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书”，应是快乐的

□余 色

这个新旧年交替的时节，发生了不少

让我们感触良多的事情。有新闻里的，更

有我们身边的。

1月8日，让教师们在新年颇感忧愤的

西安某高中生弑师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抓

捕落网。但围绕教师行业是否“高危”的讨

论和思考，依然有，也应该有。

这些年，对学生伤害自己或伤害老师

等行为，逐渐引起了教师们的警觉和恐惧

心理。戚戚然的教师们会抱怨：家庭教育

存在缺失或不称职，却让教师群体来买单。

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发现，单亲、留守

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教师特别是城里教

师发现，加作业、抓成绩，有些家长似乎比

教师更“疯狂”。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不

少教师都有这样的感觉，自己所教的学生

似乎越来越“脆弱”，有些孩子就像一个个

“定时炸弹”。

但这些问题，真的全是家庭教育的问

题吗？

“教师只是个教书匠。”因为这样的理

解，现实中，某位教书匠，会给小学一年级

学生一天布置3张语文试卷，成功地将语

文变成学生们成绩“最好”却最讨厌的学

科；因为这样的理解，现实中，家访渐渐被

不少教师所摒弃，电话、QQ、微信成了教师

们布置作业、发布任务的“宣旨台”……

“我们的关系仅限于学习，我们的交往

只是在传递知识。”在现实中，因为这样那

样的原因，师、生，家、校，似乎就为着这样

一个目标而联系着。

我们都会说，教育，传承的是道德修

养、文化知识，提升的是人的精神境界，推

动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要教会学生

懂得爱，分辨善恶，明辨是非。

但为什么现实中有些教师偏偏就把

“育人”给弄丢了呢？老实讲，这个板子还

真不应该只打在这些教师的屁股上。

“是什么吸引了你们往农村跑？”2019

年的最后几天，笔者曾拿这个问题反反复

复地“逼问”诸暨市斯民小学的乡村教师

们。这几位“逆流”到乡村小微学校的教师

很认真地想了半天，说：“这里能比较安心

地做教育。”

学生都越来越少，你们要做什么教育？

“让学生开心学习的教育”“和学生谈心

的教育”“让他们有幸福童年的教育”“我们教

师能静心读书、研究，收获快乐的教育”……

“斯民”教师们的回答，其实也是校长斯剑光

的期待。这位熟悉全校每一位学生家庭情

况的校长，读书、家访、研究教学……每一步

都和教师们走在一起。

是的，教师们需要少一些的非教育任

务，多一些的育人时间；少一些的成绩考

核，多一些的育人表率……这，考验的是包

括校长在内的管理者的智慧和教育初心。

而收获快乐，对于教师们来说，似乎很

难，但其实也不难。1月1日，乡村教师吕

淑斌的微信朋友圈，发的是前一日他去留

守学生家中家访时学生对着大山快乐呼喊

的小视频。“村里只有他一个孩子，但我和

他相约每天晚上一起各自读书，第二天见

面交流。”

这，就是一位教师的快乐。版面上呈

现的那些教师们的感动，亦如是。

□王荣平

“哭丧会”
班里每个学生都有一盆花草。开学

初，师生约定好：带来的花草都要学生自己

打理，包括浇水、剪枝，花草如果死了就得

换盆新的。可总有学生对此置之不理。

一开始，我督促管理花草的“护花使者”日

常巡视，及时通知相关同学，但依然有学

生疏于照管自己的花草。观察一段时间

后，锁定目标的我决定开一个“哭丧会”。

一天，我捧着一盆已经枯败的文竹，

走向它主人的座位：“哎呀，你死得好惨

呀！你就这样干死了呀！没有一滴水

喝！你的主人太忙了，他要写作业、要上

课、要做笔记、要订正、要吃东西、要上厕

所、要跑操、要回家，就是顾不上你呀。

呜呜呜——你好可怜呀！谁让你要喝水

的呢，你就不能像仙人掌吗？你的要求

太高了，你要体谅你的主人呀！你怎么

这么不懂事呢？呜呜呜——”一般来说，

“哭丧”到此，主人总会觍着脸接过自己

的花草去浇水了。

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以至学生相互

之间也会悄悄提醒：“你的花要死了，还

不赶紧救它，小心老王要来哭丧了！”

当然，我不用每次都亲自出演“女一

号”，已经培养了许多“女一号”，尤其是

先前那些没有好好养护花草的学生，之

后他们都变成我的助演了。

在看似无厘头的哭诉中，凸显生命

的诉求，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从而让学

生看到自己的错误，让“惩罚”变得有趣。

门的“控诉”
学生开门、关门有时候是不用手的，

而是用脚。一个人在门外，看到门关了，

就用脚踢。有时候还需要踢好几下，门

才打得开。这天，小朱踢门被我看见，还

觉得很委屈。

“是他们不给我开门呀！”

“他们不开，你一踢就开了？”

“我踢着踢着，他们就听到了，就来

开门了。”

“你踢得很有效果啊！脚痛不？”

“不痛啊！我的鞋很厚的。”说完，小

朱一脸得意。

“那么门痛吗？”

“门？”小朱很疑惑。

“嗯。”

“……”

“我觉得这么被踢，门总会痛的。它

要是能说话，一定要控诉你了。”

“……”

“你觉得它会怎样控诉你？”

“……”

“要不，我让同学以第一人称来写

‘门的控诉’，让你看看，你再回应一下？”

“老师，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踢了。”

“错在哪里呢？”

“错在不该踢门。”

“只是对门吗？其他的公物呢？有

生命的呢？”

“……对所有的公物和其他生命都

要爱护。”

“好的。那么你完整地发表一下你

对门的歉意吧！”

“门，对不起，我不该踢你。我以后不

会有对你和其他公物不爱护的行为。我

诚挚地道歉。”小朱的这句话讲了两次，第

一次因为觉得好玩，挺不严肃；第二次平

静下来，认真地发表了“致歉宣言”。

通过一次次的“交锋”，我发现，学生

的举手投足体现的是一种习惯，不经意

间流露的是内心的待物态度。学生的成

长阶段，要让爱物之心蓬勃起来，并且因

假定世间万物都是一个生命化的存在而

热爱生命和性灵。

总之，惩戒，不是为罚而生，而是在

戒，是去唤醒。任何成长的路，都有无数

个被唤醒的岔口。我愿站在那里，指引

生 命 成 长 的 方

向。有情、有趣、

有效，是我的惩戒

原则。

（作者为杭州
市景成实验学校
班主任）

□江军平

随着课改的深入推进，学校

和教师对“科研兴校、科研兴教”

的认识日益提升，但“教科研如

何落地”的困难却始终存在。

笔者曾对679名中小学教

师进行了一次教师教育科研（以

下简称教科研）需求的调查。

89.4%的被调查中小学教师认

为，教科研主要是为了“寻找解

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提升

自己的研究能力”“构建学习团

队”，但又认为“关于教科研研究

价值的调查”主要是体现在职称

评审或者考核需求上。85%的

教师评好高级教师职称后就不

再写论文。高达38.57%的中学

教师认为教科研就是为了“职称

评审”。教师对教科研内外需求

认识的差异，不仅难以培养教师

的教科研兴趣和素养，还极易产

生“重写轻做”“写与做脱节”等

学术不端行为。因此，只有让教

科研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才能

让中小学教科研有效落地。

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者应从

教师专业发展角度思考教科研

的价值，如此才能让教科研活动

更聚人气。

教师成长存在阶段性，北京

教育学院教授钟祖荣将优秀教

师的成长过程分为4个时期：准

备期、适应期、发展期、创造期，

后一个阶段只有在前一个阶段

足够的积累后，才能从量变走向

到质变。“研而不教则空，教而不

研则浅。”所以，科研型教师和教育科研成果都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断

积累。

虽然中小学一线教师主要精力都在落实

教育教学常规上，科研时间和能力都有限，但

教科研的工作方式和习惯培养却是同等重要

的。方式转变了，教师的思维方式才会改变，

才会在实践中坚持研究并修成正果。在调查

中，中小学教师普遍认为通过研究活动主要是

有助于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和提高自身教

学实践能力，对教育成果创新与超越他人少有

期望。因此，管理部门倡导“大众科研”不应是

人人要有科研成果，而是人人有能做科研的素

养。只有基于培养教师科研素养，才会吸引更

多的教师参与科研活动，形成良好的教科研氛

围，成为科研型教师。

管理者应从学校引领角度思考教科研的

方向，让教科研活动更接地气。

教科研最重要的是选题与实践。中小学

教科研选题应突出校本化，重在学校教育“实

际问题解决”的实践研究。立足学校的科研更

能形成特色，更能体现“科研兴校”。但立足校

本要避免低端、重复的研究。调查中，笔者发

现中小学教师科研态度和成绩受学校管理方

式影响最大。学校缺少规划，教师的教科研方

向往往是杂乱、低效的，写的与做的脱节严重，

教师疲于应付的压力也最大。因此，学校对宏

观层面的引领非常有必要。笔者建议中小学

教科研工作可以分为学校和教师个人两个层

面开展：学校层面要立足教育发展需要和校

情，将重点改革项目课题化，构建课题群，把教

师研究吸引进来；将教师个人研究与学校课题

研究计划有机整合，集中时间和力量开展主题

教研活动，通过课堂研讨、文章撰写和成果展

示等活动与教师教研有机结合。

管理者应从学共体建设角度思考科研的

质量，让教科研活动更具底气。

在课改快速推进的今天，教科研已由“专

家的独白走向共同体的知识对话”，合作与共

享已成为当前教科研活动的主旋律。基于教

学实践的反思是中小学教师科研的优势，也是

中小学教科研的重要内容。寻找共同的话题，

打造和谐的学习共同体文化，更能将反思推向

深刻，让研究者更具底气。

合作的前提是乐于分享，共同语言越多，

分享就越容易产生。调查中，笔者发现有60%

的中小学教师乐于参与同学科骨干教师负责

的课题，几乎所有教师在对教科研的期待中首

选的是教学专业能力提升。这是教师职业认

同感、使命感和危机感所决定的。因此，学校

管理者应积极重视教研组的建设。

当前，许多学校突出了年级组管理功能，

使得教研组许多工作被备课组的常规工作替

代。学科组活动只有工作布置，缺少主题研

讨；只有诊断评价，缺少发展引领；只有结果展

示，缺少问题探究。重管轻研，导致许多研究

项目不仅停在教师单打独斗层面，质量难以提

升，而且以工作报告代替研究报告，方向不清。

教科研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

的需要，学校管理者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重视团队建设，使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和

探讨中，真切感受到教科研的魅力，让教科研

真正成为教师工作方式的自觉选择。

（作者系桐庐县教师发展中心科研评价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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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有趣、有效——我的惩戒原则

刚刚过去的2019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也发生了很多小事。而发生在教育人身边这样那样
的“小事”，可都不是小事。那么，来看看我省教师镜头下——

这一年，我们的感动

是教师，也是妈妈……
“我每天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才离

开。妈妈今天放学能早点来接我回家吗？”
“不能哦，妈妈班级还有好几十个孩子呢，
等他们回家了我才能来接你。”这是仙居县
田市镇中心小学四年级教师张爱娟与她一
年级的女儿之间的对话。

（本报通讯员 王 菲 摄）

“老师，我来帮你系鞋带”
缙云县实验幼儿园大一班教师陶志阳是一位二胎妈妈。有

一天，她刚想坐下来系鞋带，周芊羽小朋友马上跑过来说：“老师，
我来帮你系鞋带！你弯着腰会压到小宝宝的。”陶志阳说，自从怀
了二宝，只要一端桌子、一提椅子、一拿东西，就马上有小朋友跑
过来帮忙，太暖心了！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摄）

乡村教师
一到课间，温州市临江中学教师杨学舟的身

影就常出现在教室中，他主动去了解学生的思想
动态，关心学生学习情况。这只是乡村教师一日
常规中的“冰山一角”。

（本报通讯员 周伟国 摄）

信
临近期末，宁波市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705

班班主任尹艳春，给学生们写了一封信，每人都有。
50封信，每封800字左右，算下来总共有近4万字。
一个月前，她就开始逐个梳理学生的点滴，表扬优
点，提出问题，指明方向，为每一个学生注入积极向
上的能量。家长们说：“她甚至比我们更了解孩子。”

（本报通讯员 郑时玲 胡海男 摄）

校长爸爸
放学后、周末等休息时间，常山县阁底中心小学校长徐德飞

总是会到单亲、留守学生家里为有需要的学生进行义务辅导。
（本报通讯员 王燕芝 摄）

“我的腰不够粗”
开学初，总有几个幼儿会哭闹着找妈妈。为了不影响其他小

朋友午睡，江山市幼儿成长中心教师周梦萱便把孩子抱到户外
玩，直到孩子趴在她肩上睡着。她揉了揉早已麻木的腰说：“我的
腰还不够粗，结实点才能多抱他们一会儿。”

（本报通讯员 刘玉苏 摄）

感恩有您
毕业前夕，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烹

饪班的19名学生以亲手烹制的两桌美食向
父母递交了一份好看又好吃的“成绩单”。其
间，学生给教师献花，感恩老师的教诲。这个
环节，师生都感动得哭了。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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