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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本报记者 林静远

近期，记者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台

州某小学学生趁家长不留神，偷拿手机

刷起了短视频。父母见状一把夺过手

机，狠狠地摔在地上。一气之下，该学

生夺门而出冲向网咖……

为游戏装备充值，直播刷礼物，微

信聊天，一些学生“走”进了网络的大千

世界并沉迷其中，最终导致成绩下

滑。这样的现象在如今并不少见，为此

不少教师坐不住了：快给班里的网虫们

开个方，救救他们吧！

2月1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

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对

学生在校期间的手机使用作了规定。

但我省不少受访教师表示，学生在校

期间使用电子产品是容易管理的，难

的是他们在家时的管理。也有教师表

示，电子产品并非不能使用，而是要合

理利用。因此，如何引导学生合理使

用电子产品，成为诸多学校、教师共同

探讨的话题。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蔡连玉长期致力于学生网

络使用研究。他说：“在当今信息社会，

让学生和电子产品隔绝并非是好的做

法。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是系

统工程，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合力。”

音频代替视频，保护视力
“既然电子产品中的各类游戏、连

续剧那么吸引学生，何不将学生感兴趣

的内容变成音频学习内容呢？”不少学

校的教师开始思考并尝试用音频课程

代替视频，这样既满足学生使用电子产

品的欲望，又不影响他们的视力，而且

还能长知识。

“写记叙文就是讲故事，要有曲折

的故事情节，多转几个弯才生动。”宁波

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副校长、语文教师

陆青春为学生开发了有关作文学习的

音频内容，用声音指导学生记叙文的写

作技巧。“疫情期间，学生居家上网课，

为了避免他们一直盯着电子屏幕，我开

发了音频课程，一共38节，内容涉及语

文基础知识、写作技巧等。”陆青春介

绍，“这些音频既能培养学生的专注能

力，还能在无形中指导他们学习。”

“音频内容不一定要和学习有关，

也可以和心理健康有关。”常山县第一

小学校长洪永海认为，现在的学生课业

负担繁重，多听心理健康辅导内容可以

使他们全身心放松。“小青蛙好动，但也

爱安静。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想象你

也是一只小青蛙，跟着音乐开始做动作

吧。”2月18日，该校学生桑钰琳打开电

脑，点击“青蛙冥想之旅”音频课程。闭

上眼睛，她跟着音频做起了动作，沉浸

在优美的乐曲中放松心情。这些心理

健康相关的音频课程是由学校专业心

理辅导教师鲁红蓝开发的。“这样的训

练，平时我们在校内也开展，回家后可

以继续强化。”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上网频率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微

“健康中国”推出了一篇名为《熊孩子的

网瘾，有一招能治！》的文章，文中指出，

我国有41%的青少年尽管知道上网有

害却难以停止使用电脑，43%的青少年

因上网放弃过兴趣、娱乐或者社会活

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标准，通

常认为每周玩游戏超过5天、每天超过

5小时的人很可能网络成瘾。

“的确如此，有些学生的电子产品

被家长收缴后，他们还翻箱倒柜地找。”

这是教师看到这项调查后议论最多的

一句话。

“说实话，学生文化生活单一是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蔡连玉建议，

学校可以多组织户外活动，让他们从中

体会快乐和成就。在这方面，浦江县中

余乡中心小学等学校的做法值得借鉴。

每逢周末，中余小学附近的大山

上，随处可见学生身影，他们三五成群

地在地上捡树叶，用于制作树叶拼贴

画。该校地处山区，留守儿童较多，学

生大多由祖辈照顾。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戴春庭说：“我们组织学生走向校外，

拥抱大自然。每年联合浦江其他学校，

开展五校联盟夏令营，其中树叶拼贴就

是一项重要活动。”为了使学生合理利

用电子产品，该校教师动足了脑筋，最

后选择让学生多参加课外活动的方式，

减少他们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山学校校长蔡

威力曾是体育教师，对学生运动较为重

视。他要求学生把运动纳入作息时间

表。在蔡威力倡导下，学生玩起了轮

滑，学起了武术。课余，学生使用手机

的时间被运动项目占据，使用手机的次

数也下降了。

家长也应放下手机作表率
“要改变学生沉迷电子产品的现

象，并非是学校单个层面的事，家长也

应以身作则，带头行动，家校联动才有

效。”温岭市第四中学校长葛文辉说。

当下，有些家长本身就是网络爱好

者，下班后往沙发上一躺，玩游戏、刷视

频、追网剧，手机不离手，甚至带着孩子

一起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有专家指

出，要改变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情况，

家长要带头作表率，主动删去游戏软

件，不看网剧，才能引导孩子合理使用

电子产品。蔡连玉则建议家长跟孩子

进行理性讨论，在手机使用和玩游戏的

时间、内容等方面达成协议。

每周一至周五不玩电子产品，周末

可适当使用，使用时间为半小时……本

学期初始，温岭四中九（3）班学生张航

溢就和妈妈一起拟定了一张合理使用

电子产品的计划表。班主任曾雪玲

说：“我动员家长和孩子一起设计合理

使用电子产品的计划表，并一起执

行。平时，我也倡导家长要做好示范，

删去游戏软件。遇到难题，可以及时

和我们沟通。”在曾雪玲建议下，张航

溢的妈妈主动删去了游戏软件，带头

阅读纸质书。

“这几年学校组织班主任通过微信

群、QQ群，及时发布一些引导举措，学

生接受，家长高兴。”葛文辉认为，引导

学生也得得法，要抓准学生心理，寻求

好招。

□童淑芳

初春，在翻检一个箱子时，

我突然发现一摞信封，这打开

了我尘封的思绪。曾经，书信

是人们交往的重要方式，可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写信的人越

来越少了，但是我仍保留了给

学生写信的习惯，总感觉话语

不如文字凝练和永恒，能够让

学生用心感受到我的所思所

想，让他们感受到书信里的鼓

励力量。

我担任班主任已有14年

了，语馨是 2020 届的毕业

生。在小学阶段，语馨的学习

成绩非常优秀，也乐于帮助同

学，赢得了同学和教师的高度

评价。因此，当她进入初中

后，所有的任课教师都对她给

予了厚望。然而，她的第一学

期期末考试分数却让所有教

师大吃一惊，每门功课都没有

考出预期的成绩。

我召集任课教师分析语馨

的情况，大家都感觉并不是她

不用功、不努力，只是初中的课

程与小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初

中的学习内容更深，也更加注

重学生对逻辑性的把握，而语

馨资质较为普通，接受能力不

强，思维能力不足。大家都觉

得以她的天赋，中考能考上一

所市级重点高中已经不错了，

可我总希望在她身上能够发生

奇迹。古人云：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语馨或

许天赋差一些，但是我从她身上总能感受到那种

百折不挠的精神、越挫越勇的韧劲。

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作为教师不能用

天赋给学生贴标签，不抛弃、不放弃每名学生应是

每位教师的座右铭。在与家长进行充分沟通后，

我和任课教师们制定了一个专门的帮扶计划，有

针对性地对语馨的学习进行跟踪辅导。

为了增加她对学习的信心，我还时不时在便

笺上写鼓劲和加油的话，粘贴在她的作业本上。

后来，我开始尝试给她写信。有一封信是这么写

的：时光飞逝，你在我班里已经一年多，这一年发

生了很多事，你的苦、你的不容易，老师都看在眼

里。初二了，不知道你是否适应了初中的学习节

奏，不知道你是否适应了我们这几个老师的上课

方式？能够成为你的班主任，我很开心，很荣幸。

你知道吗？你叽叽喳喳讲话的样子，你笑着抖动

肩膀的样子，你认真听课的样子，你奋笔疾书的样

子，还有你哭鼻子的样子，都深深地镌刻在老师的

脑海里。你是一个积极乐观，并对生活充满了激

情的学生，勤能补拙是老师对你的期望。求学的

道路上虽有荆棘，但胜利总是眷顾努力奋进的人，

愿你负重前行，胜利总是属于拼搏的勇士。

或许是书信的力量，还有加油鼓劲的作用，语

馨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学习劲头。初二下学期的期

末考试，她的成绩总算上来了。一步一个脚印，一

步一个台阶，慢慢赶超，最终她考上了全市最好的

省级重点高中，让所有教师刮目相看。语馨上高

中后，偶尔会在微信上和我聊几句，其中有一句

话，让我润湿了双眼。她说：“老师，你知道吗？每

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拿出你写给我的信读

一读，念一念。然后我又充满了力量。”

还有一名学生，初一的时候就相当世故，小小

年纪就想着搞关系，与同学称兄道弟。我找他谈

心，告诉他情商高是好事，但这样的行为是没有意

义的，只会让自己更加无心学习，从而影响自己的

前途。他说，这个社会只要关系搞得好，一样有前

途。我找了合适的机会写了封信告诉他，关系是

对等的，自己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关系网。同时，我

更加强调：这个社会一直在发展，灰色操作越来越

少，越来越趋向于公平公正。

在一堂自修课上，我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

他。他当场拆开看了，慢慢地低下了头。从那以

后，他改变了很多，内心的“弯弯绕绕”少了很多。

当然，教育学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我也有几次和他斗智斗勇的经历。虽

然过程比较辛苦，但结局还是很好的，他变得越来

越稳重、踏实。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给很多学生都写过

信。前阵子，我和一名学生聊天，他现在已经是浙

江师范大学的学生了，但还对写信这件事记忆犹

新。他说：“收到您的信十分感动，简简单单的一

纸书信，包含的是老师深深的关爱。信中写到对

我的肯定，也写到我虽聪明却没有把这股聪明劲

用对地方。虽然类似的话我听了很多，但当语言

变成文字，老师以这么正式的方式和我沟通，那一

瞬间真正地戳到了我心上，让我反思自己的学习

态度，从而开始改变。”

听到这些话，我不禁热泪盈眶。时光往复，

岁月冉冉，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留下了一封

又一封信。纸张碎旧，却未蒙尘。平时一个教育

习惯，一个小小的举动，在学生看来，却是对他们

的殷殷期盼和成长的鞭策。书信真的是师生沟

通的桥梁。一些话语，只有通过文字才能更加传

神，才能真正走进学生

的心中，让他们的心永

不止步，也让学生真正

理解教师。

（作者系衢州市衢
江区第一初级中学班
主任）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这些学校和教师有好招

□全晓兰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二年级

有位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开设了一个“说

三道四”栏目，让班级学生上传由自己担

任“小主播”展示兴趣、特长的微视频，目

前班级 44 名学生上传了共 2109 个视

频。学生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发现内心

深处掩藏的自己，体验做小主播的乐趣，

愉快地展示着兴趣、特长。

无独有偶，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立

足低年段学生的特点，在一年级学生中

推出“上新了，小主播！”栏目，同样为学

生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

这两所学校的班主任每周都会展示

这些视频，邀请家长和学生共赏、点评，

不断评出“历史故事大王”“古诗词大

王”“科学实验达人”等各种“班级之

星”。这些荣誉称号给学生带来愉悦，愉

悦带来兴趣，兴趣带来干劲，干劲带来成

就，成就带来自信，自信带来更大的前行

动力。两三分钟的微小视频，就像蝴蝶

效应，在班级中营造了赏识、上进的文化

氛围，带给学生精、气、神的巨大变化。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

点燃火焰。一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

的唤醒。可见，先哲们早就意识到唤醒的

重要性。教师推出微小视频展示平台，正

是对低年段学生自我价值的有效唤醒。

唤醒学生的自信。低年段部分学

生说话声音小，语言表达能力较弱，朗

读课文不流利，不够自信，而这个时间

段是学生自信心培养的关键期，需要多

鼓励、肯定，而微视频拍摄、展示是最好

的载体之一。学生在演练、讲解过程

中，能充分调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

人际交往、社会活动、自然探究的真实

情境中，锻炼动手能力、表达能力，拓展

思维和逻辑。学生从最初的结结巴巴、

慌慌张张到现在的口齿伶俐、自信满

满，效能感大幅提升。

唤醒学生的童心。微小视频拍摄

不限题材，不限形式，只要喜欢的、擅长

的，都可以拍。在教师、家长的鼓励下，

观察小动物的、玩魔方的、做实验的等

“剧情”，纷纷被搬上栏目。学生们的童

真被唤醒，无拘无束。这种基于儿童立

场设计的活动，满足了学生的真实需

求，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

唤醒学生的自主意识。英国教育

家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

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

要别人来管的人。每名学生身上都蕴

藏着自主成长的愿望，这些愿望如同

一粒种子，只要有养料和水分就能生

根发芽，乃至长成参天大树。学生从

开始遵照教师要求拍摄课文朗读，到

拍新闻朗读，再到新闻播报，最后到主

动自由组织语言；拍摄空间范围也不

断延展，从家里到小区、培训班、旅游

景点；内容更是越来越丰富，从拍自己

的个性特长、爱好到拍他人；拍摄艺术

也不断提升，准备片头，设计 LOGO，

加上字幕，制作越来越精美。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爆发能量，创造惊

喜。而教育不就是接受、发现且无条

件支持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吗？

唤醒学生的生涯规划意识。刚开

始，学生随性而拍，主题零散，慢慢地，

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找到了方向。爱好

昆虫的学生讲毛毛虫、千足虫、西瓜虫，

昆虫成了课余最爱，教师便乘机推荐相

关阅读，引领他们进入奇妙的昆虫世

界，进而树立梦想——成为像法布尔

那样的昆虫学家。于拍摄中思考、发

现，很多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萌生了梦

想，想成为钢琴家、美食家、科学家、医

生、导游……尽管懵懵懂懂，但源自童

年的梦想是目标，也是追求，会化作奋

斗的内动力。这是设计人生方向很重

要的第一步。

微小视频，让低年段学生开启全新

角色体验，唤醒生命活力，让他们遇见

更精彩的自己。

微小视频 唤醒精彩

近日，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学
生在教师带领下走进该校的“匠新
苑”，体验中草药种植、护理过程。目
前，“匠新苑”已经种植了 10余种常
见中草药，并放置了科普展示牌，以
便师生更好地认识、了解中草药。图
为学校聘请的当地医生为学生讲解
中草药知识。

（本报通讯员 丁丽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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