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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兴市秀洲区印通小学
南校区就读的1403名学生，来
自全国21个省区市，少数民族
学生有338人，来自土家族、苗
族、仡佬族、傣族等 15 个民
族。从2016年开始，该校为新
居民子女开设“融合教育”课
程，实现“每一个都很重要”的
办学理念，使学生了解和亲近
居住地文化和自己家乡的文
化，增强认同感、归属感、存在
感。图为近日学生在手工课上
用边角料装饰灯罩。

（本报记者 池沙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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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元培小学 骆海燕

“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

难。”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粮

食心存敬畏。而如今餐桌上

的浪费现象却比比皆是，令人

心痛。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全社

会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氛围，有必要在小学阶段培养

学生节约粮食的习惯，引导学

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向“舌

尖上的浪费”说不。

我校连续两个学期以“我

光盘，我光荣”为主题，在全体

学生中开展“光盘行动”，倡导

每个学生争做“光盘小使者”

“光盘宣传员”“光盘监督员”，

努力做到不挑食、不剩食。

我校“光盘行动”的亮点是三色刻度

尺，这是巧借交通信号灯的“红黄绿”三

色，控制学生午餐浪费情况的一个办法。

每班在纸条上依序画好红黄绿三条

色块，再将纸条贴在用来倾倒食物残渣的

塑料桶内壁上，以提醒学生注意粮食浪费

的程度。当桶内残渣水平线在绿色块内

时，表示“光盘”践行情况良好，该班应该

表扬；残渣到达黄色块，则表示未能达标，

需要该班引起重视；如果残渣已触及红色

块，实际上不可能产生那么多残渣，表示

这里面以剩菜剩饭居多。

每天中午，学生用餐结束后，党员先

锋岗5位教师担任“丈量员”，按照“绿色2

分、黄色1分，红色不得分”的评分标准，

为全校30个班的“光盘行动”亮分。一周

下来，全校得分最高的几个班级获得在表

扬栏中公示的荣誉，并享受周一每人获得

一份水果或小点心的奖励。

未达标班级的师生及相关人员需要

反思并进行整改：班主任自查“光盘教育”

是否落实，管餐教师自查管理是否到位，

每一个学生自查

是否认真践行“光

盘”，食堂后勤人

员自查菜肴搭配

是否科学、口味是

否学生喜欢。

□力 耕

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我有幸走访了

两所小学，突然心底有了某种触动。

这两所小学没有名校的光环，名不见

经传，一所是位于三县交界的偏僻乡村学

校，一所是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新居民子女

学校。

我所说的触动并非以往那种常见的、

面对弱势群体时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对坚

守和奉献者宗教般的敬仰，也不是那种弹

着西班牙吉他、念诵清代冷门小诗、实质上

是带有表演性的煽情自伤。

在2020年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多既

有观念被颠覆了。我想找一个普通的词

切入，让读者也能理解我的那份触动，那

就是——“网红”。

网红的形成模式不同于明星，它是大

数据背景下的产物，取决于关注人数的海

量。它很难用商业模式炒作出来，红了就

红了，不红再怎么用力也不红，这显示出互

联网舆论的公正性。

回顾一下，如果说2019年的网红是美

食视频UP主李子柒；那么，每天骑马牧牛

的纯正康巴青年丁真，作为2020年的网红

应该没人有意见。

你能看出李子柒和丁真的共同点吗？

如果确定不了，不妨再来看一位网红

的官员。原先有很多政府官员为本地产品

代言，为什么只有身披红斗篷、雪地策骏马

的副县长贺娇龙红了？

最后再请看咱们教育界，浙江乃至全

国网红的小学是哪一所？

我用这个问题试过很多人，得到的答

案甚为一致，且几乎都是脱口而出——富

文乡中心小学。

这是一所位于千岛湖畔的小学，如童

话、如仙境、如梦幻……在今年取得28亿

元票房成绩的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中亮相。无论名校再怎么有名、知名、著

名，哪一所有它红？

对啊，这些博主、少年、官员、学校网红

的共同点是——来自乡村。

曾几何时，拜金主义、流量明星还在霸

屏，不知怎么，转眼之间，都市的文化优势正

逐步丧失，乡村、田园、土味让人爱了起来。

时过境迁，如今的逻辑竟然是：城里的

红不过村里的。

这真是太励志、太正能量了。

在这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中国

经历了很多，人类经历了很多。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很多事情都演化成

了魔幻现实主义，认知方式在改变，既有价

值有待重估，可谓百年未有之变局。

回到文章开头，我在这两所学校到底

看见了什么呢？

我在这所乡村小学所在的村镇，看

见了清澈的溪流、连绵的远山、金黄的

银杏……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很正常，农村就

是这样靠山吃山嘛。

可是，我还看到了其他的东西，一些过

去没有的东西：藏品众多的非遗文化博物

馆、复古还原的抗日事迹旧址、功能齐全的

村民会议中心，还有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

民家宅院，最后是经过专业艺术规划的充

满设计感的整个村落布局与外观。

而在这所新居民子女小学，我且不说

它的占地规模、场馆建筑、体育设施、停车

空间、信息设备（光凭这些足令不少硬件条

件局促的城区学校嘴里发酸），我也看到了

其他的东西，一些城区学校没有的东西：该

校开设的十几门走班课程，包括竹简制作、

本地方言、地方戏曲、花式跳绳、废布剪贴

画、产品工艺流程等，这些课程丰富、生动、

拓展、成熟，城区学校能开出并经营好其中

的一门，在我看来难度系数都非常高，都值

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

尤其是学校为来宾准备的一台学生文

艺演出异彩纷呈。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舞

蹈、十几种地方戏的演唱的“串串烧”，将舞

台装点得多彩、欢腾、喜庆，让人几疑新春

佳节提前来到。

欣喜之余，我有了一种预感或者说是

猜测：所谓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态势，

似乎正在或已经出现反转。至少乡村或城

郊学校的课程资源，尤其是研究性、拓展性

校本课程资源，在数量与质量上迟早会对

城区学校形成反超。

首先，一些“规定动作”所需资源已不

存在城乡差异。由于互联网科技的普及，

在“世界变平”的大趋势下，国家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体系、各种民营的教育资源平台，

免费或付费的教材、课件、图书、电影、音频

等信息资源瞬间可得。

“我们农村小地方。”“你们城里来的

人，见多识广。”这类日常对白已只能是纯

粹客套。

只要插上网线打开Wi-Fi，只要信号

能覆盖的地方、快递小哥能到的地方，就

不能从地理上区分城市还是乡村，因为所

有人获得信息和物流资源的机会和时间

几乎一样。

其次，在拓展性课程资源方面，反而是

乡村和城郊学校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我走访的这两所小学就是如此。

这所乡村学校不仅适于开展自然科学

教育、劳动实践教育课程，而且周边还有很

多优质企业，包括数字型企业。它们不仅

在为学校提供生源，同时也在提供实体经

济与虚拟经济的工业劳动实践教育资源。

而在这所新居民子女学校，在林立的

工厂环绕中，也并没有完全城镇化。从教

学楼望出去，可以看到学校毗连着大片的

阡陌农田、纵横的河道与树林，一部分居民

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

走进自然，走进车间，走进民间，对于

这两所小学的学生，可谓是一抬脚的事。

而城区学校与之相比，远离农田与工

厂，是明显的地理劣势。一学期组织一两

次工农业社会实践活动，已是劳师动众，路

远费巨，效果则如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相

关的自主研究课程很难深入与持续开展。

最后，不可忽视的还有德育中的精神资

源，如勤劳、节俭、质朴、坚韧、创新……这些

精神内核在许多城区家庭中已然失去。

社会经济发展壮大了城市中产阶层，

使他们有了更多可支配的金钱与闲暇。但

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金钱与闲暇也

能够滋生好逸恶劳、沉溺享乐等不良习惯。

家长自己不劳动、不学习，却要求孩子

努力奋斗，言传身教模式崩盘，家庭教育威

信尽失。

而这些品质对于务工务农者却是赖以

为生的基础，子女们仍能从父母身上看到

并学到不少。

城市，一直是文明、先进、富裕、开放的

代名词，但随着城市区域功能的单一化，物

价高企、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空气污浊、竞

争激烈、人情淡漠等“城市病”削弱了城市

的吸引力。

城市中教育的内卷化越演越烈，城市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普遍焦虑，学生每天忙

于当一个“做题家”，课余时间又奔波于各

培训机构。

狭窄的生活空间、繁重的学业压力，导

致师生关系、亲子关系恶化，学生心理病症

频发，漠视生命的极端个案也逐年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

总数自2014年达到峰值后，已经连续5

年呈下降趋势，城市至少减少了1700万

人口。

反观乡村这些年，无论是政策层面，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乡村振兴”“山海协

作工程”，还是从乡村发源走向全国的“两

山”理论、美丽乡村建设；无论是现实层面，

年轻人逃离“北上广”、逃离大城市的被动

无奈，还是大学生争夺公务员选调生名额、

小有所成之士返居乡里的主动回归，乡村

愈加清晰地展现她新的面容。

原有的一些标签，如贫穷、愚昧、闭塞、

匮乏、荒蛮、落后、可怜……已不再适合指

称乡村，而人们更愿意赋予乡村更多美好

的意义：美丽、宁静、典雅、古朴、舒适、干

净、亲切、富足……

双休日、节假日，城里人开着私家车往

城外跑，哪里有山清水秀，哪里有高端民

宿，哪里有山肴野蔌，哪里有未被学而思和

奥数污染的眼睛，哪里就是一个正常人心

之所往，足之所至的所在。

农业、农村、农民曾经为工业现代化奉

献“剪刀差”，曾经吸纳过城市过剩的产能

和人口，曾经为“世界工厂”付出过价格低

廉的劳动力，而随着疫情防控胜利后新一

轮经济腾飞，新居民们正不停地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订单加班加点……

他们有权利享受居住地的教育反哺，

而在实体经济的劳动力争夺大战中，每一

个人都有“用脚投票”的自由，这不仅取决

于企业工作环境，也取决于教育回馈的质

量。因此，乡村学校和城郊学校的一线教

师，也有着振兴本地经济的重要责任，在

“拼出来干出来”的中华复兴之路上，理应

建立足够的职业自

信，继续盘活区域课

程资源，陪伴学生，

维护学生，发展学

生，为学生家长解除

后顾之忧。

2020年的惊喜

已如常，2021年，拭

目以待，干就完了！

2020岁末感怀
俞和军（楼主）
在教育系统正式的文件

中，除了期中考和期末考外，

中小学阶段不允许组织统一

命题的考试。然而实际情况

是，阶段性检测（月考、独立

作业、模拟考等）往往以几校

联考的形式依然存在。请您

谈谈认识。

龙泉许东宝
月月考，考倒了老师，考

累了学生。学生的学习是要

以分数来体现的，但学习和

分数完全等价的话，则是教

育的悲哀。那么，如何获得

分数才是正确的呢？应该是

在教师的引导和辅助下，让

学生掌握方法，培养思维，升

华情感，轻负担、高效率地获

取分数，而不是用一张张试

卷，机械地笨拙地压榨式地

获取分数。

伊 人
阶段性检测应该且有必

要实行，教师可以通过阶段

性检测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

情况，在保证不排名、不外传

的前提下，作为调整教学进

度和难度的依据。但月考等

统一检测往往会浪费时间，

打乱教师的教学计划，加重

教师的负担。

阿 国
就像小学单元测试，月

考也不是洪水猛兽。所谓的

弱化日常考试，虽说目的是

减轻学生负担，但如果一直

不考，学生得不到自我评

估。因此，在符合教育规律、尊重学生的前

提下，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日常阶段性测

试，有助于教师、家长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更

多层面的帮扶和引导。

吴笔建
月考与政策相悖，却早已成为学校的

标配。

因其对教学质量的监控有一定的作

用，引得大家乐此不疲。当然对学生而言，

学习压力更大了。

赵占云
学生、教师、家长应该正视考试，看清

阶段性检测的出发点，是得到学生知识掌

握程度的反馈，以及用检测结果指导下一

阶段的查漏补缺，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质

量。如果把这一次次检测视为核定学生个

人优劣的唯一标准，就营造了以分数论英

雄的氛围。

人人怕考试，谈考试色变，这种恐惧慢

慢从学校蔓延到家庭、社会，家长也跟着紧

张。学校有正确的考试观，就能把好学生

发展的方向盘，让学生在检测后都能够有

所得，从而补齐不足，更好地应对挑战。

翘 楚
教师为了每一次考试积极合作，轮流

出卷，参与监考、集体阅卷和考后评卷，需

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一学期两次大

考，加上月考，是不小的工作量。学校管理

者担负着提升办学质量的重任，当然希望

掌握更多师生教与学的情况，而月考数据

为此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但月考带给学生的“收益”到底几何，

没有人计算过。以前的学校没有月考，教

育质量也未必不佳。

对于月考，家长褒贬不一，优秀学生的

家长不反对月考，因为孩子的成绩会带给

他们快乐与放心，而其他家长是有些怕的，

怕考后教师约谈自己，怕月考成绩在微信

群公开，因此每一次月考都会掀起一场不

小的波澜。

月考不是任何时候都完全不受欢迎

的，月考的受欢迎程度随年段上升。我们

学校初一不进行月考，初二开始，很多学生

希望能考一下，看看距离心仪的学校还有

多大的努力空间。到了初三，随着中考临

近，学生都跳进“战壕”里了，考试再多也不

会造反，直至中考那天到来。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中心幼儿园
吴 波

这是后疫情时代，幼儿园实施封闭

式管理，问题来了：“怎么把寝具搬进教

室？”这个问题引发了家长的质疑：

“哎哟，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不行，

她拎不动这被子的。”

“囡囡，来，外婆帮你拎，你力气小，

肯定拎不动的。”

“算了，宝贝，你拎不动就放在那里

好了，老师会来拎的。”

……

教师拎起寝具，递给一名幼儿说：

“你试试，没问题的，我相信你。”

马上遭到家长抱怨：“怎么会有这

样的老师？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让孩

子拎？”……

“自己的寝具自己拎，还是让别人

拎？”这是一个好问题，家长偏向于不让孩

子自己拎，主要原因不外乎担心寝具太

重，幼儿拎不动，以及上下楼梯不安全。

但是，幼儿园教师一直主张幼儿

“自己的事自己做”，大人不包办代替、

不剥夺幼儿自主学习的机会。

于是，我们根据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简单来说就

是用问题式学习进行管理，让幼儿经历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尝试用各种办法

解决问题的过程。

教师们进行了头脑风暴，想到了各

种办法，比如对时间进行分解，让幼儿

两周拎一次；或者将重量进行分解，让

幼儿每周拎一部分。

幼儿园曾统一配发过一个粉色袋

子，当初是用来装所有寝具的，体积比

较庞大，幼儿携行不方便，建议换成小

袋子。

教师再让幼儿进行集体讨论，幼儿

也发现袋子太大的问题。

此外，幼儿也想出了很多好办法：

有的幼儿觉得多吃点饭就可以更有力

量，体现出童真的思维；有的幼儿觉得

可以互相帮忙，比如两人一起拎袋子；

有的幼儿认为上楼的时候扶着栏杆更

安全。

教师让幼儿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做

计划，选择一个方案：是一次性都拎走，

还是分成两批，每周拎一部分？

在助力幼儿自主搬运寝具的过程

中，家长也贡献了智慧：有的为幼儿准

备了合适的小袋子，有的将棉被叠得很

平整，还有的将东西分装成两袋，让幼

儿肩上背一袋，手上拎一袋。

“自己拎VS别人拎”是一个小问

题，却是一个全员参与、多方协同的问

题解决过程，也是一门提升幼儿自理、

自立能力的绝佳课程。在搬运寝具的

过程中，幼儿自己计划、实践、反思，发

现并解决一个个问题，从生活中获得成

就感，逐步养成积极的态度。

这样的实践教育比语言更有说服

力。今后幼儿面对类似问题时，不会害

怕、逃避，而是会主动学习、勇敢突破，

寻求解决之道。

在这一事件中，教师和家长也获得

了成长。我们从原来的担忧到敢于逐步

放手，善于共同探究，帮助幼儿，不断见

证儿童的力量，成为儿童发展的同行者。

如
何
看
待
阶
段
性
检
测
？

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三
色
刻
度
尺

肩扛手提上幼儿园的，不是家长而是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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