺的未成年人了。近年来，学生

被虚假信息欺骗的事件屡见不鲜。高中生

处在生理和心理的急速成长期，自我意识

增强，但情感和情绪还未稳定，容易被事物

的外在现象误导。

那么，如何指导学生快捷地辨别假象，

避免受错误信息的干扰呢？

1.搜寻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遇到不确定的信息，首先要想一想：信

息发布的渠道有公信力吗？如果这类信息

只是在论坛、贴吧、博客、微博、个人公众号

里出现，并没有一家正规媒体发布过，它的

真实性就很可疑。前几年，网上疯传关于

“食物相克”的文章，“什么和什么同吃相当

于砒霜”之类的字眼很夺人眼球。央视3·15

晚会曾专门就此辟谣。而这些虚假信息的

来源，往往都是一些营销账户。

2.确定新闻要素的真实性

新闻不同于文学创作，报道中的每一

个细节都必须合乎客观事实。有些信息故

意忽略、模糊时间、地点这些要素，夸大细

节，很有可能是虚假的。2018年有一则报

道《大学生破解彩票漏洞获利380万被取

消保研名额并获刑》，文章详细介绍了张某

如何计算出博彩网站的漏洞，并晒出了聊

天页面。这则报道没有具体的人名、地名

和单位名称，后被证实是假新闻，3张配图

也都是盗用的。

3.了解信息内容的完整性

一般而言，来自权威媒体的信息内容

更为完整。一些网站往往断章取义，截取

文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转载，并换一个标题

耸动视听，不仅完全曲解原意，甚至还生

发出题外之意，引得多家网站和公众号的

转发。我们的观点和情绪不要被“标题

党”诱导，应该冷静下来追溯来源，读完原

文，了解信息尽量全面，发表观点才能有

理有据。

4.遵循事实内在的逻辑性

有些新闻看起来很有“爆点”，但不耐

深究，因为不符合基本的逻辑。2017 年

“十大假新闻”之一的《辛东彬狂妄叫嚣：

只要乐天打点折，中国人就屁颠跑来买》，

只要稍加推断，作为一个正常的生意人，

会用这样的话来挑衅自己视为上帝的消

费者，毁掉自己的生意吗？生活中的确有

很多戏剧性的事件，但仔细分析每个细节

也应该是合理的，而在虚假信息中会发现

很多漏洞。

5.谨防信息中的语言陷阱

阅读时要注意语言背后的意思。有时

候，多一个词，少一个词，意思千差万别，迷

惑性很大。比如说“上季度某地中心城区

房屋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与“上季度某地

区房屋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意思不同，

“地区”所表述的范围具有弹性。有些信息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选择性地提供对自

己观点有利的素材。

除了以上方法，还可以引导学生利

用学科知识、实验推断等办法辨别信息

真伪，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不轻信不盲

从的质疑精神，运用批判性思维，养成独

立思考的能力。

□海盐县秦山小学 陆秀敏

刘勰《文心雕龙》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没有阅读，就
没有个人心灵的成长、精神的发育。小学是培养学生阅读的最佳时期，然
而，许多学生不爱阅读，教师对学生课外阅读不够重视。上学期，我新接了
一个班，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我和学生签订了
一份学期“课外阅读合约”。

说是合约，其实就是一份阅读计划书。
学生是甲方（阅读方），教师是乙方（监读方）。甲乙双方约定：甲方愿

意在乙方监督下完成课外阅读任务，时间为一个学期。经双方协商，订立
协议如下，以备共同信守执行。

甲方须履行以下条款：
①参加学校12本课外书目的阅读考核，争取达到“优秀”等第。
②每天保证从晨间、午休、睡前抽取半小时投入阅读，不能间断，若有

特殊情况一定弥补。
③每天读5~10页，争取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书。
④每周完成读书笔记2篇（形式可以是摘记、片段赏析、读后感）。
乙方须履行以下条款：
①监督甲方阅读全程，并给予相应指导，包括好书推荐、读书笔记点评。
②及时批改甲方阅读作业，并第一时间反馈。
③及时联系甲方父母以获得一手情况，行使监督职责。
④若甲方实现阅读目标，乙方要给予甲方学期课外阅读成绩“优”的评

价，并给以相应的物质奖励（有一定金额限制），奖品由甲方任意挑选。
所谓合约，是建立在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署之后能约束执行人

的行为。这看似成人之间的规则，使学生倍感新奇与重视。他们内心藏着
对成长的热切期待，渴望像大人一样进行自我安排。

在与学生签订合约时，针对不同学生，对部分条款可作一些相应调
整。如书目选择可灵活一些，除学校规定的书目外，甲方可以选读自己喜
欢的书籍。每周完成的任务可适当增加或减少，以保护阅读的积极性。

这样，在双方自愿协商的条件下，不同的学生都能得到“优”，这看似
“不平等”，却恰恰体现了对不同学生的关怀——跳一跳，都能摘到桃子。
要让不同个子（阅读层次）的学生，跳起来
（经过努力）都能触碰到桃子的位置（阅读
目标）。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施，我们班学生的阅
读动力和成就感大增，在全校期末课外阅读
成果展示活动中大大地表现了一把，在“遨
游书海”“采花酿蜜”“名著风采”等几个项目
中风采出众。

课外阅读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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