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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前段时间，教育部对8起违反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开

曝光。其中，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翰林

学校教师耿某带领学生应援娱乐明星

问题成为典型。2020年5月，耿某在上

课时间带领学生为娱乐明星应援，并录

制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耿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三项规定。根据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耿

某停职检查处理，对学校校长进行诫勉

谈话。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中第三项是这样规定的：“传播优

秀文化。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不得通过

课堂、论坛、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

发表、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

信息、不良信息。”教育部通报教师带领

学生应援娱乐明星这一典型师德问题，

是在国家层面将这一行为定性为违背

“传播优秀文化”的教师职业行为准则，

为教师追星划定明确的“红线”。

从教师个人角度看，教师自己喜欢

某位明星，录制、发布应援明星的视频，

这是教师的权利，只要这一行为不影响

教师的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就无可厚

非。然而，教师带领学生应援明星，则

明显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准则。这是教

师利用职权满足自己追星的“私利”，把

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学生，把课堂变为明

星的“粉丝加工厂”。

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初，还有人替耿

某喊冤，认为将其行为定性为违反教师

职业行为准则是上纲上线。在他们看

来，教师带领学生应援明星，录制视频，

也可以视为组织学生开展活动，活跃气

氛。这些人可能大多是明星的粉丝，被

盲目的追星情绪裹挟，已经失去了明辨

是非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90后、00后成

为教师群体的生力军，不少进入教师队

伍的年轻教师是“追星族”，甚至是明星

的“骨灰级粉丝”。给他们的追星行为

划定“红线”，是十分必要的。

反对教师利用课堂组织学生应援明星，并非反对

教师在课堂上结合教学内容介绍一些明星的成长故

事。这是两回事，前者完全与教学无关，纯粹是让学生

盲目追星；而后者则是正常的教学活动，不是要学生追

明星，而是把明星故事作为案例，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分

析、思考，培养学生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

引导学生理性追星是当前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一项由媒体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

开展的“青少年追星调查”显示，有42.2%的中学生自

小学就开始了追星，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

以上，饭圈低龄化特点越来越明显。而低龄粉丝容易

被操控，为明星打榜冲锋陷阵，陷入饭圈互撕网暴中，

这些会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

响。造成饭圈低龄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有教师引导不

力，甚至推波助澜的因素。

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18年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使观看

优秀影片成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修内容，要教育引

导学生深入学习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

和美好事物，正确看待影视从业人员，不盲目追星。

这要求追星的教师要以身作则理性追星，同时要搞

清楚个人追星与教师职责的边界，这实质也是理性

追星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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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阅读经典儿童文学，在汲取

能量的同时分享个人体会；加入

富有创意的体育游戏，在玩的过

程中强身健体；体验美食制作，边

动手实践边品尝美食……“这样

的冬令营真有意思！”2月23日至

25日，义乌市香山小学教育集团

举办了寒假最后一期公益冬令

营，其间形式多样的活动受到了

孩子们的“点赞”。

假期里，香山小学教育集团

总共举办了 3 期公益冬令营，只

要是非义乌户籍并留在义乌过年

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春节期

间浙江倡导“就地过年”，全省有

不少学校像该校一样，面向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推出免费冬令营，

让孩子们的假期不但“有人管”，

而且“有所获”。

动手动脑，玩转课堂
翻开香山小学冬令营的课程

表，里面不仅有防疫课、阅读课，还

安排了“巧手扭扭棒”“快乐魔方”

“律动乐园”等一系列富有趣味性

的活动。“考虑到参加冬令营的学

生来自不同年段和班级，甚至还有

跨校参加的学生，因而学校教师在

备课时会设计一些互动性较强的

活动。”副校长吴文青告诉记者，虽

然每期冬令营的课程内容不尽相

同，但几乎所有课堂都以让学生动

手又动脑为指向，给他们提供多元

化的课堂体验。譬如，光是体育方

面，学校就开设了快乐健康操、动

感篮球、活力足球等不同项目。从

早上8点到校，直到下午4点离校，

孩子们每天都能在冬令营获得别

样的体验。

“同学们，这次的课堂内容是

利用五谷杂粮制作竹匾画……”在

教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开始设计底

稿，选择绿豆、赤豆、黑豆等杂粮进

行拼贴，创生了一幅幅稚嫩的竹匾

画。这是金华市金东区含香小学

冬令营的一个剪影。作为一所以

农耕文化为特色的学校，该校的冬

令营课程把手工劳作与节气文化

结合起来，开设了寓教于乐的主题

活动。“假期回到学校‘上课’的感

觉很特别！”老家远在贵州的学生

小吴对自己的手工作品爱不释手，

并准备寄给在老家生活的爷爷，表

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学校的生

源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全

校有近300名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

的冬令营。该校的冬令营从学生

的兴趣着手，开展了“多彩假日”体

艺活动。其间，学生们每天深度体

验一个活动项目，直到冬令营结束

为止。这些项目囊括了艺术类的

合唱、版画，体育类的传统体育和

民间游戏等。其中，有不少项目学

生还是头一回参加，因此更为吸引

他们。“假日活动太丰富了，特别是

极限飞盘，很新奇、很好玩。”该校

四年级学生刘浩轩说。

骨干带头，暖心服务
这个寒假，金华实验中学专门

推出了冬令营家长版，向学生家长

开设了营养餐制作、茶艺等方面的

技能培训课程，让就地过年的家长

们在假期里也能学习并掌握新技

能。据了解，这些课程均由该校有

相关特长的教师免费授课，家长们

直呼“太暖心了”。

无论是开设家长冬令营，还是

学生冬令营，对于学校来说，如何

合理安排参加公益服务的教师是

一个不小的难题。

“放假前，一听说寒假要面向

学生推出义务托管服务，党员教师

和入党积极分子纷纷带头申请授

课任务，部分老家在省内其他地区

的教师更是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

机会，留在北仑助力抗疫。”宁波市

北仑区白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石如军介绍，得益于教师们的积极

参与，假日活动才得以有序开展。

该校开设的每门课程都由一名市

骨干教师和两名区骨干教师担纲

引领；同时，所有课程采用跨班学

习、分层教学的模式，课程内容涵

盖了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

“参加冬令营的孩子从一年级

到六年级都有，年龄跨度比较大，

教师们在课程安排上可谓是费了

一番心思。”杭州市滨江区多思学

校的冬令营以科技与艺术项目学

习为主，办公室主任杜娟主动申请

了带班工作，“和我一样，学校有近

七成教师来自外省，大家都决定留

在杭州过年。于是，冬令营师资难

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每天都有两

三个教师轮流带班”。

对入校学生做好测温、亮码工

作，引导学生开展晨间自主阅读，

在学生离校前进行温情沟通，晚间

严格消毒场馆和教室……“一大批

骨干教师是学校开展冬令营强有

力的后盾。学生到校后，轮值教师

不仅要承担校园防疫工作、学生心

理健康安全工作，还要结合学生实

际和自身专长备课、开课。”吴文青

说，除了20余名轮值教师，该校还

配备了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及时

了解冬令营的开展情况，做好保障

工作。

有别于校园内的冬令营，江山

市城南小学则是向外借助资源，学

校教师与社会中的“老师”一起，带

着 34 名留衢学生踏上了研学之

旅。学生们一边听场馆工作人员

讲解，一边在研学单上做笔记。在

参观当地清漾祖祠的过程中，他们

认识了《毛遂自荐》里的毛遂，在毛

泽东陈列馆赏析毛泽东的《沁园

春·雪》，在毛子水故居细数国学大

师毛子水和胡适先生亦师亦友的

点点滴滴，在祖宅前感受家庭教育

的重要意义和家族背后的力量……

为充实学生们的研学活动，该校美

术教师主动加入，引导学生们沿着

红色记忆，用画笔在老物件上绘制

“红色足迹”。

特殊假期，别样体验

“浙”里的冬令营好玩又好学

□本报记者 张纯纯

这几天，衢州高级中学的39面涂

鸦墙成了学校里的“网红打卡墙”。课

余时间，师生们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

队，纷纷在自己班级的涂鸦墙面前合影

留念。

《待归来，许你温暖春天》《微光下

的引路人》《慈“母”手中线》《背上的温

暖》……39面墙讲述的39个故事都有

着一个同样的主题——“温暖”。

“高中生学习任务异常繁重，校园

里经历的人和事多如浮光掠影，较少去

关注生活里的美与温暖。‘打造温暖校

园’涂鸦活动的目的就是去引导学生

‘凝视校园’‘凝视生活’，在搜集和放大

温暖瞬间的过程中，去感受校园里的温

暖生态。”据参与组织此次涂鸦活动的

政教主任余君介绍，目前校园里这39面

墙每一年更换一次主题，由高一、高二年

级的学生围绕主题进行创作，“针对‘温

暖’这个主题，学生们搜集到的素材比我

们想象的要广很多，经过反复筛选，他们

又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设计稿进行整

体的修改和完善，之后利用两周左右的

课余时间完成了创作”。

高一（2）班的学生吴诗卉在某天早

晨因突如其来的晕眩趴倒在课桌上几

乎无意识。细心的值班教师金栩豪及

时发现了她的异样，马上联系了班主任

陈灵和副校长赵海亮，3人当机立断将

吴诗卉送去了校医务室，校医为吴诗卉

做了初步检查，然后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经及时救治后，吴诗卉慢慢恢复，

回到了校园。现在，这些身影都被定格

在了吴诗卉的画笔下。“这幅画是她感

知到我们的爱，而回馈给我们的。我觉

得在校园里，爱流动起来了才是真正的

温暖，让孩子们习得一种爱的感受能力

和表达能力后，我想他们就会成为温暖

的人。”赵海亮说。

高二（5）班学生们的画笔下描绘的

则是正在细细缝补着校服的班主任龚美

英。班级里的学生不小心弄破了校服，

龚美英看到后便让他脱下来，她的办公

室抽屉里总是备着针线。寒冷的冬天，

借着办公室的微光，一位教师朴素自然

的爱就游走在一针一线中，而这件特殊

的校服也成了师生之间温暖的回忆。

在高一（5）班的涂鸦墙上，班级窗户

上的窗花成了主角。每逢新春佳节，班

主任黄巧仙都会给学生们布置一份特别

的作业——剪窗花，这也渐渐成了她独

特的“带班传统”。红红的窗花陆陆续续

地“开”在班级的窗户上，有学生剪了一

圈“春”字，有学生剪了4条小鱼，有学生

剪了吉祥的花。每一朵窗花都不同，每

一朵窗花又相似，它们都蕴含着高一（5）

班每一个学生对来年的希冀和对美好未

来的向往。

……

“学生们发现了身边的美，用美的

形式将它保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一年

中，学生们每天都可以重温复学拎包、

缝补衣服、同学互助等温暖场景，会对

校园生活有新的理解。”余君认为这39

面涂鸦墙已经成为学校的教育载体之

一，是学校生命教育、礼仪教育、审美教

育的折射，“特别是当学生们亲自参与

了写稿、设计、定型、绘图、取名等全过

程后，他们也在学校里找到了自己的归

属感”。

39面网红墙 39个暖心故事

衢州高级中学学生用“温暖”迎接春天

“今天，请听我报告”
金师附小寒假“必修课”
赋能学生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叶 骏）“这是我们班的第一

张大合照，我站在盛老师的左边。”“音乐老师很欣

赏我在钢琴比赛中的表现，体育老师鼓励我在家

也要多做运动。”……这个春节，金华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一（3）班男生曹可诚在亲朋好友面前成了

一个小小报告家。从放假当天给父母及长辈作报

告，再到拜年时给亲友看报告，曹可诚手中的那本

成长报告“熠熠发光”。

“今天，请听我报告”——这是金师附小2300

多名学生这个寒假的“必修课”。这本沉甸甸的成

长报告丰富而立体，是由学生自己和老师、同伴、

家长共同完成的，可以让亲友看到孩子一个学期

的成长与力量。

该校“我的成长报告”活动从去年3月启动，6

月推出。成长报告中除了有常规的成绩报告单与

班主任评语，还有任课教师评语、所获荣誉、本学

期最好的一篇作文、最优秀的一次作业、写得最好

的一幅字、最得意的一次试卷，以及社团活动作

品、最开心的一次活动，和最要好的朋友、最喜爱

的伙伴的合影，校园最喜爱的一角留影（共5张照

片）等内容，总共14页。

寒假前，全校师生再一次迎来了成长报告准备

周。相比第一次，这学期的成长报告增加了两页：

一是让孩子自由发挥的空白页；二是“小伙伴的话”

板块，由学生邀请班里的3个小伙伴写写自己。

“万物竞自由。”金师附小校长俞正强说，每一

个孩子的性格、禀赋、努力方向都不同，承认差异

是最大的尊重，保持个性是最大的善良，不同的人

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优秀，成为最好的自己。

新学期来临，长兴县洪桥镇中心幼儿园开展安全护学活动，对公共设施、校车等进行集
中检查，对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杀作业，确保开学安全。

（本报通讯员 谭云俸 姚张晗 摄）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视点第

织“安全网” 迎开学季

近日，同济大学附属嘉兴实验学校开展“向戍
边英雄致敬，做约礼博文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
以驻守喀喇昆仑边防战士的英雄事迹为素材，组
织学生通过看视频、读英雄家书、画英雄形象、给
英雄写一封信等，学习戍边英雄身上的爱国主义
精神。 （本报通讯员 蔡寅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