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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河上镇是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一隅的

一个乡镇，深藏龙门山脉北麓河谷地带，

名不见经传。去年下半年，来河上镇观光

的访客突然增多。

一是因为，这一带的多个村庄成了

AAA景区，恢复修整了古街、字号、墙门、

宗祠、石桥、戏台、洋楼、银杏、寺、观、阁、

院等人文古迹。

二是，其中很多访客对这里的两所学

校感兴趣。

河上镇中心小学和大桥中心小学去

年受“浙大教科”集团委托管理，浙江省特

级教师郑巍巍入职校长。不到半年，办学

面貌有了明显起色。

郑巍巍把这两所学校（校区）称作“梦

田之上的河上小学堂”。前不久，“小学堂”

举办了一个阶段性办学诊断会，邀请了政

府、学校、社区、企业各界人士参与。

一、最可怕的不是优秀人才的缺乏，
而是现有人员的惰性

“小学堂”是乡村学校，乡村学校存在

的问题，它们都有。

河上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葛月红介绍：

“从2016年至今，我校共流失7位优秀教

师，目前18个班级仅35位在编教师，而在

农村要找代课教师很困难。”

留下的教师客观上是在坚守乡村教

育，但更多的是无奈。“大多数在职称的目

标达成后，就按兵不动，固守着那点存货，

享受着安逸。”

大桥中心小学副校长徐娃则表示：

“大多数教师课程意识薄弱，课程建构模

糊不清；教师互相推诿，不愿做事，哪怕做

了也是应付，导致学校很多工作都只是停

留在表面；教科研方面，只有少数教师在

孤军奋战。”

对教师的这种工作状态，葛月红也有

同感：“不能说我们乡村教师不敬业、不认

真，其实常规工作基本都能完成，成绩在

萧山区南片的8个乡镇中也算不错。但

思想僵化、纪律松弛、责任心缺乏已成痼

疾，导致学生学习主动性缺失。学校想在

这个基础上谋求提升和发展，可以说是步

履维艰。”

二、教育的核心是人，办好一所学校
就是把人的工作做好

郑巍巍接手“小学堂”后，在培训中让

教师们问自己：“我从哪里来？现在在哪

里？要到哪里去？”也就是做人生复盘、生

涯规划、畅想未来的反思三部曲，感受其

中有笑、有泪、有收获、有失败、有追求的

心路历程，来画一画自己人生的画像。

“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环环相

扣的，也是交叠影响的。”郑巍巍早给自

己画过这样的肖像。她在不同城市担任

过校长，学校有公办、有民办，有强校、有

弱校，“让我看到了不同的城市精神，让

我思考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

她自称“与水结缘”，这些学校的校名

中都有一个字与水有关——“淮河”“白马

湖”“苏州湾”，以及现在的“河上”。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是大自然的生

命源泉，能静能动，有刚有柔，水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巍巍戏称，上

任后一直在跟教师们打太极、掰手腕。

“郑校，这里是乡村学校。”

“郑校，我的基因就是这样。”

“郑校，这个事情做不了，那个事情也

做不了。”

乡村教师的心态让郑巍巍担心，自己

哪一天也会转入同样的怪圈：“嗯，这里是

乡村，确实是薄弱，期望值不要太高。”

她没有强求教师按自己的思路走，而

是不断地启发、激励、唤醒。“可能我已经

把要求放得很低很低，脚步放得很慢很

慢，但伙伴们还是希望再低一点，再慢一

点。我们就这样走一步，停一停，看一看，

听一听，想一想，然后深呼吸，继续向前

走。”郑巍巍说。

三、文化育人是教育的必然趋势，学
校有了文化才能立起来

曾几何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移风

易俗为己任，实现对基层农村社区的有效

治理。然而在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中，乡村

的内生性治理体系出现了真空。

萧山区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健康教研

员陶青在诊断会上指出：“几代人聚居的村

落受到文化断层的冲击，成年人出门打工，

行踪不定，留守儿童面临最直接的情感缺

失，在12岁之前这个最重要的成长阶段，

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怀与陪伴。春节难

得的亲子见面的机会，从外地返乡的父母

们拼命在物质上补偿孩子，培养了孩子对

物欲的放纵，带给他们‘读书辛苦又无用’

的负面价值取向。”

出席的还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北京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毕诚教

授，他引证教育史上蔡元培、梁漱溟、晏阳

初、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教育改革——着

力点即在文化，如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

运动等：“今天的课程改革如果没有文化，

是会走偏的。”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下，要办好乡村教

育，还是应该从“文化振兴”入手。郑巍巍

为了“小学堂”做了大量“文化立校”的准

备工作，从环境文化、理念文化，到制度文

化、团队文化，再到课程文化、活动文化，

调研报告几易其稿，至今未曾示人，但其

中“文化立校”的方案正一点一滴地渗透

在平时的改革规划中。

四、“小学堂”承小镇千年文脉，小镇
看“小学堂”今日朝气

谁能想到，小小的河上镇，曾经文脉

深厚，文风鼎盛，一直影响到今天镇上百

姓尊师重教的风气。

《河上镇志》主编、“新乡贤”钟妙明在

事业巅峰期，毅然选择回乡定居，致力于

自己喜爱的传统文化发掘与整理工作，并

在镇上创建了萧山科举文化馆。

说起家乡的教育史，钟妙明如数家

珍：“900 多年前，北宋天圣二年（1024

年），河上镇出了两位进士。到了清代，又

出了两位进士、二十几位举人，还出了十

几位武举人。”

而“小学堂”也曾有过“大历史”，钟妙

明介绍：“河上镇中心小学的前身是萧山

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21年曾获全国学

校成绩审查一等奖。从这所小学堂走出

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中印

友好使者魏风江、数学家张素诚、社会学

者金吾伦、法医病理学家徐英含、第一代

计算机专家傅世海等人。”

小镇千年的历史给了“小学堂”强大的

文化支撑，郑巍巍决定用杭州市花——桂

花来设计校园环境文化，仙游阁、史话馆、

摇桂巷、咸亨居……从进校门开始，“九里

木樨，弦歌不辍”，呈现一条寻桂、赏桂、品

桂的“桂文化”课程线路。这一空间设计交

由“新乡贤”林科达负责，他正是河上镇“美

丽乡村”整体设计的主脑。

郑巍巍对学校行政管理团队进行了

重新架构，对学校课程以课程群的形式

重新整合，对教师的专业引领则体现在

频密的听课和教研上。不少教师反映，

教书20多年都没有这几个月这么累、压

力这么大。

最重要的改革是在学生层面，河上镇

小的“天空之城”、大桥镇小的“未来创业

城”，将整个学校打造成模拟城市，学生化

身为小市长、小市民，通过班级、校级的层

层竞选，实现学生的自主管理。

“在‘河上’这块有历史有故事的土

壤，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去解决结构

不良问题，找到学习的乐趣，我想能够让

河上小学在教育转型的关键期弯道超

车。”国家督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方展画所说的“结构不良问

题”近年来被学界重视，它指的是类似于

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构或者

解决途径，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创新

和迁移能力。

美人伦，厚风俗，睦宗族，持教化……

教育曾在乡野辉煌。郑巍巍坚信：“我们需

要形成基于人的生命共同体。孩子是有无

限可能性的，只要搭建平台，孩子就会带给

你惊喜。我们也深知蜕变需要承受一定的

压力与痛苦，但蜕变能让教师看到成长的

喜悦，看到自己的未来。”

问题箱和问题墙
□杭州市学正小学 陈庆晓

有人说：“学生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成就，源于好学；好学，源于兴趣；兴趣，源于好奇。从小，

孩子心里就有“十万个为什么”，但我们发现：随着年级升高，

学生问的问题越来越少。是学生的好奇心在逐渐衰退吗？这

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利的。

为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他们学习科学的兴

趣，我在上学期开始了新尝试。

开学第一课，我跟学生们约定，设立一个“奇思妙想”问题

箱和一面问题展示墙。无论什么问题，课内的还是课外的，只

要与科学有关都可以问。

写好问题投入问题箱，教师会将它展示在墙上，让大家来

解答。

问题展示墙成为一道风景线，学生一有空就聚在那里，脸

上洋溢着好奇，眼中闪烁着饥渴，令我一阵阵感动。

学生的问题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跟课堂学习有一定关联的问题，这类问题是最

多的。比如在学习“耳朵的结构与功能”时，有学生问：“海豚

没有耳郭，那它们是如何收集声波的？”

在学习“食物分类”时，有学生问：“牛奶是生食还是熟食？”

在学习“呼吸”时，有学生问：“冬天植物的叶子都掉了，还

能制造氧气吗？”

在学习“消化”时，有学生问：“兔子的屎为什么是圆的？”

“老鼠会吃辣吗？”……

第二类问题是跟生活经验有关的。比如有名经常生病的

学生问：“为什么做过腰椎穿刺之后精神会不好？”还有的学生

问：“为什么晚上天空是红色的？”……

第三类问题是跟对科学的兴趣有关的。如“世界、宇宙、

万物的第一天是什么时候？”“磁力会传播吗？为什么？”……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说：“提出正确的问题比获得答案更

为重要。”

“奇思妙想”问题箱看似仅仅是一个小箱子，但它给每一

名学生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很多学习成绩或表现不突出的

学生往往会提出有趣的问题；而解答出别人提出的问题，会给

学生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可以激发学生持续的学习欲望。

很多问题源于课堂，又高于课堂，在课堂有限的时间里得

不到解决，学生只能在课后去查找答案。思考不局限于一个

知识点，而是整体化、多元化的，学生慢慢会形成一种思维方

式，使思维品质得以提升。

自己搞懂了，才能为同学解

答。学生要将知识内化为自己

的理解，再用提问者能听懂的方

式表达出来。

因此，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

体、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自主

自发的学习过程。

杨铁金（楼主）
有的学校规定教师上班时间

不能到门卫室寄取快递，否则就

认定为违反劳动纪律。对于这样

的规定，有的教师不理解，认为教

师上班时间经常超出8小时，除上

课外，备课、改作业、家访都可能

占用工余时间，为什么不能给教

师一点点寄取快递的时间呢？

徐如松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这样

的事情经常发生肯定是不妥当

的。如果你可以到传达室取快

递，那我就可以回家洗衣服，性质

是一样的。从另一个角度讲，经

常取快递的教师，不排除上班时

间在网上选货、下单的可能，这是

有违师德要求的。我发现有的小

学就处理得很好，在校门外的停

车场区域（不属于学校管理范围）

设立丰巢柜，便于教师上下班时

段取件或寄件。

俞和军
我觉得工作时间不可以。

为方便教师寄取快递，在校门

口、停车场附近设置丰巢柜等设

备还是可取的。

龙泉许东宝
网络给我们带来了便利，数

字时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网购

也成了一种生活需要和基本生活

技能。但我们学校没有发生教师

在上班时间寄取快递的情况。

骄 阳
首先，劳动纪律是指人们在

共同劳动过程中，为取得行动一

致，保证生产过程实现所必须遵

守的行为准则。既然如此，如果

学校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取快递，

而某教师取了快递，应该属于违

反劳动纪律。其次，双方都可以

改进，一线教师要思考如何合理

合规寄取快递，管理者要思考如

何管理更恰当。

城中李恒良
我们学校的管理者早就意识

到这方面的工作纪律问题，规定与教学无关的

快递一律不准寄到学校，传达室也不能代收。

但为了体现人性化，联系丰巢、富友等快递公

司，安装自助柜，解决教师取快递的问题。

yhglll
学生有明确的到校时间和放学时间，但教

师没有，只要学生有事，不论下班在家，还是节

假日，都会去处理。因此，教师每天的工作时

间经常超过8个小时。有时候我正在吃饭，接

到家长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饭菜都变

凉了。还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开会，到了饭点，

饿着肚子赶回学校管理学生中餐，等到自己吃

饭时一般都只有残羹冷炙。因此，教师用这么

少的时间寄取快递，还要为难他们吗？

翘 楚
的确，教师上班时间很难界定。早上一进

学校大门就开始上班了，中午辅导学生，晚自

修结束已是晚上9点多了，才算下班。很多教

师的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在上班时间

里也极少有教师寄取快递，就算有个别，校领

导也不会严罚，因为都知道教师的辛苦。

当然，如果上班时间网上购物，没完没了寄

取快递，或者引发教学事故，那就另当别论了。

孙晓菲
教师工作不是流水线作业，所以管理时要

人性化、弹性化，我是赞成教师寄取快递的，但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首先，时间应控制在10~15分钟，且一天只

能拿1次；其次，快递不能是大、中件物品，否则

会占用公共空间和劳务资源；最后，不应在办

公室拆快递，对其他教师正常工作造成干扰。

给教师合情合理的方便比一味奉行“禁字

诀”更能激发教师的归属感和工作积极性。

俞和军
要反对那些懒惰的教师让学生代拿快递，

会给学生造成不好的影响，也存在不安全因素。

赵占云
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中国作为

一个物流大国，网购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教师经常会网购一些性价比较高的物品用

于教学或班级活动，或为学生参加征文比赛

投稿和领取证书，这些都需要有寄取快递的

行为。如果这也算作是违反劳动纪律，那学

校是否缺少了一些人情味？

第

招
309

教
师
在
上
班
时
间
寄
取
快
递
是
否
违
反
劳
动
纪
律
？

乡村教育：有了做一场好梦的契机
——基于乡村振兴的“河上小学堂”办学诊断会撷英

近日，在嵊州书城，47名学生以“少年说”为主题，朗诵了47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这是“精灵之
夜”少儿公益读书会举行的第100期活动。该读书会成立于2017年，由嵊州市的两位女教师吕红
蕾、吕群芳姐妹发起和策划，每次活动由家长组织，学生接龙报名。目前共有900多名学生，来自嵊
州市区、乡村各个学校，每月组织两次阅读活动与一次“本草·童玩”乡村游学。

（本报通讯员 周慧玲 摄）

前 线 传 真

（紧接第1版）要突出“整体智治”，不断提升纪检监

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运用系统集成、数字赋能的

思维，把握好纪检监察工作的“时度效”，把严肃执

纪和温情关爱相结合，呵护好教育系统宝贵的人才

资源。

陈根芳对2021年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和

“清廉学校”建设作了工作部署。他强调，推进教育

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清廉学校”建设，必须久

久为功，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切实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提供坚强保障。要聚焦“立德树人”，在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下功夫，通过不断拓展“课程

思政”的有效途径、积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等举措，推动立德树人融入教书育人各环节、贯穿

到教育工作各领域。要聚焦“整体智治”，在推动学

校治理现代化上下功夫，建设“教育魔方”工程，统

筹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广泛深度融

合，用数字化手段防范和压缩腐败的空间。要聚焦

“风清气正”，在聚力整治违规违纪问题上下功夫，

持续推动以“三服务”为重点任务的机关党建品牌

建设，巩固深化“形式主义”问题专项整治成果，聚

力纠治损害师生和群众利益的问题，大力整治各类

违规招生行为。要聚焦“跃迁升级”，在推动“清廉

学校”建设增效赋能上下功夫，抓引领规范、内涵发

展和品牌建设，及时完善“清廉学校”建设制度体

系，提升办学治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打造清廉浙

江“优质单元”。要健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清廉

学校”建设保障机制，筑牢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

的根基，健全完善履责督导制度机制，全力打造高

素质干部队伍。

郭丽华就强化监督、履行好教育纪检监察工作

作了部署。她强调，教育纪检监察机构要保持清

醒，辩证认识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的成绩与问

题，勇担使命，坚定不移推进教育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要着眼“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强化政治

监督；要紧盯巡视整改，坚定不移压实管党治党责

任；要对标“三不”一体，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要

坚持系统观念，坚定不移建设“清廉学校”；要加强

自身建设，坚定不移锻造纪检监察铁军。

会上，中国计量大学、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湖州

市教育局、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嘉善第二高级中学

等5家单位作了交流发言。会议还对抓好中央、省

委巡视组反馈问题的整改，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慎终如始守牢疫情防控等作了部署。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共设1个主会场、257

个分会场。省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厅机关处室

和驻厅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厅直属单位党政

主要负责人和纪检工作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市、县（市、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中小学

校长，各高校相关负责人等8000余人在分会场参

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