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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近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教育局通

报教师在监考时直播：学校已约谈该教师，

目前其已被停职。此前，曾有市民反映该

教师监考时直播。（12月2日澎湃新闻）

有过监考经历的人都知道，监考难免

会有枯燥乏味、腰酸背痛的时候。监考教

师完全可以走一走、活动一下，这不仅有

助于舒展身体，也会对那些渴望“钻空子”

的考生形成一种震慑和约束。此外，监考

教师在考场适当走动，还能够让学生们感

受到关心关切，师生之间完全可以进行无

声的互动。

“监考玩直播”是教师在工作情境下

的公私混淆、角色失范。教师当然可以有

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在业余时间玩玩直播

也无可厚非。但前提是直播的内容与时

段都在合理合规的范畴，不能逾矩，否则

就会突破职业道德底线。

相比监考犯困，真正“犯困”的其实是

师德。“监考玩直播”说到底就是对教书育

人缺乏足够的尊重和敬畏，对教师职业缺

乏足够的情感和认同，没有把监考当一回

事。虽然在直播场域，这位教师引起了众

多网友的围观，但他却在当天参加考试的

学生面前做了一个拙劣的示范，有损教师

的职业形象与社会声誉。

虽然沉湎于“粉丝经济”的教育工作者

只是少数，但其危害不容小觑。不论是带着

学生追星，还是“监考玩直播”，流行于部分

年轻人之间的亚文化不能在校园里“攻城略

地”，不能放任它们在校园里“畅通无阻”。

在教育信息化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

教师即使要玩直播，也不能遗忘教书育人

的初衷。直播可以成为教书育人的辅助

手段，却不能舍本逐末。热衷网络直播建

构的名利场，身在考场心在网络，这样的

教师，难免会让人担心他是否会在教书育

人上用心用情用力。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多个社会角色，跨

界当主播和潜心做教师并不矛盾。但只

要有学生在的地方，教师就应该保持对自

己职业的尊重和敬畏，对教书育人充满情

感和认同，用专业精神和职业伦理严格要

求自己，懂得自律和自制。

本末倒置地将考场变成秀场、将学生

们变成道具，一旦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

中越界，偏狭徇私夹带“私货”，没有给自

己的兴趣偏好戴上“紧箍咒”，就会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不能将考场变成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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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纯海

11 月 24 日，气温骤降，寒意

渐浓，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

学映荷校区报告厅内却异常热

闹，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原

来，育才实验小学第九届“荷塘

课坛”暨 2020 年学术周活动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除了育

才实验小学的教师，学校还特意

邀请了临平片、塘栖片等周边学

校的教师，以及远道而来的结对

学校衢州市柯城区实验小学和安

徽省歙县行知小学的教师 100余

人共同参与此次活动。

在“荷塘课坛”语文专场的活

动现场，育才实验小学的李云昭、

卢涛，杭州市钱塘新区景苑小学的

王红燕分别执教《狐假虎威》《伯牙

鼓琴》《江南春》3堂课，3位不同年

段的教师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教学

风采。教师们教学思路清晰，寓教

于乐，引导学生感受语文课堂独特

的魅力。当天下午，余杭教育学院

语文研训师王瑛对课堂进行了细

致而深入的点评，让在场教师收获

颇丰。全国模范教师、省特级教师

沈小玲为全体教师作了主题为“统

编教材的语文要素和文体教学”的

精彩讲座，并解答了语文教师在教

学中的一些困惑。

此次“荷塘课坛”学术活动为

期4天，共分为语文专场、数学专

场、体育专场、音乐专场。每一场

活动都令与会教师受益良多。课

堂是师生共同成长的舞台，不仅仅

要通过课堂成就学生，还要在不断

磨炼中成就教师。正是基于这样

的想法，育才实验小学不断深化

“荷塘课坛”活动，打造师生共同成

长的舞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创

新，“荷塘课坛”内容不断多元化，

已由单一的学科课程发展成为覆

盖全学科的学术周课程，形成了

“省特级教师+校名优教师”共同

献课研讨的活动模式；杭州师范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学校的需求，

为教师们送来杭州名师的精彩课

堂，带来特级教师的“大餐”，让全

体教师在大师的引领下进一步成

长。“荷塘课坛”还与育才实验小

学名师工作室“联姻”，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类

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学而不止，教而不止，研而不

止。自2012年 11月开始，育才实

验小学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构建高效课堂，促进教师专业化

发展，依托“荷塘文化”特色，创设

了首届“荷塘课坛”活动。一路走

来，“荷塘课坛”不断丰盈，育才实

验小学也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

学子。与此同时，有多位骨干教

师通过这个舞台崭露头角，逐渐

成为学校乃至余杭区的名优教

师。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优秀教

师从这里腾飞……

□本报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鲍 弢

在本学期社会学科的抽测中，金

华市婺城区雅畈镇初级中学学生最后

一道大题的得分率有了显著提升，这

让师生们非常振奋。

因为地处乡村且社会学科教师较

少，雅畈镇初中一直找不到提质的很有

效办法。一年前，该校与城区名校——

金华市第九中学牵上了线。两校教师

集体备课，让雅畈镇初中“偷学”到了不

少妙招。“大家尝到了‘集体智慧’的甜

头。”副校长倪顺红充满信心地说。

“要实现全区初中教育的优质均

衡，就必须抓住教师这个关键点和课

堂这条生命线。”婺城区教育局党组成

员张根有说，虽然集体备课这招并不

新，却是提升教师水平和课堂效率最

有用的抓手。然而，怎样组织实施好

集体备课是业内大多数学校的老大难

问题，教学质量处于塔尖位置的初中

往往开展得有声有色，而部分乡镇初

中或小规模学校或音体美等教师少的

学科却很难碰撞出教学上的火花。渐

渐地，学校之间就拉开了差距。

“初中提质强校是个老话题，需要

结合文化背景和时代语境重新对其进

行解读。”杭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项红专认为，集体备课需要正视

教材变化、学情差异等方方面面的因

素，需要初中学校更好地把握教育规

律，聚焦教与学的核心，守好课堂教学

主阵地。

为切实扭转城乡初中不平衡，区

教育局局长李刚带队，主动与党委政

府对接，深入走访乡村、学校、学生家

庭，稳妥推进农村初中布局调整，实现

初中学校向中心城镇集聚。经过权

衡，长山乡初级中学等6所学校实现

了整合。截至去年9月，全区以“优质

学校+潜力学校”的“A+X”方式组建

了14个教育集团，实现集团化办学全

覆盖。

“这就解决了小规模学校由于教

师人数少而无法开展集体备课的难

题。”区教育局基教科负责人徐校彬如

是说。在任仙源湖学校校长期间，他

经常把教师“赶”到距学校20分钟车

程的金华市第五中学，参加该校的青

年教师研修班、五度课堂研讨，以及各

学科日常的集体备课。细到一个解题

步骤要怎么给学生讲，五中的教师都

会传授妙招，让很多人茅塞顿开。

与此同时，区教育局也不闲着，局

领导班子带队常往各所初中跑，不仅

进班听课，更听各学科的集体备课。

很快，区教育局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集体备课的实施意见》，就备课类

型、主要任务、关键环节、严格考评等

方面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将集体备课

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情况纳入教学工作

绩效考核指标，实现全区各学校、各学

科集体备课有效运行。

在婺城中学，副校长张璟经常和

工作仅4个年头的潘晓璐一起磨课，

手把手地传授教学心得。“从作业怎么

设计到每一种题型如何有效讲解，从

每个知识点该怎么导入到整堂课该怎

么安排，整个学科的老师一起讨论研

修，令我得以迅速从老教师身上汲取

教学经验，把握住教学要点。”对于集

体备课，潘晓璐感慨颇深。

因为地处婺城新区，学生中不仅

有周边乡村的孩子，而且有大量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每年还有不少新教师

加入。“年轻教师业务水平的高低，决

定着学校教学质量的优劣，而集体备

课无疑是加速器。”校长徐贵龙告诉记

者，近几年婺城中学教学成绩喜人，教

师的课题、论文、优质课、教学技能比

武都取得了不俗成绩，学校连续多年

被评为“教育教学质量优胜单位”。

而一些公认的初中强校更主动树

立大集体备课观念，将优质资源辐射

开去。金华五中一年一度的“教研组

赛课”向外敞开大门，金华四中则通过

“互联网+”课堂，和结对学校同上一堂

课、同听一节课、同研一节课、同享一

微课，即时解答屏幕那头教师们的疑

问。区教研室音乐教研员方秀娟说，

从前偏远地区学校音体美等学科的教

师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开展集体备课

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打开了乡村教师

的视野，他们对课堂的把握更准确了。

近段日子，婺城区教研室书记汤

旭新正在整理这些年全区教师获得的

荣誉。开展集体备课以来，区里教师

评上全省教坛新秀的人数有了明显增

加，初中所有学科均收获了省优质课

评比一等奖等奖项。而初中各学科的

质量监测显示，婺城区初中教育水平

如今已走在金华市前列。“每位教师在

集体备课中释放的个人智慧，凝聚起

了全区初中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

他欣喜地说。

目前，婺城区正在草拟“十四五”

教育发展规划，他们已经把“培育一支

骨干队伍、建强一个备课组、完善一套

运行机制、形成一股真干实干努力干

的风气、打造一个集体备课的婺城模

式”写入其中。张根有说，接下来该区

打算成立由教研员、一线骨干教师等

组成的全区中小学集体备课指导组，

帮助学校建强教研团队，指导教师依

托集体备课平台，营造相互有协作、思

维有碰撞的研修氛围。

婺城：集体备课促初中提质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第十四届“李锦记”美食文化节开幕式
近日在该校南校区精致馆举行。活动中，厨艺学院还举行了
2020级新生授帽仪式。授帽是厨艺学子的入门仪式，意在坚
持育才与育人统一、厨德与厨艺呼应，引领学生在厨艺之路的
起点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图为中国烹饪大师给新生授帽。

（本报通讯员 高 晴 摄）

宁职院
启动线上跨国研学旅行

本报讯（通讯员 吴安萍 刘沪波）“同学们，

中马职业技能与文化中心第一期‘云研学’走进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开始……”日前，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对外汉语教师韩淑靖变身主播，给马来西

亚敦胡先翁大学40多名师生上了一堂“云研学”

课程。

结合专业和学生的实际需求，宁职院与敦胡

先翁大学共同开发了双向线上“云研学”系列项

目。双方分别为对方提供4个主题的线上课程，

每位参加“云研学”系列项目的学生顺利完成该项

目所有课程和学习任务后，将获得对方学校授予

的1.5个学分，并实现学分互认。“跨国研学旅行是

学生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

学习方式，也是着力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有效育人途径。”宁职院国际学院

院长董鸿安介绍，受疫情影响，他们把研学活动从

线下搬到了线上。

据悉，作为首批20个“中国—东盟高职院校

特色合作项目”之一，宁职院与敦胡先翁大学共建

了中国—马来西亚职业技能与文化中心。中心自

成立以来，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务实交流与合作，创

新了国际交流模式，以学生互动促进文化交流、学

术互动拓宽职教合作领域，并通过开展职业技能

与文化领域教学及培训，助推中马双边人文交流

的不断深化。

玉环
古渔村办起文化大讲堂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林梦婷）日
前，“海之韵”文化大讲堂开进了玉环市东沙渔

村。渔家女朱启菊作为培训班特邀教师，手把手

地指导50余位渔民制作鱼饼。

“文化大讲堂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培训班。”

朱启菊说，她自己也是“初心夜校”的一名学员，每

周四晚上都会参加各类讲座。除了学习处理家庭

关系的小妙招外，她还学会了直播带货，交到了不

少朋友。截至目前，文化大讲堂已推出各类培训

千余场，覆盖坎门街道13个社区和6个行政村，

受益者多达3.2万人次。其中，有3000余名渔村

妇女通过培训拿到了母婴护理、茶艺师、美容师、

计算机操作、西式面点等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了持

证再就业。

据介绍，文化大讲堂是依托坎门成人文化技

术学校开办的，它还被列入2020年国家级终身学

习品牌项目。“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

坎门成技校校长郑峰说，目前学校面向老年学员

开发了10多门“文化+康养”游学特色课程，面向

企业员工推出各类岗位技能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培训，面向赋闲渔家女开设了母婴护理、家居生

活、健康养生、急救技能、疾病防治等一系列家政

服务项目培训。

大师给新生授帽

打造师生共同成长的舞台
——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荷塘课坛”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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