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 琳

我所在的学校是丽水市莲都

区最偏远的小学，从城区到学校，

要途经 300 多道弯，学生人数稀

少。学校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云雾

缭绕，是一所典型的“云上学校”。

家长群体中，部分学生的母亲来自

偏远外省尔后又没有长居当地，留

家父亲基本没有教育能力；还有

15%的学生家长因各种缘由外出，

孩子由爷爷奶奶照看；双亲都在身

边且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仅占

5%。可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这

里几乎是无迹可寻。先前学校也

做了一些尝试，如召开家长会、举

行家长开放日等，家长茫然而木讷

的表情表明这些方法收效甚微。

但山区家长的淳朴和善良，以及期

盼孩子读好书改变人生命运的愿

望依然让我们这些山区教育工作

者看到了希望。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破当

下城市教育中精细化家校合作的

观念，基于教育活动赋予人成长的

美好理念，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

开展活动？我们的教育倡导体验

式教育，那么也可以带领山区家长

来体验教育活动，参与孩子的成

长！因而，我们从各个层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

亲子活动为山区体验式家校
合作增效

本学期开学初，我们和宁波一

家专门做亲子教育的校外机构合

作，邀请他们为山区的学生和家长

开展一次制作小鸟的公益亲子活

动。刚开始很担心来的家长会比

较少，但所有的家长都来了。课堂

上，家长和孩子齐动手，粘的粘，贴

的贴。孩子体验到和家长一起制

作的快乐，家长体验到参与孩子学

习过程的重要性。最后，当学生们

展示和家人一起制作的劳动成果

时，纷纷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到了运动会的季节，我们又决

定把这次运动会做成亲子运动会。

峰源是山区，抬眼低眉处都是

竹子，因此学校因地制宜地打造了

“竹韵文化”。我们就让亲子运动

会和“竹韵文化”相碰撞，碰撞出山

区孩子童年的欢乐，碰撞出山区家

长对教育的认同。

六大板块游戏就这样“诞生”

了，分别是竹箭射靶、竹球投篓、同

舟共济、齐心协力、扁担挑水和快

乐拔河。这其中，有5项是以竹子

为载体设计的。竹箭射靶中的箭

和弓是用竹子制作的，竹球投篓中

的球是竹子编成的，同舟共济是

两人一组同踩在竹板上进行小

组接力赛，同样是接力赛的

扁担挑水用的是竹制扁担，

挑的是竹筒……

活动中，每一名学

生都和他（她）的家长

组成一个游戏小组。

第一个游戏是竹箭射

靶，学生们跃跃欲试，家

长们颇为羞怯地拉弓，而后

亲子齐心协力拉弓射箭。到

了同舟共济环节，家长们就完

全放开了。“一二一，一二一，加

油！”只听见家长为孩子加油，孩子

为家长加油，操场上的呐喊声此起

彼伏。最后的拔河比赛，原本只需

要6位家长参加，但家长们自发地

全部上阵。那天，秋日阳光温煦，

打照在家长和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上，连山风也动容。

教师们也异常激动。在这里

工作了3年的教师吴一卉说，近

3年因学生数锐减，校园里已经

太久没有出现这种团体竞技带来

的欢腾气氛了。一位家长激动地

说：“谢谢学校，让我们有了这么难

忘的活动。”

山区的家长只能用质朴的语

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从他们的眼

神、表情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激

动，他们对教育活动的认可，以及

对自己的孩子在这里成长的那份

放心。

家长教师制让山区体验式家
校合作赋能

山区家长的素养虽然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也有自身的

优势：有些家长动手能力极强，有

些家长农耕很厉害，有些家长对

美食很有研究等。我校就聘请这

些家长作为学校乡村少年宫的授

课教师，本学期分别开设了竹制

创客和趣味手工课，外派一名教

师协助管理。

这学期接到任务的两位家长

都非常用心，每次都提前一星期就

准备上课的内容，购买材料、设计

样稿等。开课的叶承浩爸爸告诉

我，为了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更好地

理解所讲授的内容，他花了好几个

晚上绘制了制作竹蜻蜓的草图。

那一刻，我感动极了。这样的家校

合作模式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学生

们的课余生活，弥补了山区年轻教

师技能不足的短板，而且让山区家

长们体会到如何做教育。

班主任妙招让山区体验式家
校合作放彩

给予家长最直观的体验和感

受，激发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度

进而改变他们的教育观，是我们的

初衷。但仅从学校层面进行激发

还是不够的，班主任和家长是最亲

密的伙伴，如何通过班主任让家长

参与和体验更多的教育活动呢？

利用影像传达教育日常。四

年级班主任朱家宣将每名学生一

学期的日常拍成一张张照片，其中

有学生获得成功时的喜悦，有专心

阅读时的瞬间，还有参加团体活动

时的雀跃……到期末时，朱家宣把

每一名学生的照片集制作成小视

频发给家长。家里的爷爷奶奶看

到自家孩子在学校的点点

滴滴，都非常开心；少数一直

对自己孩子不闻不问的家长，

看了孩子的视频后，主动打电话给

班主任，表示以后会积极配合老师

教育好孩子。

发动家长参与教育日常。虽

然山区的家长不能像城市的家长

那样可以参与许多活动，但还是有

一些活动是他们可以干而且能干

的。比如班级的大扫除、劳动实践

等。三年级班主任李挺每次都邀

请家长，请有经验的家长传授技

巧，劳动结束后还请家长和学生一

起分享劳动过程中的快乐和收获。

山区体验式家校合作拉近了

山区家长和学校的距离，让教育在

山区的家长中变得可感知、可触

摸；开拓了家长和孩子精神交流的

深度和广度，让山区家长和孩子的

成长对话不再仅仅停留在吃饭、穿

衣等单调的日常中，朝着“我的成

长有你深度参与，有你我牵手合作

的美好”的方向迈进。

（作者系丽水市莲都区囿山小
学峰源校区校长）

□周燕娜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每个上学日的早上，我习

惯于站在校门口，除了关

注接送的安全有序，还要

尽量能够和每一名到校的

学生打招呼。

有一次，一位一年级学

生家长走过来特意问：“校

长，不是应该学生先和你打

招呼，怎么我看总是你先打

招呼呢？还有些学生不叫

你，你也要去叫他们或者摸

摸他们的头，并弯下腰去交

流呢？”

一时有点惊讶。回办

公室的路上，我在脑海里自

我追问，我们为什么先要和

学生打招呼？我想到从两

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 什 么 要 教 学 生 打

招呼？

办学伊始，学校就把礼

仪交往纳入重点课程，制定

了学生在校礼仪交往的内

容、要求，教育训练的重难

点、评价方式等。其中，教

师们一致认为，礼仪教育要

做好，应从学生进入校门口

的打招呼开始。我们知道：

各种不同形式的打招呼表

示的是打招呼人与被打招

呼 人 之 间 的 一 种 交 往 关

系。如果遇到熟人不打招

呼或者别人和你打招呼你

装作没听见，都是不礼貌的

行为。打个招呼发生在瞬

间，但影响却久远。打招呼

是人们见面时最简便、最直

接的礼节，可用于在公共场

所相见时，彼此向对方问

安、问好，致以敬意或表达

关切之意。

小学作为学生养正的

起步阶段，文明礼仪的引导

熏陶就显得尤为重要。“三

岁看老”的古语也告诫我

们，小时候习得的礼仪训

练、行为习惯对学生的一生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要倡导、践行教

师先和学生打招呼？

在成人的世界里，先打招呼是主动的表

现，是热情的象征，也因此获得了人际交往

的主动权。尤其教师面对的是广大学生。

当教师面带微笑，眼睛看着学生，主动和学

生打招呼，学生就会体验到一种被重视、被

关注的感觉，接收到教师传达的善意。

从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开始，学校里的每

一个人，不管是校长还是教职工，如果都能

够面带微笑，平等、主动地和学生打招呼，即

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感来表达对学生的尊重、

接纳，更是在以身示范中默默传达“尊重他

人的重要性”。学生在充分感受到这种善

意、尊重后，会自发地模仿，慢慢就变成了一

种习惯。

前不久，另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主动联

系我，隔着电波就能感受到她的欣喜：“校

长，我家女儿在学校上学一个多月，太喜欢

这所学校了。女儿现在特别有礼貌，知道爸

爸回家了给爸爸放鞋子归位，出门给爸爸拿

好包还道别，她爸爸笑得眼睛都眯成缝了。”

打心眼里说，每次听到家长这样正面

的反馈，我都会不由自主松一口气，“幸好，

没有辜负”。当然，我们更要在肯定中保持

一份理性和反省，我们真的做得有这么好

吗？对于每一位家长的信任、期待，对于每

一名成长中的学生，我们尽力而为付出真

心了吗？

教师很平凡，却又很不平凡。教育不

能创造什么丰功伟绩，面对着却是千千万

万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事关着国家未

来的人才结构和素养。自觉的行为，需要

后天适当的培养，而我们教师首先要有一

份自觉的意识和担当。我认为，主动和学

生打招呼事小，折射的教育理念却一点也

不小。尊重、爱护学生的天性，让学生的自

由、规范、文明建立在教师的自律、自觉上，

这是学校的使命。

教育的力量，心灵的唤醒，就是在这样

一个个“小小的”打招呼中生发，激励着我

们孜孜以求，常怀谨慎宽容之心对待每一

名学生。

（作者系舟山市南海实验学校长峙小学
校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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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视 点点

□蔡 伟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正全力开

展“名师工程”，以实现快速培养“大

国良师”、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

的目标；各报纸杂志也致力于宣传名

师培养与教师专业发展……有人反

问：要学做名师干什么，就为多几个

荣誉或者多几个钱？

我说，你想多了，也想浅了。

众所周知，很多荣誉的获得是需

要通过层层投票评选的，并不是谁想

给谁就能给谁的，也不是谁想要就能

要到的。可以说，绝大多数名师都是

实至名归的。那些加入到名师培养

队伍甚至已经被评为某个层面名师

的教师也得到了广大基层教师的尊

敬。我认为，只要当了教师，就得有

名师意识，就得朝名师的目标去努

力。理由有千万条，但归根结底有如

下四条：

一为学生。俗语说：“名师出高

徒。”“名师出高徒”有两个原因：一是

名师学养深厚，教法创新，弟子习之，

自能举一反三，所得颇丰，进步神速；

二是名师资源丰富，德高望重，在其

门下，成长发展的机会自然就多。不

但如此，尽管学生毕业后与老师的关

系已经不大了，但没有一位学生希望

自己的老师是庸碌之辈。如果学校

是名校，老师是名师，学生到哪里都

会自豪地说一声“我是某某学校某某

老师的弟子”。例如我带过的高中班

级开同学会时，都会参观一下母校的

校史馆。在名师栏上他们看到我的

照片和简介时，就会自豪地大呼：“快

看，这是我们的蔡老师。”其实，我不

过是评上特级教师又做了个高校教

授而已，离真正的名师还差着十万八

千里。但这已经足够让我那些二三

十年前毕业的学生兴奋一阵子了。

学生们以我为荣，我唯有更加努力，

多出一点“名”，以不负他们的自豪。

二为学校。名校之所以有名，一

为有名生，二为有名师。而名生的多

寡，关键看名师。因为有名师，优质

的生源与教育资源就能得到保证，名

生也就越多，成长得也更快。因此，

说一位好校长代表了一所好学校，不

是说校长自身的专业水平有多高，而

是看这位校长是否有凝聚力将最优

秀的教师聚集到自己的学校，或者将

一般的教师培养成名师。对于绝大

多数的普通学校来说，后者是关键。

因此，成为名师，不仅仅是给校长贴

金，更是为学校打造品牌。我们学做

名师是为学校着想，更是在为学校的

未来发展奠基。

三为社会。教育的水平与社会

的文明程度正相关，名师则是一个社

会文明之象征。说白了，名师是我们

这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国

家极力推动“国培计划”示范项目和

领航工程，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一

个即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名师这样

高度文明的社会。唯有如此，家长不

会因为名师的稀缺而疯狂地择校；学

校也不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去撬

别的学校的墙脚；整个社会因为有充

足的名师而变得和谐文明。因此，一

位教师如果努力地把自己培养成名

师，实际上是在分担一部分社会责

任。这样的教师不仅仅是社会的一

分子，而且成了社会的重要支柱。

四为自己。教师是社会人，但教

师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独立的个体。

教师的社会价值必须通过个人的存

在价值才能最终体现出来。因此，教

师要学做名师最为显性的目的其实

是为了自己。教师一旦成为名师，社

会美誉度高了，更受家长、学生敬重，

做什么事都能事半功倍；教师一旦成

为名师，存在感强了，话语权大了，就

更有条件开展教育改革与实验；教师

一旦成为名师，各学校各机构就会找

他（她）去讲学，就有机会宣传自己的

教学理念，分享自己的教育哲学，推

行自己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对社会特

别是对教育的贡献也就越大。

虽然成为名师后，任务更重，责

任与压力也更大，但正因为如此，反

而更能促进教师的二次成长。这就

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的人生

也因此变得不同寻常。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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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当教师。

一起上手工课。

一起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