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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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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第二中学 胡欣红

模仿老师是不少人学生时代的拿

手好戏，在网络时代，有学生因模仿老

师而成为网红。最近，黑龙江省鹤岗

市13岁初中生钟宇升，短视频平台账

号名“乌拉旮旯钟美美”，因将教师在

讲台上的话语、动作、表情模仿得惟妙

惟肖而大火。

网友们用“演技炸裂”“神级复原”

“逆天模仿”等词语来形容，说演得像

极了自己学生时代的老师。

难道这个小朋友的老师真的那般

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据报道，“钟美

美”的班主任田广霄是一位男教师，因

此，“钟美美”的表演有很大的夸张成

分，是众多教师言行的集中呈现。

“钟美美”可谓是教师们的一面极

具价值的镜子。虽然教师打骂学生的

情况大幅减少，但语言上的刻薄讥讽

仍旧不在少数，软刀子扎人更可怕。

去年，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就发生了

初中女生遭教师长期辱骂的事件，女

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断断续续录下

辱骂语音100多条，总时长超过20个

小时。最终，区科教体局局长、学校校

长等3名相关负责人到女生家中致

歉，给予涉事教师记过处分并撤销其

教师资格。

在成绩至上的单一教育评价体系

下，不少教师感到压力山大，一些功利

心比较强的教师就极易气急败坏，一

旦学生“不听话”，就觉得自己一片苦

心付诸流水，难免心态失衡，进而口出

恶言。

习惯于在学生面前板着脸说话，

久而久之，也就不会好好说话了。虽

然可能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爱学生的，

所谓“嘴恶心善”，但他们认为不能给

学生好脸色看，要让学生怕自己，否则

就震慑不住他们。在批评教育学生的

过程中，难免有情绪失控、言语失当的

情况，但习惯性地讥讽乃至辱骂学生，

怎堪为人师表？

教师的语言暴力，会对学生造成

持久的伤害，许多人成年后仍然有年

少时的心理阴影，变得自卑敏感，绝不

能等闲视之。很多网友看过“钟美美”

视频后，表示想起读书时被老师支配

的恐惧，如同噩梦重现。

教师们也不妨把“钟美美”当成映

照自身的一面镜子，给自己上一堂师

德师风课。一个心中装着学生、真正

为学生的好教师，绝不会动辄上演“泼

妇骂街”。很多教师并不知道自己在

学生心目中是怎样的形象，对照“钟美

美”，教师会更注意自己的言行，理性

地和学生沟通，而不是情绪化地发泄。

在神模仿教师引发关注后，“钟美

美”视频近日却大量下架，有人猜测他

被“约谈”。“钟美美”的班主任表示，曾

与家长有过沟通，目的不是为了限制

孩子的发展，而是为了保护孩子的身

心健康。

据说“钟美美”母亲吴琼把责任揽

到自己身上，称是她自己担心网络评

论对孩子有影响，作为母亲又做不到

正确帮孩子把关，因此让孩子将视频

都隐藏起来了。

她表示将继续支持孩子尝试模仿

别的角色，结果“钟美美”拍摄了一批

“满满正能量”的视频，模仿哈尔滨市

青年志愿者。

虽然，这则新闻中的相关人物否

认“压力”和“约谈”的存在，但“钟美

美”视频画风的一百八十度扭转，明显

是对之前爆红视频内容的“纠偏”。

的确，孩子的思想处于不稳定和

不成熟状态，家长和教师有引导和纠

正的责任。但“钟美美”拍摄模仿教师

的视频，价值观有问题吗？应该受到

质疑的是“钟美美”所表现的教育现

象，而不是艺术化还原这一现象的“钟

美美”。

家长和教师的初衷是为保护孩

子，但视频下架，孩子的创作才华和选

择自由是不是也跟着下架呢？

“钟美美”视频走红的原因不仅是

它带我们从学生的视角看到了教师形

象的真实一面，也是对孩子的创造力

大大地点赞。只要作品内容不违反

公序良俗，作为成年人就不应该屈从

于什么“压力”，而应该多点包容，少

点教条，坚定地站在孩子这一边，心

平气和地欣赏和鼓励孩子的创造，给

孩子更宽广的

发展空间。

真正该管

一管的，不是

孩 子 的 创 造

力，而是成年

人“凡事都要

管一管”的包

办态度。

“钟美美”是教师们的一面镜子
翘 楚（楼主）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意味着为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新时代的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将得以进一步加强。

我国历来注重劳动教育。在我的学生时

代，学校组织大家到学农基地参加挖地、积

肥、拔草、收割等活动。劳动课是有趣的体

验，流汗强身，放飞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但当我成为教师后，除组织学生打扫包

干区，似乎就没有校外劳动课了。

《意见》规定“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

于 1 课时，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

时间作出规定”，还特别强调“健全劳动素养

评价制度。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

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

或依据”。

青青那央
《意见》是振奋人心的，但我思考这一节

课怎么排时，总觉得劳动教育和德育、综合实

践活动有太多共同点，而综合实践活动这一

节必修课还没有落地。

龙泉许东宝
让学生知道，人活着就得劳动，劳动是为

更好地活着。劳动不但创造生活，还创造历

史、创造一切。我们培养的学生会劳动、善于

劳动的话，就会更好地建设国家。

悟的教育
劳动教育关键在于实践。学校不要搞花架子，不要搞

形式主义，要通过社会大舞台让学生真正练就劳动本领，成

为对社会有实实在在贡献的劳动者与接班人。

翘 楚
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在的学

生已经闻不到泥土的味道，我的学生写衢州的秋季，经常会

写“金色的麦浪”，四季农作物知识几乎空白。家长不要求

孩子做家务事，只盼望孩子考上好学校；学校也没有重视，

尽管课表上有“劳动课”，但大多是纸上谈“劳”。

宣赵建
古人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劳动当从扫地开始，从

小培养打扫卫生的习惯，而今不少家长（甚至是教师）却错误

地以为，学生只要读好书就行。不是写在书上的叫知识，打

扫卫生、待人接物……无一不是知识，都需要学习与引导。

赵占云
劳动是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劳动教育是人才培养之基，育人成才之根，素质教育之

魂，是实现创新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小学推进劳动教育，笔

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学生“自理能力”入手，包括进食、睡

眠、大小便、穿脱衣裤鞋袜帽、洗漱清洁、收拾和存放自己的

玩具和物品、帮助家长做简单家务这7个方面的能力。

阿 国
“五一”节前，我给学生上过一节“今天我当家”的劳动

意识主题班队课，分享了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及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小朋友怎样做家务的内容。学生们最关心的是

德国法律规定的“孩子必须做家务”，提出“为什么我们中国

没有相关法律”的疑惑。虽然没有明晰的劳动评价体系可

供参考，但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其实也能做到每日劳动

半小时。

yhglll
我们有一个劳动节，但在我看来，只要有心，所有节日

都可以围绕劳动主题展开活动。比如，清明节活动可以表

现为折纸做花、植树插柳等实际行动；“六一”节装扮教室、

排练节目；教师节为老师亲手做一张贺卡，体验一天代班主

任的辛劳；春节包饺子、元宵包汤圆、端午做粽子，植树节植

树就更不用多说了。

不要以为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就一定与劳动无关，我

带着班上学生在学校图书馆进行书籍整理修缮、清洁阅览

室和读书角卫生，谁能说这样的行为不是劳动？

孙晓菲
开展劳动教育需要立足实际、与时俱进。以前的劳动

教育体现在“实”，把实用性和身体锻炼融合在一起，学生在

流汗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参加生产。现在社会发展进步

了，教育分工也越来明确，很多生产实践不需要学生出力、

帮忙，身体锻炼也可以通过体育课、大课间等活动来实现，

那么劳动教育的方向也需要转变。

这种转变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识”，比如组织农场

蔬菜种植、“小小环卫工”“家务小能手”等活动，让学生去认

识劳动、感受劳动，让学生明白实践和收获之间的关系。同

时加强劳动教育中的学科联系，除体育外，还要强化自然、

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主题色彩，提升劳动教育的科学和

社会属性，让学生不仅在行动上参与，也从知识和思想层面

更多地去理解。

□台州市椒江区
第二实验小学 池雅静

目前很多语文课堂“讲”风

盛行，教师讲解过多，学生成了

配角，语言训练存在“缺过程”

“形式化”“碎片化”的现象。语

文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语文课应该让学生多读多写，

日积月累，课堂上语言训练要

做到“四加三减”。

一、增加语言训练长度
蒋军晶老师在教学《总也

倒不了的老屋》时，借助一张表

格，让学生填空，比如找句子

“从哪里看出老屋年纪大了”、

创编故事、给结局猜理由等，扎

扎实实的语言训练多达 6次。

一张表格缩减了大量无效回

答，简约而不简单。

二、增加语言矫正准度
语文教师要有一对顺风

耳，及时把脉学生的语言面貌，

从源头和细节上抓语言表达的

准确性。薛法根老师在指导学

生概括《半截蜡烛》的主要内容

时，及时捕捉一名学生概括上

的问题，通过不断追问、引导，

在一次次矫正中，学生的表述

逐步到位。

三、增加语言训练热度
合理使用多媒体能起到助

推作用，但这只是锦上添花，多

媒体不能替代语言，不能替代

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张岩老师

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一

课朗读指导时，借助图片、微视

频欣赏创造优美意境，激发情

感，帮助学生感受自然美，从而

能够入情入境地朗读。

四、增加语言训练厚度
通过朗读内化、思维发展

来增加语言训练厚度。曹爱卫

老师教学《狐假虎威》时，先引

领学生练习拉紧嗓门读，理解

词语“扯着嗓子”的意思；再让

学生紧扣感叹号，加上仰头叉

腰的动作，在反复揣摩表情、动

作、声调、语气变化中，有滋有

味地读，惟妙惟肖地演，使狐狸

形象更鲜明。

陆虹老师上《雾在哪里》，

引导学生讨论词语应该板书在

哪里，如把“太阳”放在“天空”

旁边，“城市”放在“海岸”旁边，

学生各抒己见，展现出思维灵

活性，享受一次思维冲浪。

五、减去旁枝抓主干
低年级阅读课，识字、写

字、朗读、阅读理解，需掌握知

识较多，教师要做高明的裁剪

师傅，抓主问题，去除旁枝。薛

法根老师执教的《灰雀》由5个

板块构成：语序变换练说话、朗

读课文练概括、灰雀消失找证

据、心口不一想象写、心口不一

大讨论。5个板块指向5种不

同的能力，让学生充分地说、

找、写，课堂成为学生语言的训

练场。

六、减少碎片多整合
课堂要克服教学随意性，

多些整合意识，序列化地看待

现象和问题，与学生一起寻找

语言规律。本人在教学《父亲

的菜园》时，从“菜园、父亲、家

长”三个角度让学生品读，学

生发现写菜园其实就是写父

亲，把菜园开垦写得越困难，

父亲的形象就越高大。走进课

文，联系生活，由点及面，串珠

成链，含蓄文字经过整合变得

清晰。

七、减少噱头多实练
活泼生动的课堂形式能引

起学生的兴趣，但这不能成为

形式化借口，要多进行扎实的

语言训练。刘艳老师《我是一

只小虫子》一课中，从新词“脾

气”和“屁股”的“月”字旁出发，

请学生联系旧知说说还有哪些

带“月”字旁的字，接着讲解

“月”字旁的来历，播放带人体

图片的“月”字旁生字，最后带

学生诵读带“月”字旁的生字儿

歌，与生活关联，使生字鲜活。

□绍兴市越城区
富盛镇中心小学
董彩芳

记得有一年我接到

一个六年级的班级，全班

35个学生 34个有同桌，

最后一排有一个学生是

单独坐的。

以前，这个班的班主

任让一个比较淘气的男

生坐在那个座位，任他

“逍遥”。他本来就不爱

学习，加上座位特殊，有

点自暴自弃的样子，似乎

表现不好也理所当然。

我在杂志上看到一

个策略，受到了启发。于

是，我便把这个座位设在

第一排正中间，并在红纸上打印“荣誉座

位”4个字，贴在桌子的右上角。

开学安排座位时，我隆重介绍了这

个“荣誉座位”，并宣布，只有表现最好的

学生才有机会坐这个座位。至于表现好

不好，以评比细则和每周积分高低来定。

大家都对这个“荣誉座位”充满了好

奇。此时积分规则还未实行，我想先让

班长去体验一下，便拉着班长的手，将她

带到“荣誉座位”上，全班掌声呼应。

荣誉积分涉及品质、习惯、卫生、学

习等多个方面，争取让学生从各个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

第一周下来，学习委员高出班长1分，

夺得“荣誉座位”。班长跟他交换座位

时，有些不舍。

这就像是一场场的比赛。虽然最后

争得荣誉的只有一个学生，但参与竞争

的是整个班级，学生们每周都认真计算

自己的积分，看到自己的进步，也看到追

赶的方向。

每次当我把新的获胜者接到“荣誉

座位”上时，对大家都是一种激励。

一个学期下来，座位的主人换了一

个又一个，有时是学习好的学生占上风，

有时让运动健将争了过去，还有的时候

是某个学生做了一件有影响的大好事，

坐上了“荣誉座位”……

这让学生们明白，成功的道路有千

万条，学习成绩只是其中一条。

在你争我抢的过程中，班风学风更

好了，班级凝聚力更强了。而原先那个

孤独的男生，有了同桌，有了更多朋友，

也发生了转变。

至于“荣誉座位”边上的空位，允许座

位主人自行安排，可以借给同学存放物品。

因为我用了一点小策略，让一个座

位闪光，成了大家心中的神奇座位，并为

之而努力。其实，闪光的是学生们，是我

的这个班级。

学
校
该
如
何
推
进
劳
动
教
育
？

名师如何给学生做语言训练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社会科学院、区民间文艺家协会、鄞州陶瓷文化艺术馆等单位，将竹编、彩
灯、刺绣、剪纸、泥塑等10项非遗项目送进校园，宁波市四眼碶小学新河、樱花两个校区的60个班级
2300多名学生齐动手，感受非遗项目的无穷魅力。该校将10多项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引入每周一
节的劳动课程，将各班推选的优秀作品进行线上拍卖，所得善款用于对结对学校的扶贫帮困活动。

（本报通讯员 严 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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