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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注注

声音 校长说校长说

□本报实习记者 殷 可

打开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数学教师

教你“飞镖定理”，语文教师邀你行吟山

水，德育教师带你体验校园生活……随

着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教

师借助新媒体短视频功能记录校园生

活，进行教育教学，成了新兴媒体的宝

藏教师。

宝藏教师拍抖音
“小圆脸娇滴滴的如一朵小花儿”

“刘海姑娘的眼睛蕴含星辰的光芒”……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语文教师王杨军的

作文课上，学生落落大方地分享自己的

随笔，表述清晰，语言生动。这一幕被王

杨军架设的摄像机录了下来，经过后期

的剪辑、配乐，精美的视频被放在了自己

的短视频账号上，收获了171.6万的点

赞、13.5万的转发和7.9万的评论。有人

夸赞，“（肖像描写）不仅能锻炼写作，还

可增加学生的情感，被表扬的学生也会

更加努力更加优秀”。有人感动视频里

学生的青春阳光，称“50岁的老阿姨被学

生们的文采深深吸引”。

王杨军表示将语文课堂实录搬到网

络上是无心插柳，“之前我就喜欢拍视频

分享到家长群，有次发现学生朗诵时表

现特别好，就试着放到抖音上，没想到引

来了很多关注”。之后，他便陆续记录下

有创意、观赏性强的课堂片段，并上传到

自己的抖音账号。他的抖音账号叫“语

文山水”，简介为“富春山神和班上的仙

童们共同的耕作”。在“语文山水”里，

“山神”和“仙童”进行作文分享，吟诗诵

曲，玩飞花令、对对联等，在现代科技的

App上耕耘出一片世外桃源。视频的拍

摄和粉丝的喜爱让学生充满成就感，有

些学生甚至因此爱上了语文课，语文课

代表沙施镇表示受王老师影响，自己经

常在课外阅读文言书籍。

嵊州市黄泽中学教师韩晓拍的视频

是另一种风格。在抖音账号“韩老湿”

的视频里，她请学生吃炸鸡，邀学生畅

谈生活，还和学生一起演“中二”的情景

剧。活泼开朗的韩晓本身就是文艺达

人，排小品、编舞蹈，喜欢创意也热爱生

活。“当我和学生说想做视频号，把和他

们的日常互动放到网上时，学生私下都

觉得我疯了。”韩晓说。事实证明，“疯

狂”的只是被视频吸引来且不断增长的

粉丝数。2019年5月21日，《当班主任

看到东西乱放》的视频火了。视频里，

韩晓进教室看到矮柜上乱放的衣服，等

某男生来认领时，调皮地拿着衣服跑

走，徒留男生石化在地，其他学生则哄

堂大笑。因为这段啼笑皆非的视频，韩

晓和她的学生一夜爆红，粉丝量直线上

升。她目前有260.8万的粉丝，获得了

4389万的点赞，粉丝纷纷留言，表达对

“别人家班主任”的羡慕之情。韩晓认

为拍视频是展示学生的一种方式，能锻

炼学生的表达，增进师生情谊。“这是高

中生活的调剂，劳逸结合，有利于学生

身心健康。同时也为学生留下关于青

春的回忆。”韩晓说。

“精英数学毛老师”账号的背后是

江山市城南中学 58 岁的数学教师毛

建。他得知短视频是缘于家长抱怨学

生放假总捧着手机看视频，“以前我们

玩‘香烟牌’，现在他们玩抖音。既然这

样，我就得在教学上投其所好”。为了

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数学上，他开始

摸索这个“花花绿绿”的软件。从最初

的纸上演示飞镖定理，到现在的电脑屏

幕动态讲习题，毛建跟上了互联网的脚

步；学生也在课后借助视频消化课堂知

识，举一反三。

功夫在视频之外
视频只是教师教书育人的一个窗

口，背后是教师们的努力与艰辛。

韩晓已执教15年，她一直都能和学

生打成一片，仿佛有青春的魔法，学生都

喜欢与她亲近，和她分享“小秘密”。毕业

的学生通过视频与韩晓重逢，透过视频看

到了自己的过去，甚至有学生给韩晓邮寄

直播用的支架。“他们都很激动和自豪，我

成了学生炫耀的资本。”韩晓笑着说。

但韩晓并不一味纵容学生，“有些人

通过视频知道我，以为我就是带学生玩，

其实我也有严格的时候”。每带一届新

学生，她都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适应自

己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让即将成年的

高中生学会自我管理。日常和学生以朋

友相处，努力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遇

到学生犯错时，她也会批评，不过是以先

表扬优点再指出不足的方式，让学生觉

得自己始终是优秀的人，在接受批评时

仍能信心满满。她融入学生的生活，了

解年轻人文化，发现学生的另一面，但若

是看到学生在读对学习无益的流行小说

也会收缴书籍。

在摄像机拍不到的地方，王杨军每

周都会抽出时间给学生上作文课，孜孜

不倦地讲评作文、修改作文；引导学生积

累古诗词，熟读《声律启蒙》，让学生浸润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指导学生演说，锻炼

他们的表达能力。他立足真实的生活，

开展项目式教学。“比如在寒假前指导学

生写春联，他们写完后就贴在家门上，这

是要求他们为用而学。”王杨军说。正是

因为这些远在视频之外的功夫，让“语文

山水”的视频号永远生机勃勃。

有赞扬自然也会有质疑。有人在韩

晓的视频下留言，认为只有她的学生都

考上一段线才能真正让人佩服。韩晓表

示自己不是神仙，不能做到所带的学生

个个成绩优异，但她开短视频账号的目

的是促使学生用心学习、快乐学习，不断

超越自己。她带的高一班级在入学时成

绩平平，目前班级平均分却在年级里数

一数二。王杨军认为自己的语文教学不

一定能让学生在应试中取胜，但能帮助

他们提升综合素养。学生沙施镇说：“别

班的同学在看了王老师视频后还会私下

向我们班请教如何学习语文。”

省教育技术中心发展研究部主任童

兆平说：“技术是工具，是支撑，能引领教

育教学变革。”他认为当下技术已经深入

日常生活，教师基于教学情况，根据学生

特点和自身专业能力，将技术融入学习

生活，有积极的一面：可以有效管理班

级，提升学科质量；也有利于学生理解所

学，提升自我。但对年龄小、自制力差的

学生，引入新媒体教育教学需要家长和

教师共同管控。

王杨军不会让学生直接看视频，一

般只会通过课堂播放或传至家长群与学

生分享视频。他觉得学生要与娱乐化的

互联网保持距离，他甚至尽量不在学生

面前使用过于互联网的词汇。高中教师

韩晓只在周二的班团活动课将拍视频作

为放松娱乐和学生一起进行，她时常告

诫学生不要因受太多关注而激动到荒废

学业，“我和学生说，成为视频主角，受到

大家的欢迎和喜爱后，更要不断努力成

为优秀的人”。

童兆平认为技术伦理和信息安全是

使用新技术新媒体时需要重视的另一

面。“教师将学校生活分享到互联网时，

要注重学生隐私，不外泄个人数据，小心

不利于学生的言论和信息。”他表示，学

生的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重视

技术伦理、注重教育规律，才能真正让技

术为人所用，实现教育教学目标，促进学

生和谐自由发展。

用光影留住青春的光芒
——看新时代教师如何用短视频记录育人故事

□邱小方

“日新园”是台州市第

一中学的别称，取自1924年

建校时的校歌《日新之歌》

歌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校园内有日新石、日新

湖、日新桥、日新路、日新广

场等。

近年来，日新园以幸福

教育为己任，积极打造幸福

家园、成长乐园，努力为增

强群众的教育幸福感、增进

全社会的民生福祉贡献自

己的力量。

实施幸福教育是教育

的现实需要。从现实情况

看，全社会的教育幸福指数

有待提高。

当前，学生的学习幸福

感并不强。日新园倡导让

他们享受“春游般的幸福”，

即早上上学前，想想就已幸

福；到校后，全程都很幸福，

每一节课都很陶醉；晚上回

家时，还有幸福回味。“享受

春游般的幸福”已成为日新

园“金句”。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并

不强。在当前，在唯分数、

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

帽子的“五唯”顽瘴痼疾的

伤害下，教师很难能够深切

体会到教书育人的职业幸

福感和自豪感。日新园制

订实施年度教师幸福计划

和年度名师培养计划，努力

让每位教师都有厚重的职

业幸福感和事业成就感。

全社会的教育幸福指数有待提高。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和人民群众对优

质教育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部分家长对

教育渐渐表现出焦虑不安，再加上当前亟

需扭转的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使得学

生步入社会后，创造幸福的能力储备普遍

不足，滞缓了全社会的教育幸福指数增长

速度。

实施幸福教育是教育的本质要求。就

本质而言，幸福教育应是教育的题中之义。

教育是传递幸福的事业。日新园倡导

“教育是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顶格设

置”师生之间的幸福传递，师生谈心已在日

新园的校园里、教室内、走廊上蔚然成风。

上学期，笔者利用午休1个小时和晚自修3

个小时，与学生开展一对一“校长谈心”，一

学期谈心600 多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教育本身应该是幸福的。

教育是创造幸福的事业。幸福是一种

主观感受，更是一种素养和能力。日新园

秉承“乐群、善学、修身、求真”的校训，全力

培养和提升学生创造幸福的四方面必备能

力，即与人相处的能力（乐群）、主动求知的

能力（善学）、涵养自身的能力（修身）、身体

力行的能力（求真）。

教育追求人的终身幸福。日新园以

“教育，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的教育

思想为指导，将学校的办学理念确立为“立

足学生一辈子的成长”，追求教育的终极目

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每一

个人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追求从日新园走

出去的学生一辈子都能幸福。

实施幸福教育是教育的使命担当。“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应把教育当作一

项增进民生福祉的神圣事业来做，促进每

个人都能在教育发展中不断提升创造幸福

的能力，从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创新幸福教育的方法。日新园积极

构建幸福教育校本课程体系，融合人格教

育、生命教育、生涯规划教育、劳动教育、

STEM 教育、社团建设等，把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的任务和内容内化为学生的态度、

能力、知识、经验，让学生幸福地发展。日

新园精心打造的“劳动创造幸福”的工作

案例——《依托“职业体验”，实现“劳动育

人”》被教育部作为典型案例全国推广。

建设幸福教育的教师队伍。教师幸福

既体现对教师自身生命价值的关怀，更起

着对学生的榜样示范和教育引导作用。

营造幸福教育的氛围。日新园大力弘

扬“师生对幸福校园的向往就是日新园奋

斗方向”的幸福教育理念，持续丰盈日新园

“守报国初心，担育人使命”的百年教师形

象，全体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担当更加坚定。日新园倡导家长对待孩子

应做到“心到、理到、情到”，即在本能上心

疼孩子，理智上认同孩子，情感上共情孩

子，促使家校在“培养真正的人、成就幸福

的人”方面形成广泛共识，从而构筑起日新

园幸福教育的家校协同共育机制。

（作者系台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日
新
园
幸
福
教
育
的
实
践
感
悟

□罗树庚

最近，我在阅读著名心理学家克里

斯托弗·彼得森著述的《积极心理学》一

书。书中提到的两个例子，给了我极大

震撼。一个例子讲的是心理学家李·

安·海科和达科·科讷从米勒学院年鉴

相册中，选取了 1958—1960 年的 114 张

大四学生照片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她们

的笑容，了解数十年后她们的婚姻满意

度情况。研究发现，这些年鉴照片中的

笑容具有预示作用。那些在年鉴照片

中表现出积极情绪的年轻女士们，婚姻

生活相对更美好一些。第二个例子来

自 巴 黎 圣 母 院 修 女 的 自 传 体 短 文 。

1930 年，进入学校的每一位修女都会被

要求写一篇自传体形式的短文。这些

短文，不会被立即阅读，而是归入档案

数十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大约 40%

的被试者已经去世，研究者们试图找出

60 年前她们所写短文中包含的情绪内

容是否与被试者的寿命存在相关关

系。通过研究，心理学家们发现，短文

中显示更加幸福的修女比那些不甚幸

福的修女寿命平均约长十年。心理学

家们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幸福感对

其寿命有巨大影响。

这两个例子之所以让我产生巨大

的震撼，在于这两项研究中心理学家

选取的研究资料时间跨度之长，超出

了我的想象。他们严谨的研究态度，

令我折服。基于客观的实证研究得出

的结论，让我信服。数十年前照片中

的笑容竟然与数十年后的婚姻生活有

关联，数十年前自传体短文透露出的

幸福感强弱竟然与寿命长短有关联。

像这样玄之又玄的心理学研究，如果

没有如此长跨度的时间、如此强有力

的实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上面两

个例子之所以会对我产生强大的冲击

力，就在于它的结论是经过时间检验，

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的。

我们在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时，也要

多一些基于实证、数据的研究，要抛弃

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有些学校与教

师在进行课题研究的时候，速度快得惊

人。从课题立项到结题出成果，短则几

个月，长则一两年。明眼人一看就知

道，掐头去尾，真正进行研究的时间极

其短暂。试想，一项课题，哪有那么容

易研究，哪有那么容易得出研究结论、

研究成果的。复杂、内隐性极其强的教

育教学研究工作，若不经历长期艰苦卓

绝的研究，怎么可能得出有价值的成

果？强调基于实证、数据的教育教学研

究，就是希望大家要抛弃急功近利的思

想观念。10年研究10个课题，不如老老

实实、扎扎实实10年研究一个课题。加

强基于实证、数据的教育教学研究，就

是要克服浮夸风。

强调基于实证的研究，还要摒弃跟

着感觉走、凭空杜撰、不严谨的态度。

许多教育教学研究成果，适合城市的，

不一定适合农村；适合沿海发达地区

的，不一定适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适

合生源质量高的重点中学的，不一定适

合一般生源的普通中学；适合一部分教

师的，不一定适合全体教师。我们在提

交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切不可跟着感觉走、凭空杜撰，更不可

夸大其词，把成果的推广价值吹嘘得上

了天。教育教学研究，不要说个体存在

着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是一个地区、一

个部门都有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性。加强基于实证、数据的教育教学研

究，就是要倡导“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

不写半句空”的严谨作风。

我们要不断提高基于实证、数据的

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翻开近百年的世

界教育发展史，属于中国“原创”且在世

界上有巨大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少之又

少，尤其是近几十年更是鲜有耳闻，其

中自然有许多影响因素，但不可否认的

一点是，我们基于实证、数据的教育教

学研究能力不高。被誉为中国现代儿

童教育之父、儿童教育的圣人陈鹤琴先

生以自己儿子为对象，对他成长发育过

程作了长达 808 天的连续观察，并用文

字和照片详细记录下来。他就是我们

需要学习的基于实证研究的楷模。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上指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践其实。”他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

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对

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而言，则要把论

文、课题写在课堂上，用基于实证的教

育教学研究去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我们要摈弃拍拍脑袋写课题方案、

轰轰烈烈搞开题仪式、浮皮潦草将过程

虚化、东拼西凑写结题报告的虚假教育

教学研究。要多一些基于实证、数据的

研究，提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提高研

究成果的可信度、效能。要把基于实

证、数据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当作一项

重要的教师基本功。

教育教学研究要多一些实证

环保秀 低碳行

近日，长兴县实验小学学生上演了一场以“装点绿
色生活，引领环保时尚”为主题的“环保秀”。学生用废
弃编织袋制作时尚服饰，用废弃塑料瓶做成节能小发
明，通过环保歌舞表演、低碳小报展示，锻炼动手能力，
增强环保意识。图为学生展示自己的小发明“节水洗
笔器”。 （本报通讯员 周洪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