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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8月25日，西藏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开学了。上午9点半，来自遂昌中学的

援藏教师潘琳琳走进高一（13）班教室，

一杯热奶茶已经放在了讲台上。潘琳

琳说，每次走进教室上课，都会看到讲

台上放有热奶茶，这是质朴的学生们在

用自己的方式对远方来的教师表达感

恩之情。

这已是潘琳琳第 5次抵达高原。

一周前，她一路风尘，奔波了18个小

时，来到了拉那一高。虽然早有准

备，但她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高原反

应带来的不适，她从背包里拿出高原

安和红景天，按照最大的剂量服下，

对于潘琳琳来说，这些都已经是家常

便饭。

2018年8月，有8年英语教学经验

的潘琳琳满怀着对西藏的憧憬，响应国

家号召，成了浙江省首批“援藏援疆万

人计划”中唯一一位丽水市援藏教师。

她是援藏团副团长，在拉那一高承担高

二年级两个班级的英语教学，同时负责

援藏团简报编写工作和学校英语组活

动组织及翻译工作。在整个援藏团中，

这位最年轻、小巧的江南女子，不畏高

原条件恶劣，挑起了“援藏巾帼不让须

眉”的重担。

“因为条件所限，那里的学生义务

教育阶段基础很差，150分的试卷，能

考个四五十分就算高分了。”潘琳琳

说，刚去拉那一高时她就分析了学情，

一边放慢教学进度，一边向学校其他

援藏教师或遂昌的前辈请教，因地制

宜制定新的教学计划和方法。“西藏的

学生在文艺方面可以说是天才，个个

能歌善舞，但在学习上他们缺乏自信，

上课不敢回答问题，即使能站起来回

答，也是头很低，声音很小。”

为了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潘琳琳

给大家讲了自己求学期间的真实故

事，用自身经历鼓励学生。在她的带

动下，学生们变了，学习积极性提高

了，上课回答问题踊跃了，声音也响亮

了。经过几个学期的教学，她所带班

级成绩在年级12个班级中遥遥领先，

得到学校领导高度认可。

潘琳琳的援藏成果不仅体现在

教书育人上，还体现在传帮带和教学

改革上。支教以来，她担任拉那一高

英语教研组长，积极开展各年级教研

活动，带领学校教师参加拉萨市多校

英语交流活动，促进当地英语教学发

展。她作为主要负责人和学校教师

一起完成高一年级三门英语校本课

程开发，代表学校参加那曲市高中教

师赛课获得一等奖；今年上半年，她

的徒弟贡桑卓玛还获得了那曲地区

赛课一等奖。

“我要把精力都放在教学上，不仅

要把自己班的学生教好，还要在我的

支教生涯中，尽所能地展现浙江智慧，

带出几名优秀的当地青年教师。我希

望等我离开西藏的时候，他们可以继

续把浙江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传承

下去。”潘琳琳一直是这么说，也是这

么做的。

眨眼之间，潘琳琳入藏已是两年有

余，这片土地、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和这

里的孩子都是她的牵挂。最让潘琳琳

感动的是藏族同胞这种血浓于水的亲

情、溢于言表的热情和点点滴滴的温

暖，他们成了她在西藏的亲人。她说：

“每当想家时、孤独时，热情的藏族教师

总是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他们会掰一块

糌粑，倒一杯酥油茶与我分享。”

去年年底，结束了一年半支教任

务后，潘琳琳又一次申请了援藏任务，

她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力量，可以

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的孩子。“有志而

来，有为而归”，这是挂在拉萨那曲援

藏办公室墙上的座右铭，也道出了每

一位援藏教师的心声。

□亦 言

某学校管理者发现多个班

级白天把教室窗帘都关上，开

着日光灯，他认为这样既浪费

电，对学生视力也有害，于是他

联系相关班主任，要求对学生

“加强教育”。事实上，学生们

这么做的原因是教室里很长一

段时间阳光斜射进来，导致多

媒体屏幕反光，影响学生学习，

关窗帘开灯才是最科学有效的

解决办法。

“加强教育”是许多学校

管理者发现问题后经常采用

的策略，其背后的归因是学生

存在过失或者过错。而现实

是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全

是学生的责任。管理者若动

辄将责任或者过错归咎于学

生，然后对其“加强教育”，可

能会适得其反。

“加强教育”需要谨慎，应

通过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去发

现问题背后的原因，从而找到

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反

观现实，在学校管理的实践

中，学校管理者却很少能这样

做。为何学校管理者对学生

为什么这样做不去思考 、调

查和分析呢？在笔者看来，主

要有以下几种心理：

盲目自信凭经验。许多的

学校管理者长期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工作年限一般比较长，具

有一定的经验。遇到学生管理

的问题，容易凭经验、凭感觉办事，把以前工

作中的举措拿来处理当前遇到的问题，从而

疏于去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学生管理中

遇到问题，就如同医生遇到病人，即便是病

人的表征一样，其致病的原因也可能因不同

的人、不同的条件而迥异，其治疗的方式和

手段也不尽相同。如果医生不去进一步检

查，仅凭经验、感觉采取同样的治疗办法，就

有可能贻误病情。学生管理中凭经验找到

的解决办法很有可能是突击抓一抓、集中管

一管，情况有所好转，稍一放松又出现反弹，

从而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治乱怪圈。

急于求成求简便。学生管理出现了问

题，管理者往往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期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发现学生白天关

窗帘开灯，要求班主任加强教育和监管，操

作何其简单，见效何其迅速，毕竟去调查、

去分析费时费力，其背后是学校管理者急

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即便是表面上

的问题解决了，其背后也可能蕴藏着更大

的危机。

武断认为他人没做好。学生管理出现

了问题，许多学校管理者置身事外，认为那

都是别人的问题。如发现学生白天关窗帘

开灯，管理者大多会归责于学生节能意识淡

薄，班主任教育和监管不到位。如此一来，

学校管理者就把师生与自己对立起来，既发

现不了问题背后的原因，其解决问题的办法

也难以得到师生的理解和支持。如果遇到

问题后，学校管理者能把自己放进去，进行

自我追责，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开始。

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是解决学生管理

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

它需要我们做好自我追责，少一点急功近

利，多一点冷静分析；少一些经验照搬，多一

些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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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余老师的课堂真正关注到了屏

幕两头的学生，技术应用得巧妙而不

着痕迹，简直精彩极了！”在此前举办

的义乌市“互联网+义务教育”现场会

上，义乌市保联小学语文教师余湘娟

现场执教了一堂网络同步课，省语文

特级教师、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研部

副主任金姝娟对这堂课的效果大为赞

许。这让保联小学原校长（任期至今

年8月）杜建芳无比欣慰，她是该校同

步课堂从“糟糕透了”到“精彩极了”蜕

变的见证者，也是该校教师和研修院

教研员们“1+1”联手开展“云”上教研

帮扶的亲历者。

保联小学是一所地处中心城区的

规模较小的学校，如何才能破除空间

障碍，追求更大的发展？一直以来，该

校在“智慧校园”建设上下足功夫，这

为保联小学和大陈镇楂林小学结对网

络帮扶奠定了基础。

“同步课堂两端的学生有无主次

之分，如何同时关注到？”“同步课堂中

两位教师角色如何定位、如何分工？”

“同步课堂怎样展开同步练习，又如何

做到同步反馈？”……城乡学校结对开

展同步课堂之初，保联小学的教师们

可谓“摸着石头过河”，概念理解模

糊，课堂过于偏重技术应用，关注近

端学生却忽略与云端学生互动的状

况时有发生。余湘娟至今记得她第一

次上同步课时的尴尬情境：设备灯光

都调试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可面对多

一倍的学生和网络直播，她忽然胆怯

了，脑中一片空白，课上得磕磕碰碰

的，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同时，

受援学校师生反映，除了问好环节，课

堂一边倒，既没有有效互动，又没有积

极反馈。

如此不理想的同步课堂效果打击

了不少骨干教师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几番磨课和不断反思后，杜建芳邀请

金姝娟前来“诊脉”。正是这一步，让

教师和教研员们成为了一组“1+1＞2”

的好拍档，双方联手助推楂林小学的教

研成长。

同步课堂、同步研修、同步活动、

同步讲坛……“‘大咖’们带来的头脑

风暴拨开了教师眼前的迷雾，带领我

们走出了‘为展示技术而使用技术’的

盲区。”保联小学教导主任毛惠珍告诉

记者，短短一个星期，教研部小学组的

教研员们集体“下水”，研究“互联网+

义务教育”同步课堂，分别在保联小学

和楂林小学两个场地，上了17堂同步

课堂示范课，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

在两校教师和教研员们看来，目

前的同步课堂实现了“三方共赢”：教

师们的成长自不必多说，旁观教研员

的执教让两校教师都对同步课堂有了

更准确的理解，教学中急需解决的核

心问题也在教研员与教师的共同探究

中找到了答案。与此同时，教研员们

因为参与到全学科同步课堂实践中，

增加了对同步课堂的了解，全面收集、

梳理了同步课堂中存在的问题，客观

地认识到学科及课型在同步课堂中存

在的差异，这为指导全市同步课堂的

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许忠平是小学数学教研员，同一

内容的课，他连续磨了三遍，还与学

校、软件开发公司的人员进行“会诊”，

就课堂技术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新的

应用技术很快研发出来，许忠平随即

根据技术手段修改了教学设计，加大

两端互动频率，课堂变得更流畅自

如。这一课，让两校教师对推进同步

课堂有了更大的信心。

“同步课堂的教研将是一个长期

的磨合过程，学校会建立起一个长效

机制，促进两校教师不断成长。”保联

小学新任校长邵健胜介绍，保联小学

和楂林小学成立了“网络教研领导小

组”和“网络教研小组”，由两校校长担

任组长，制定了“网络教研实施方案”

“网络教研管理办法和评价方案”等，

同时为方便活动展开，两校调整了各

自的作息时间和结对班级的课程表。

此外，保联小学还会定期邀请特级教

师和教研员把脉，指导课堂教学并录

制名师示范课视频，有效开展基于同

步课堂、同步活动的网络研修。“双方

学校每个月开展一次大的同步课堂会

议，提出和解决课堂实施过程中的一

些新问题，并且利用同步互动设备开

展网络研修，举办网络读书会、文学大

讲坛等研修活动，促进两校教师共同

学习、研究教学。”

““““云云云云””””上的教育帮扶上的教育帮扶上的教育帮扶上的教育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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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保联小学：

同步课堂从“糟糕透了”走向“精彩极了”

潘琳琳：再次踏上援藏路

这所幼儿园有一场特殊“招聘会”

本报讯（通讯员 吴旭勇 张 卉）近日，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教育集

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让分别拥有科研提升、家长工作、教育教学、艺

术熏陶等几类特长的骨干教师和新上岗的青年教师，通过双向选择的形式开展

师徒结对。

“我在教育科研上找不到切入点，我要找科研能力强的老师为自己的师

傅。”新教师涂沁怡跑到骨干教师陈晶晶处“投简历”。“你对自己教学能力如何

提升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我需要这样认真学习的徒弟，恭喜你被录取了。”骨

干教师魏建芬发给新教师章柔一张“聘用书”。

此次“招聘会”从准备到正式招聘前后花了一周的时间。青年教师根据想

要提高的能力向骨干教师递上自己的“简历”，“简历”中包含自身劣势、想要取

得怎样的进步以及下一步的工作目标等。

杭州一教师带学生做专辑致敬先锋

本报讯（通讯员 金丹丹 俞 瑜）填词、朗诵、演唱……这个暑假，杭州市夏衍

初级中学801班和802班的学生们和他们的语文教师苏石令一起，做了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包括诗朗诵两首和歌曲五首，致敬各行各业的先锋——在抗“疫”

期间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员，在炎炎夏日为城市带来

美丽整洁的环卫工人……歌曲根据已有的曲子重新填词录制，诗歌则由学生撰

写并配乐朗诵。

“学生对各行各业的先锋其实都很熟悉。比如在抗‘疫’期间，学校联系了驰

援武汉的护士褚欢欢给他们上了一节在线思政课，大家印象特别深，很有感触！”

95后教师苏石令多才多艺。做专辑是该校教师潘宁宁的创意，7月初刚放假，苏

石令就带着两个班80多名学生开始着手落实。苏石令说，选定曲子后，填词和

录制差不多花了6天时间。

温岭市箬横镇贯庄村文化礼堂设有儿童之
家，今年暑假，20多个留守儿童和三星小学30多
个小学生在这里开展了城乡孩子手拉手活动。
图为在“我是小交警”职业体验中，孩子们正在体
验酒精测试。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夏敏丹 摄）

校园消杀迎开学

新学期开学在即，浙江民安公益救援
中心长兴大队的队员们冒着高温走进长兴
县虹星桥镇中学，利用高频脉冲消毒炮对
学校各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杀作业，
全力营造安全卫生的校园环境，迎接学生
返校开学。图为队员正在对教学楼走廊进
行消杀。 （本报通讯员 颜西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