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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徐德亮

我们为什么要做项目式学习呢？

第一，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要求学生在

一定的时间内，通过小组协作、调查

研究等方法，解决学科领域或真实生

活中的议题，并将报告、提案、视频等

项目成果向公众进行展示，最终实现

知识的再构建。

第二，相比传统教学模式，项目

式学习拥有先天的价值和优势，能让

学生在不断创新实践中获得竞争优

势。这一点也在不断被认识，被认

可，被发掘。

如今，针对学生的项目式学习的各

类展示、比赛也越来越多，激发了学生

们的兴趣和热情。但笔者认为，项目式

学习展示和赛事中“包办”成分太多。

项目式学习展示

竞赛代做危害大

时下，很多教师和家长在以指导

学生作品获奖为突破口实现“素质教

育”，忽略了项目式学习的主体原则

和理解深度。长期以来，参加科创展

示和比赛，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潜能提

供了非常好的舞台。依托竞赛活动，

学生在一次次参与活动中获得了不

同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提升。但也要

承认的是，教师和家长的指导固然不

可少。重点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如

果只片面地关注孩子的项目式学习

结果，一切由“结果”说了算，教育生

态就会被破坏。唯结果论所带来的

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表现：

第一个方面，只关注结果导致学

生成长的错位。不关注过程，忽略了

学生才是主角，势必会出现“不走寻

常路”、越俎代庖的情况，让参与赛事

或作品展示“变味”。曾经听一位家

长抱怨，自己一个周末都在帮孩子赶

参加STEM展示的材料和作品。“那

他平时没有完整地参加项目式学习

吗？项目式学习到底是要奖项，还是

要孩子的发展？”笔者好奇地问。因

此，我们在谈通过项目式学习培养学

生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时，也要清楚

正是这种与能力不相称的“包办”做

法，剥夺了学生体验学习和获得成长

的机会。这样做学生即使拿到奖项，

照样缺乏创造力，久而久之，就会失

去对学习、创造本身的兴趣。

第二个方面，“拔苗”助长，会造

成学生只顾结果，不顾其他，为结果

不择手段。实际上，这样做直接否

定了项目式学习教育的育人功能，

会严重影响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

成。在后面的学习中如果遇到困

难，就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打击，影

响对项目式学习的兴趣，长此以往

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拿奖”通常

是活动的结果，而对人的培养才是

教育的目标，这也是教师、家长要认

真防范的风险。

第三个方面，目前的项目式学习

教学，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实性、阶梯

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转变认知偏差

在项目式学习中走正路子

笔者认为，或许可以从另一个维度

来进行思考与突破，那就是转变赛事代

做观念，在项目式学习中走正路子。

所谓的转变，就是需要思考创造

性与学习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要

明确教育的目标、宗旨究竟是什么。

帮助学生找回自己要学的知识，常常

有三个方面：一是提倡诚信，正视参

赛、展示的初心。要遵循研究规律，避

免急功近利，师长要接受时间过程。

项目式学习效果如何，不能完全靠赛

事结果来证明和表现。可以肯定的

是，项目式学习的好处是，给学生一个

安全的试错环境，和一个允许失败和

不断改进的过程。一旦学生发现了真

正属于自己的内在学习动机、成就动

机，学习就不再是负担，面对差异，不

气馁、不浮躁，沉下心来，脚踏实地，找

到差距，促进学习，在经历初始浅显阶

段之后就会进入纵深领域，教师、家长

则需耐心陪伴与等待孩子的成长。值

得指出的是，我们发现小学阶段经过

项目式学习的学生后劲足，在进入中

学或更高阶段后依然表现出色。

二是保障学生健康的竞技心态，

让功利竞赛回归育人本位。凸显学

生主体地位，让学生因兴趣、素质提

升去参加自己内心真正需要和喜欢

的项目式学习上来。专注一个项目，

进而让学生在过程中，培养实践意

识，拓宽知识，对驱动性问题持续深

入的探索，为将来开展复杂性、创造

性工作打下基础做好准备，增强他们

应对未来的挑战力，为将来的幸福生

活奠基。

如2020年暑假，嘉兴市实验小

学和安徽省安庆市朝阳路小学两校

小学生线上开展“云养殖”项目式学

习活动。学生们通过养殖螳螂应对

小区和蔬菜棚室蚊蝇的问题。昆虫

的饲养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这是一

项系统的、反复进行的活动。当学生

遇到困难和难以解决的任务时，教师

就引导他们通过网络、图书馆、同学

等渠道收集信息，分析得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鼓励学生对设计和执行环节

进行思考。项目式研究中，学生们在

前期发现，设计不合理的“栖息地”，

极易造成饲养的螳螂幼虫折损现

象。于是，学生们分工合作，围绕前

期的观察和需求分析，设计图纸，制

作螳螂“栖息地”，学着用编程控制硬

件，经历作品再设计、不断改进和迭

代的过程。阶段性和最后的研讨会

中，这些学生在网上分享了他们观

察、记录的不同时期螳螂捕食数量比

对表，和螳螂对食物的喜好、反应速

度等实践信息，以及衍生的项目产

品。参与项目的一名学生的家长说：

“孩子的反馈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精

彩。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孩子会说

‘我要进修下相关知识了’。这提示

了我们家长，如果孩子遇到完全没有

接触过的内容，家长需要花时间指导

孩子阅读科普资料，理解有关术语和

科学概念，然后等待孩子的成长。”这

个项目中，学生们根据日常给昆虫画

肖像做记录时发现，将田间的昆虫通

过“虫脸”视频采集，云平台统计得出

这一区域内有害昆虫的数量，就可以

科学地采取管控，降低作物虫害风

险。这个为让农业变得极其智能的

“虫脸识别”概念而设计制作的“AI虫

脸识别农业机器人”成为嘉兴市教育

机器人展评活动一等奖项目。在这

一项目获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

了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对自我负责，

对社会关注，对未来担当。

三是感知和发现项目教育实际

中的“真问题”，改进项目实践。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加大项目开发力

度，包括标准、教学材料等，定期专门

为教师和家长提供优质的“经验支

持”，做好课程开发的保障。同时，教

师还应重视项目式学习方式的多样

化，使项目式学习更受学生们的欢

迎；重视项目教学计划的制订，提出

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问题让学生们

去探究，让任务真实发生，让项目式

学习回归育人本位。

（作者系嘉兴市实验小学科学
教师）

□本报通讯员 金晓英 龚琴娟

日前，一个“义乌男体育老师给

女生扎辫子”的视频被热转。在这个

只有3秒钟的视频中，一名男教师弯

着腰、麻利地给一小女生扎好马尾辫

后，轻轻拍了下女生的胳膊，示意她

好了。背对着他的女生随即欢快地

跑开了。

不少网友被男教师扎辫子的熟

练手法“暖”到了。有网友说，这是一

名“宝藏”男教师。还有网友开玩笑

问，这是不是一名“女儿奴”教师。

这名教师叫周舟，今年28岁，是

义乌市群星外国语学校从教了两年

多的体育教师，也是一名班主任，目

前未婚。

提起视频上的内容，周舟说，这

是去兄弟学校上汇报课时的一个小

插曲。当时那个小女孩辫子散了，跑

过来求助，他就顺手扎了下，没想到

被一旁的教师拍了下来。

群星外国语学

校是一所寄宿制学

校。十几岁的学生

还不太会扎头发，

经常披散着头发到

教室。作为班主

任，周舟学着帮她

们扎辫子，时间长

了，手法就变得熟

练了。周舟自豪地

说，现在麻花辫、双

马尾等发型他都能

轻松搞定。

周舟曾在部队

服役，从杭州师范

大学硕士毕业后就在群星外国语学校

任教。有着高学历和当兵经历的他，

对学生管理和师生关系维护有着自己

独特的理念和方式。两年多的班主任

工作中，他会利用专业知识带领学生

健康锻炼、科学生活，还会在课余辅导

学生文化课。

周舟喜欢拍摄和制作视频，开通

了一个名为“体育周老师是班主任哟”

的个人视频号，将学生在校活动拍成

小视频与家长分享。平时，他还会带

着学生们在操场上，弹着吉他一起唱

歌。他认为，让家长充分了解学生的

在校状态，是班主任应尽的职责。

别看他现在和学生们相处融

洽，也得到了家长们的肯定，一开

始，得知一名年轻的体育教师要来

当班主任，不少家长质疑过学校。

那时，周舟才任教3个多月，他自己

也没把握带好班级。校领导鼓励

他：“你入校后这3个多月工作很认

真，也很受孩子喜欢，发挥你的特

长，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受到孩

子和家长的信任。”

担任班主任之初，周舟也的确遇

到了很多挑战。班里有一个女生很

瘦弱。周舟发现她不爱运动，也很挑

食。为此，他问女生喜欢哪项体育运

动。女生想了半天，回答说喜欢打羽

毛球。之后，课间和体育课上，周舟

经常陪她打羽毛球，陪她在食堂就

餐。如今，这个女生球技进步不说，

因为运动量增加，胃口也变好，脸上

的笑容也多了。

在周舟看来，体育课不是副科，

体育精神与学生成长需要的品质是

一致的。为此，他把体育课和德育课

融为一体，让学生在自己喜欢的体育

项目中感受运动的力量。当班主任

一段时间后，周舟发现班里一些学生

抗挫折能力差，遇到困难经常哭鼻

子。为此，他组织了 3场班级足球

赛。一开始，有的男生因为输了比赛

坐在操场上号啕大哭，周舟趁机开展

抗挫教育。令他欣慰的是，如今那些

爱哭鼻子的男生大多能从容对待比

赛得失。

有时，课间学生们会抱来一把吉

他，要周舟跟他们一起弹唱《你笑起

来真好看》。师生们围坐在操场的台

阶上，边弹边唱，微风吹过学生们的

脸庞。这样的画面让周舟倍感美好。

□费 颖

QQ群里，毕业的学生留言：费总，我们一切

都好。放心。

一直和毕业的学生保持着淡如水的君子之

交：没事留个言，有事“费总”会第一时间赶到。

一

总会在微信群里看到一波波师生同乐的照

片，刷屏最多的是给班级学生过生日：课间，或

有计划或惊喜地出现一个大蛋糕，大家唱生日

歌，切蛋糕，小寿星发表感言，合影。从学生们

的笑容里，我看到了快乐。

但是，过生日，是家长要做的事，还是班级

要做的事？

即便同样是过生日，在家里过和在班里

过应该有所不同吧。于是，我设计了我们班

的生日会。

没有蛋糕，没有礼物，只有属于孩子、同伴、

父母的“吉祥三宝”。

享受一次当焦点的感觉。小寿星站在讲台

前，每个同学说一句赞美他的话。小寿星每次

都要大声地回应：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

在的孩子，物质富足到无法体会到幸福感，而这

样的赞美带给他（她）的是精神上的自豪和惊

喜。几乎每位小寿星都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老

师和同学的眼里竟然有那么多优点。而小寿星

的同学们，也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发现美和表达

对别人的赞美。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讲述一个自己和父母亲的故事。这个环节

中，引导学生怀着感恩的心去记录自己和父母

的点点滴滴。在讲述的过程中，不少小寿星流

下了眼泪，有幸福、有内疚、有理解、有释然，听

的同学也感同身受，渐渐理解和感恩父母。同

时，也为写作积累了鲜活的素材。

表达一次对父母的爱。当天晚上，小寿星

将讲述的故事写下来，设计成一张精美的卡片，

送给自己的父母，并给父母一个拥抱。

让自己内心泛起层层爱的涟漪，收获精

神的富足，那是班级生日会给予学生的爱的

体验。

至于，生日蛋糕、生日礼物，是家长送给孩

子的幸福。作为班主任，不是替代家长爱孩子，

而是帮助孩子和家长建立爱的联结。

同一个生日，不同的过法，教师和家长的角

色不同，其中渗透的爱也不相同。教师表达了

自己的爱心，也守住了自己的边界。唯有这样，

才能丰富学生的体验，才能引导父母和孩子懂

得表达爱，拥抱爱。

二

新班级成立，总有家长迫不及待催促交班费。但我们班

不收班会费。因为现在的学生，最擅长的是用钱解决问题。

且看很多班级，总是几个班委（或家委会成员）在网上采

购，将教室装扮得“花枝招展”，生机勃勃。视觉美观，但，这跟

学生们有关系吗？

且看运动会：原本是班级精神的展示，却演变成了服装、

道具的大比拼，甚至为了服装、道具的选择滋生很多矛盾。

……

很欣赏某教师的创意：每个学生从家里的绿植中扦插一

株，带到班里，写上名字，用3年的时间，细心呵护，一起成长。

可以想见，这株绿植就这样跟这个学生建立起了生命关系，并

在班级中传递出爱的信息。成长，只要用心经营，就能享受不

断的惊喜。

也很欣赏自己班运动会的精彩纷呈：几乎没有投入，就囊

括了入场式、广播操、跑操的一等奖。

“我们没有钱，不能买服装、道具，怎么办？”我问学生。

“可以交钱啊！”在交钱的问题上，他们向来慷慨。

“其实费老师的每届学生都是不花钱就拿一等奖的，你们

信不信？”

学生很惊讶。

“花钱，是买一等奖；不花钱，是创意一等奖，你们怎

么选？”

青春期的学生，最喜欢刺激、挑战。带着满满的怀疑和激

动，学生们选择了不花钱。一个个方案都因为要花钱被否决，

学生开始寻找身边的资源。

“我妈妈是幼儿园的老师，我可以去借借道具。”小王突然

觉得妈妈特别伟大。

“我爸爸会打太极，我可以让他来教我们几招，还可以

借他们的太极服。”因为基因而苦恼的小个子小李两眼闪

着光芒。

“我妈妈会做手工，我让她给我们每个人做一个领结。”一

直回避妈妈是“家庭煮妇”的小宋第一次为妈妈骄傲。

“我爸爸妈妈什么都不会，但是，我想他们愿意为我们

加油。”

……

学生们七嘴八舌的出谋划策中，爸爸妈妈的形象渐渐高

大起来。

紧急召开网络会议，指导家长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跟孩子

的良好关系。

“进入青春期，孩子们的生命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孩

子—爸爸—妈妈’转变为‘孩子—同伴—同伴’，你正面临着被

孩子抛弃的危险。现在孩子要向你求助，正是提升你在孩子

心目中地位的好机会，请家长积极配合孩子，跟孩子一起策

划。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主张，请给孩子力量。”

没有煽情，没有渲染，学生们在活动设计中找到了爱的依

靠，家长们在参与中获得了爱的力量。运动会，成了学生和家

长共同成长的契机。

学生从家庭走出来，经过班级的滋养，带着满满的

爱走进家庭，教育就这么生

动起来。爱，也就这样丰盈

起来。

（作者系杭州市朝晖中学
班主任）

拥抱项目式学习，但应看到“包办”的危害 没
有
蛋
糕
、礼
物
的
生
日
会
和
没
有
班
费
的
班
级

男教师3秒为女生扎好辫子
义乌这名体育班主任“火了”

图为周舟和学生们在体育课上。（本报通讯员 杨文伟 摄）

从小就想当一名乡村教师的罗刘金两年

前毕业于丽水学院全科教师专业，同年入选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两年来，着力于学科

融合探索的罗刘金很快成长为龙泉市八都镇

中心小学的业务骨干和德育主任，更让他的乡

村学生们发出感慨：“能碰到这样一位老师，真

是便宜我们了呀！”每逢周末、节假日，学生们

总会主动找他“玩”。图为师生正一起爬山。

（本报通讯员 潘星怡 摄）

乡村全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