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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洲

冬去春来，通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努

力，病毒几乎被我们“憋死”，使得疫情控

制有了曙光。自古祸福相倚，这场最初

一度被人称为“国难”的疫情，逐渐走出

了阴影，好消息接二连三，如在医疗技

术、生物研究、电子管理等领域的迅速和

巨大的突破；又如在对外关系上收获的

国际友情、温暖和感动；而在涉及千家万

户的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

在线学习场景；在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

屏幕前，学生们没有丢下功课，教师、家

长以及其他所有的国人也在学习同一门

课程，一门谁也无法翘课的课。

疫情暴发前，教育界有一个讨论很

热的话题——劳动实践教育。教育行政

部门、教育专家，以及一线校长和教师，

在此问题上发生过一些争论，关键点聚

焦到“增加一门课程是否等同于增加一

项负担”上。争论归争论，操作上仍按照

自上而下的各种文件指导要求，各校开

辟出种植园或工作坊等看得见的实践基

地，添置了与课程相关的看得见的硬件

设施和劳动工具。

但接下去的争论围绕看不见的课程

实施，在与应试教育排头兵——所谓“主

课”的课时争夺战中，劳动实践课程能否

站稳脚跟，会否步音体美的后尘，甚至比

音体美更边缘化？劳动实践课程能否杀

出一条血路，将劳动精神、劳动素养和劳

动习惯注入学生的身心？这在很多人眼

里仍是一个未知数。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学

生宅家停课不停学，除了帮家长做些家

务劳动，劳动课程基本上没有实施的机

会。但我由此发现：有什么东西被我们

遗漏了。

在原有的顶层设计或校本化实施的

文本中，劳动教育大致上被分为三大实

施现场——校内、校外、在家，以及若干

实施途径——兴趣小组、社团活动、课程

渗透、家务作业等；列举了具体大项——

种植、园艺、烹饪、手工、家政、商业……

看似大包大揽，地毯式覆盖，但远观之，

不外乎将劳动分为两大部分：生产劳动

和生活劳动。

所谓生产劳动，是能够产生经济价

值的劳动，如花草种植、动物养殖、木工

制作、电器维修、家政服务……所谓生活

劳动，劳动现场大多在校内或家中，不具

规模化，是不产生经济价值的劳动，如洗

碗、洗衣、烹饪、保洁、绿化……

附带说一下家政服务，这是一种特

殊的劳动，其知识和能力来源于生活劳

动，却能够进入市场，产生经济价值，因

此本质上属于生产劳动。

看起来，以上已经穷尽了劳动概念

的所有外延。

但我觉得并没有，它漏掉了一个很

重要的东西——自理劳动。

有人会问：“自理劳动”不应该属于

“生活劳动”吗？

不错，虽然自理的知识和能力来自

于生活，也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这只

说明了它与生活劳动的特征相同的方

面。至于它与生活的区别，是本质上的

区别——劳动对象不同。

劳动对象即劳动行为所影响和改变

的人和物，属于劳动的三大要素，其他两

个要素为劳动行为和劳动资料。

自理行为的劳动对象是劳动者自

身，而生产劳动和生活劳动的劳动对象

是除却劳动者以外的一切人或物，是劳

动者的反向集合。

也可以说，自理劳动是一种“内向型

劳动”，而生产劳动和生活劳动则均是

“外向型劳动”。

可是，在很多人的固有观念里，自理

不是一种劳动，一个人自己吃饭穿衣，那

能叫劳动吗？似乎一定是为社会和他人

作贡献的行为才是劳动。这大概就是教

育专家没有将自理能力的培养纳入劳动

实践课程的原因。

但讽刺的是，教育专家们在讨论劳

动教育时，习惯性地将自理能力拿来举

例子，以证明学生劳动能力的欠缺。

在百度上搜“不会剥鸡蛋，不会系鞋

带，不会用扫帚扫地”，猜猜能搜出什么

来？一大堆关于劳动教育的文章。

在剥鸡蛋、系鞋带、扫地这3项任务

中，最后一项扫地属于生活劳动，而前两

项属于自理劳动。

这里的逻辑我一直没想明白。一方

面吐槽、嘲笑、感慨小孩子的自理能力不

足，将其视为劳动素养甚至国民素质的

底线，却在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中，省略

了学生自理能力的培养。

如果说，性教育触及了传统文化中

的某些禁忌，在基础教育中被有意无意

地忽略，不被主流民意理解或认同，那么

自理教育并非禁区，为什么也得到被无

视的待遇？难道说，自理太简单了，根本

不需要学，作为一个基本的人，应该是天

生就会，或者等着无师自通吗？

话说回来，你敢说自己真的会剥鸡

蛋吗？你真的会系鞋带吗？

把这两个问题输入百度，同样能搜

出一大堆文章和视频来。也许我们确实

能很轻松地剥鸡蛋，但你能保证完美地

剥刚煮熟的鸡蛋吗？也许我们自诩懂得

一些生活小常识，比如知道刚煮熟的鸡

蛋要在冷水里浸泡5分钟，才能顺利去

壳，但你知道家里要煮茶叶蛋时，怎样快

速而批量地剥鸡蛋吗？你承不承认，自

己曾经把鸡蛋剥得坑坑洼洼，难看至极，

塞进嘴里还咬到碎蛋壳？

其实你也未必会系鞋带。

也许我们确实能轻松地系好鞋带，

但你能保证鞋带不散落吗？当然，你会

说，鞋带散了没事，停下来系好就是了。

可当你从事户外运动时，尤其是在参加

马拉松比赛时，经常停下来系鞋带，会打

乱你的运动节奏，甚至会带来运动伤害。

直到去年，跑友们才分享了一篇文

章，里面介绍了马拉松大国日本总结出

的十几种系鞋带的方式。在这之前，国

内很多长跑大神，因为不懂系鞋带吃尽

苦头，为了个人爱好和锻炼计划，凭着意

志咬紧牙关，饱受黑指甲和血泡的折磨。

其实小小一根鞋带，学问大焉。系

鞋带和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产物一样，自

有其技术含量，其理论核心是：鞋和脚必

须高度一体化，两者之间不能留空隙，以

避免长时间摩擦产生伤痛。

其实日本的系鞋带技术，只是跑步

技术的冰山一角。读过这篇文章，有谁

还敢说自己会系鞋带？还敢嘲笑别人不

会系鞋带？

这次全民一心的防疫总体战，也是

一堂包罗万象的大课。我们除了学习分

辨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恶，还扎扎实实

学了不少自理劳动的知识和技能。

至少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之前的我，

根本不懂怎样戴口罩，怎样洗手，甚至不

懂怎样打喷嚏。我分不清口罩的种类，

不知道哪一面朝里，哪一面朝外，以及为

什么这一面要朝里，那一面要朝外，我甚

至不知道口罩上的金属丝和褶皱是用来

固形的。所以，之前我实际上可以说不

知道口罩为何物。

自理技能和其他劳动技能一样，是

需要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

有很多成年人，他们不仅在鸡蛋壳

面前狼狈不堪，还饮食不规律，容易得胃

病；经常失眠，神经衰弱；走路姿势也不

正确，以至于磨损了膝盖。

难道这些成年人就懂自理了？既如

此，为什么还要嘲笑孩子？“都×年级的

学生了，在煮熟的鸡蛋上找不出一条缝，

就无法下嘴。”“这么大的孩子连鞋带都

不会系，更别提做家务事为家长分忧

了。”这样的嘲笑恐怕30年前就已经有

了吧。

嘲笑孩子不会做简单的事，却不制

订一份简单的规则，让孩子避免再接受

这种不公平的嘲笑。应该接受嘲笑的不

是孩子，而是成年人的傲慢和油腻。

自理劳动也许真的很简单，一个孩

子从不会到学会剥鸡蛋，时间不需要超

过一分钟。但这不是什么让天塌下来的

事。自理不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任何

人只要有着谦卑和善良，在一生中任何

一个时间点都可以自信地去学习。

最近，“自理”成为网络热词，有人还

假造了百度词条，除基本释义“自我照管

调理的能力”之外，“今义”为“宅在家里

给自己理发”。网友纷纷晒出“自理照”，

照片上手操电推子或剪刀，同时亮出家

人 的 一 颗 脑

袋。这当然是

调侃聊博一笑，

但反映出防疫

期间，因为宅家

不能求人，万事

都得自理，不少

人的自理能力

确实有所飞跃。

自理：一生什么时候学都不晚的课程

预发奖券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吕国飞

“等老师开会回来，如果看到小朋友们
还在静悄悄地学习，那么老师就发给每人一
张‘纪律之星’奖券。大家能不能做到安静
学习？”

“能。”学生们的回答很洪亮。
可是会后，我一进教室，发现教室已成一

锅粥。唉，自我控制对人来说总是难的，何况
一年级的小朋友。

午诵课上，“麻油小生”小唐规规矩矩，
态度端正，不再像屁股抹了麻油。我走到他
跟前，附在他耳边：“小唐阅读认真，老师奖
励你。”并悄悄在他桌上放下一张“阅读之
星”奖券。

我继续观察他，看他能熬多久。10分钟
过去了，小唐偶尔分心，瞥见眼前的奖券，立即
如有人提醒般，照旧端坐诵读。

我懂了，之前学生不能坚持，是因为奖券
不可见，犹如空中楼阁。

又到开会时间，我说：“小朋友们，老师这
次给每人发一张‘纪律之星’，就放在课桌的左
上角。但它现在还不属于你哦，那属于谁呢？
属于接下去静悄悄学习的小朋友。等一会儿
老师离开教室，你依然保持安静学习，眼前的
奖券就真的属于你了。那时的你，才是真正的

‘纪律之星’。”
我特地又嘱咐了一下小唐，小唐深情地望

了一眼“纪律之星”，快速进入安静学习模式。
会议一结束，我快步前行。距离教室50

米，还没有听见吵闹，30米、20米、10米……连
轻微的声响都没有。一进入教室，一切静悄
悄，我看到的是学生们奋力练字和翻书阅读的
可爱模样……

奖励放在桌角，目标近在咫尺，更易引
发学生具体的行为要求，是一种持续的强化
机制，它会铭刻
在 学 生 的 信 念
中，并逐步形成
良好的习惯。

静悄悄的教
室革命从预发奖
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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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停课不停学”以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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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glll（楼主）
办公室的教师聊起各班的问题

学生，发现一个共性——似乎在班

主任面前都还过得去，甚至有的还

比较乖巧，我们笑着将其总结为“班

主任效应”。

学生对班主任教师更为信服或

者敬畏，是不是这样呢？肯定有一定

关系，但更深层的意义或许在于：任

课教师在心中已给问题学生贴上标

签，也给自己的不作为找好了退路，

而班主任在行动上一般不会放弃，至

少会比任课教师多一点努力。

班主任是学校教育和问题学生

之间的最后一层壁垒，一旦这一层壁

垒被攻破，教育将无计可施，乃至无

路可退，成长自然也成一纸空谈。

因此，对于问题学生，不抛弃，不

放弃，寻找改变契机才是正解，才能

得到学生及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龙泉许东宝
有些时候，学生不把任课教师当

回事，上课难管控；但在班主任的课

堂上，就安静、乖乖的、特别专心。班

主任在学校整体工作中很重要，这从

待遇中也能体现出来：班主任补贴、

住房公积金、评职称加分。希望班主

任们好好学习，充实素养，科学育人，

当一个家长们信任的班主任，当一个

“香饽饽”式的班主任。

悟的教育
班主任与学生感情胜过一般的

任课教师，也容易产生“护犊”心态。

翘 楚
“班主任效应”，当然有，也必须有。尤其是小

学生更加依赖班主任。班主任在学生眼里就是

“神”，什么事都向班主任汇报，班主任的课堂要安

静些，班主任上的这门课的作业要认真做，就是靠

着这种神奇效应，班主任才能管理好班级，带动班

级学生积极学习，健康生活。

如果一个班，班主任说话分量小、学生不喜

欢，这个班迟早会有麻烦。我校曾有一位班主任

王老师，工作很出色，学生很是依赖她，但由于学

校提拔她做教务主任，这个班就交给一位余老师

管理。谁知学生一点不买余老师的账，经常跑到

王老师这里诉苦，余老师生气地要求将这个班还

给王老师。幸好王老师气量大，极力协助余老师，

一个学期后，学生才安定下来。

徐如松
所谓“班主任效应”，肯定是存在的。班主任

教师除正常学科教学外，还要负责全班学生的思

想、组织、安全、活动等诸多方面，还要与家长、社

会建立良好沟通渠道，可以说是和学生在同一条

船上荣辱与共。

班主任教师对学生了解比较全面、彻底，也比

较公正、客观，而学科教师往往只了解学生的“冰

山一角”，只对自己的学科教学负责，相对比较片

面。甚至个别学科教师将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

扭送到班主任那里，推卸自己的责任。

赵占云
“班主任效应”肯定是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

形成的，而是需要班主任花大量精力和时间的，

这也是很多教师不愿做班主任的主要原因之

一。特别是面对一些“难弄”的学生，不仅要花费

班主任一个人的精气神，更重要的是让家长一同

参与进来。

这就是班主任与其他教师的不同之处。为了

能够更好地管理班级，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时会

去摸清楚每个学生的个性、习惯、家庭等情况，对

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些对应的“小秘诀”。

翘 楚
“班主任效应”是教育庭院中盛开的花朵，每

一位读过书的学生，谁没有被班主任关爱的暖心

瞬间呢？当然，“班主任效应”有时也会伤害学生，

比如一次辱骂、一个不经意的鄙视目光，会给学生

带去终身的阴影。

所以，班主任的言行举止都是教育，要谨慎再

谨慎，一定要用阳光去温暖学生，用自己的快乐去

感染学生，用自己的正能量去点燃学生，而不是用

冰雹去砸伤学生。唯有无私热爱才能塑造美丽心

灵，切忌意气用事，伤己伤人。

城中李恒良
班主任与学生接触时间多，能够了解学生的

各方面情况，而且会更加重视集体荣誉感教育，任

课教师一般只关心自己所教的这门课，但只要任

课教师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关爱、多花一些心思，

同样也能感化学生。

“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你赞成吗？

下期话题：

□杭州市朝晖中学 费 颖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阻挡了学生
进入学校的脚步。在教育部的倡议

下，全国各地学校“利用网络平台，

停课不停学”。空中课堂，第一次成

为主要教学手段，一些培训机构也

随即跟进。

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学习形态，

要求所有教师自主设计网络课程，

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近，我的心里常有两个小人

在互辩。

一个说：“教师接受新事物，尝

试新花样，可提高智力，防老年痴

呆。学生多少总有些收获。”

另一个说：“成本太大，收效不大。”

一位教师在朋友圈发言：“儿

子、女儿都要上课，我也要给学生上

课，而家里只有一台电脑。”

如果再加上夫妻两人都是教

师，如果再加上过年回老家，老家网

络又不够流畅，“停课不停学”能否

顺利进行？我对这些教师表示同

情，对设备条件和技术能力有限的

教师更表同情。

突如其来的网络课程让教育陷

入新的焦虑。虽然，教师们不逃避、

不抗拒，对学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但我担心的是行政命令会造成师生

的新一重负担。

其实，学生学习时间减少一周

或者更长的时间并不可怕，学科知

识我们不是教得太少，而是教得太

多了，多到学生没时间消化、没时间

思考；而且没时间锻炼，甚至没时间

睡觉。

停课不停学，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教师将课堂搬到云上，“停课不

停教”。

停课不停学，也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学生“不停地学”。

学生不能到学校上课，但学习

时间没有减少，这是理想状态下的

“不停学”。实际情况呢？多数网课

采用录播，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学生

更多地是“被迫”。一名学生描述上

网课时的状态：教师自言自语，学生

自由自在。

家长和教师很担心，学生在电

脑前会不会被网络分散了注意力。

还有，学校教育只看到学习成

绩，遥控布置过多的作业，那么，如

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呢？

我想，“停课不停学”的意义在

于即使没有教师授课，学生也能不

停下学习的脚步，而应趁此机会实

现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自主学习状

态。把超长假期还给学生，让他们

有时间为自己的学习做规划，为自

己人生负责任。

从学生成长的角度看，我们迫

切需要补上这一课，而不是以“教”

代“学”。这样，教师也有更多的时

间，停下忙碌的脚步，看一看过去，

想一想未来，从从容容地读一部书，

看一部经典电影，提高自身素养，准

备好在疫情过后重新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