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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沙洲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与之前的

国庆节相比，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国庆节。

广场上、花坛边、校园里……大红底

子、明黄图案的“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标

识依然矗立，加上学校为国庆节增添的

“我爱祖国”的新标语，使得年初以来的

红色教育氛围延续不断。

一、红色教育贵在长期坚持
今年年初，借着“建党百年”这股强

劲的东风，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展“学党

史，感党恩，跟党走”主题活动，弘扬红船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然而，暑假一过，轰

轰烈烈的宣传声势显然减弱了不少。

笔者心里不由得起了一丝担忧，一

是担忧跟过去的很多活动一样，来似一

阵风，去时无声息，到明年会不会更是没

了踪迹？

二是担忧活动的组织和设计，对红

色理念并无正确认识，也无具体教育目

标，只是在被动应付上级布置的任务。

回想上学期，不少学校活动规模一

个大过一个，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拼命

争取在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却经不起简

单的一问：“你们的活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

起点能上溯到1月都很勉强，绝大

多数学校是从寒假过后，差不多3月开

学时才启动。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长期坚持红色

教育的学校不是没有，但实属凤毛麟角。

其实，今天绝大多数没有坚持红色

教育的学校，早在30年前，或许在更早的

时候，都有着完备的革命传统教育体系。

笔者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所在班级

为“邱少云中队”，隔壁班有“黄继光中

队”“雷锋中队”等。以革命烈士的名字

命名中队，对当年的师生来说，没有任何

违和感。

曾几何时，班级文化更具个性，更强

调学生的自主选择了，班级名称、标识、

励志语都由学生设计，“蒲公英班”“飞鹰

班”是重名率很高的班名，也有很多外人

看不懂，只属于本班学生的名字。

这些班名很阳光，很有时代气息，但

当“英雄中队”的传统绝迹之后，红色教

育出现了断层。

“今天，我们还有几所学校是以学雷

锋为特色的？”今年5月，笔者在参加一

个全国初中校长论坛时，听到青岛市即

墨第二十八中学校长、山东省特级教师

李志刚的发问。

他说，到他们学校参观的人，都感到

非常惊讶——“没想到这所学校到现在

还在学雷锋”。

诚然，作为例行公事，每年的“四季

歌”，几乎所有学校都会在3月5日这一

天学雷锋，“给孤寡老人洗N遍脚”成了

有名的“学雷锋梗”，但并不意味着学校

有学雷锋的教育特色。

一所学校的教育特色是全方位的，

渗透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中。

即墨第二十八中学连课间播放的音

乐都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

枪》等歌曲。这旋律瞬间将时间的指针

拨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个人人

心底都装着英雄，英雄没有被污名化的

时代。

很多人觉得学校的办学核心是提

分，其他方面把表面文章做好就行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两件事可以做成

一件事。即墨第二十八中学的学雷锋与

教育理念接轨，诞生了高效互助的“动车

组教学”，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教学成绩，

在主赛道上力压群雄，直至跻身全国名

校序列。

几十年谁都不把“学雷锋”当回事，

试想，到2040年“雷锋百年诞辰”，新闻

媒体第一个想到的是谁？这就叫“物以

稀为贵”。

二、对已有教育资源要珍惜
红色教育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仅

是今年的“建党百年”，时间轴向前推，每

一年都有国家级的重大主题活动，每一

年都是红色教育的重要契机：

202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

201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

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

在这几年中，党和政府对主题活动

是有妥善的安排的，比如在天安门广场、

在内蒙古的朱日和、在莫斯科红场（中国

应邀）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只是那

些年对学校教育都不做硬性要求，学校

应时开展红色教育是自发的。

那么，有多少学校在做，做了多少

呢？还是那句话：不是没有，凤毛麟角。

媒体希望从学校层面报道跟进，每

每文章、图片一稿难求。

浙江全省不乏革命圣地：北有南湖

红船、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东有四

明山抗日根据地、一江山岛战役遗址，

南有红军挺进师根据地、红军第十三军

军部……

很多学校虽然身在革命老区，却缺

乏挖掘家乡革命史迹的热情，对近在咫

尺的红色教育资源并不在意，对开展红

色教育主题活动并不积极。

记得有一年接近岁末，笔者前往某革

命老区采访，通过当地教育局了解到，很

多年没有一所学校开展红色教育主题活

动了。

于是，笔者决定换一个方式，希望能

征集一所学校，临时开展一次活动，配合

一下相关报道；顺便借这次活动刺激该

校，使他们重启红色教育传统。

但事与愿违，很多年过去，笔者打

听过，应征的这所学校再也没有开展过

类似的教育活动。

与学校仅一墙之隔，有一座烈士墓，

已是藤蔓丛生，苔藓遍地。

笔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该校派教

师用镰刀、锄头，花了一整天，累得腰酸

背痛，才清理出一个粗略的模样——名

副其实的“扫墓”。真是“千里孤坟，无处

话凄凉”。

笔者进入校园，看见四处雕刻的、张

挂的，无不是《三字经》《弟子规》，甚至有

“二十四孝”的封建糟粕内容。

笔者心想，隔壁烈士泉下有知，是否

会发灵魂之问：“我们当初流血牺牲难道

是为这？”

三、英雄回归是最大的利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英雄，有

些人就觉得哪里不对。”这是今年一部高

口碑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导演宋

坤儒接受采访时的感慨。

笔者也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

对“英雄”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谁是英雄？曾经在市场经济浪潮席

卷之下，伴随着一些核心价值观的丢失，

“英雄”的概念被混淆很久了。

以《英雄本色》《古惑仔》为代表的香

港英雄片中的主角是英雄吗？张艺谋武

侠电影《英雄》中的侠客、秦始皇是英雄

吗？美国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是英

雄吗？

当然，你可以说“侠之大者，为国为

民”，这些人是英雄。

但其实他们不是新中国话语系统中

的英雄，他们只是具有超能力、不食人间

烟火、实际上也许并不存在的“救世主”。

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

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

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英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甘洒热

血写春秋”。“人民英雄”这4个字，刻在

汉白玉砌成的纪念碑，供人瞻仰、缅怀、

学习。

昨日，一部预热了很久的抗美援朝

题材电影《长津湖》正式公映。

一位普通中国民众对这段历史的了

解：也许你不知道杨得志、宋时轮等主将

的名字，但对邱少云、黄继光、张桃芳、胡

修道等志愿军战士的事迹耳熟能详。

联合国军方面，历史记载的是李奇

微、麦克阿瑟，他们一败涂地，惨淡收场，想

做救世主也做不成。至于其他普通士兵，

士气低落，居于“无名鼠辈”的地位，更与

“可爱”一词无缘。甚至在美国国内隐秘不

宣，很少有人知道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

英雄，从来只属于正义的一方。

几天前，被加拿大无理扣押1000多

天的孟晚舟女士回国，为今年的“十一”

国庆平添了一抹亮丽的中国红。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作

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以祖国为傲！”

孟晚舟在机场发表感言。她成了全体中

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她又是那么普通，

能被每一个人学习。

《1950他们正年轻》中的志愿军老

兵说，现在的90后、00后年轻人中不乏

英雄。

证据是：一年多前，无数医务工作者

奔赴抗疫第一线，他们担负起自己的职

责，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很多教育者一直意识不到的是，红

色教育在中国有深厚的根基，并且迎来

了一个大大的利好——英雄主义教育正

在新时代回归，它

不会到7月1日就

戛然而止，也不应

过了10月1日就如

风飘散。

因为我们这个

时代仍然需要英

雄，仍然能够在平

凡中造就英雄，每

一个人都有成为英

雄的潜质。

龙泉许东宝
在站岗人员编排上，学校要尽

量摸底，安排空闲时间多的家长。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多开设几个

校门，让学生分流，避免拥挤，这样

就不需要家长值勤站岗了。

翘 楚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家长，愿

意去学校值勤站岗吗？

开学不到一个月时间，家长已

经跟单位请过好几次假，现在又多

了一项任务，为了孩子不能不去。

教师留了好多作业，学生和家

长压力都很大，如果再强制值勤，很

多家长都吃不消。

第二个问题：学校要求家长值

勤，是否越界了？

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学校有

义务和责任看护好，包括校门口的

安全。如果是自愿的话还能接受，

家长的陪伴和示范对孩子也有教育

引导作用。

虽然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共同呵护，但

家校之间应有明确的责任边界，不

能将学校责任随意转嫁给家长。

从法律角度说，保障学生人身安

全和校门口秩序，属于学校分内之事，

应当由学校行政工作人员或雇用保安

承担。否则，出现问题，谁来负责？

孙晓菲
我觉得先要搞清楚这个岗位的

性质。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工作岗，那

么我是不赞成的，毕竟家长不是学校

工作人员，无责任也无义务去负担这

样一项工作；如果把它看成是体验

性、辅助性、短期性的岗位，我是赞成

的。家校合作需要相互了解，才会有

深入的可能。让家长自愿参与到学

校的日常值勤中，可以增加家长对学

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葛永锋
学校要主动与所在乡镇（街道）

综治部门联系、协调，将学校周边区

域列入重点治理区域，特别是上学、

放学这两个重点时段，落实专人进

行有效管理。

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各地众多志愿者组织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很多家长有可能就是其中的成员。

在有关职能部门牵头下，安排协调社会组织成员，定时、

定人、定点进行服务，能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创

造性，同时社会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

让群众共享，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

yhglll
家长按照班级轮流，为校门口安全保驾护航，同时

保障教师留有更多精力为全体学生服务，这本该是不

错的良性循环。

但家长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不愿参与或者抽身乏

术，因此学校的举措要赢得家长真心，倘若只是强推，

引起家长不满发起投诉，难度就更大了。

俞和军
我开车路过幼儿园、小学，发现家长特别认真，穿着

黄背心，戴着红帽子，手上拿着一块“请停车让行”的牌

子在指挥交通。这样的家校合作我觉得还是要支持

的。而中学就有差距了，有的家长只是装装样子，到岗

不到位，或一直在看手机，这样的形式主义不如不搞。

龙泉许东宝
校门口增加家长护学岗，还可以让家长帮忙处理

一些家校纠纷，避免家长和教师之间产生对立情绪。

赵占云
本学期开始，学校全面实施托管服务。原先我校

是分两批放学，时间跨度较大，校门口交通比较通畅。

现在全校90%以上的学生接受托管服务，放学时间刚好

遇上晚高峰。特别是雨天，家长要将车子停在路边，然

后撑着雨伞去接孩子，对校门口交通造成较大压力。

学校教师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有托管任务，

就是有值周管理任务，无法脱身去管理校门口交通秩

序。幸亏学校一直以来组建有家长志愿者团队，有他们

在下午放学时维持交通秩序。在特别拥堵的周五放学时

间，未轮到值勤的家长志愿者也主动一起维护交通秩序。

这样的家长志愿岗，让大家感到安心、暖心。

下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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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托管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经验值
得借鉴？

“十一”感怀

□杭州市学军小学 黄小妍

“李作家，2班发来邀请函，请你明

天中午去开讲座啦。”

“方作家，你被7班邀请。”

……

我班收到邀请函的十几位“作家”

激动不已，一到下课就拿出自己的文

章，想着该如何传经送宝。其实，从写

文章开始，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思考过

无数遍了。

班里没收到邀请函的学生也很

期待——明天，不知道是哪位“作家”

来我们班分享呢？

这是我校四年级开展的单元习作

活动——“我把‘作家’请进来”。“作

家”是本次单元习作优秀的学生。

每周评选一次“作家”，评选方式

各异：这一周可能是线上推荐，各班将

优秀习作发至钉钉群，让教师们欣赏

互评；下一周可能是线下互改，请平行

班教师点评、推荐佳作；再下一周可能

是学生互评，由五六名学生组成评价

小组，根据选材、描写、朗读等能力所

长进行分工评价……

午后的阳光中，四（7）班迎来了

兄弟班的十几位“作家”，听他们讲

述第四单元《我的动物朋友》的写作

经历。

四（4）班的小陈和大家聊他的小乌

龟：“……它歪着头对着苹果粒看了又

看，突然猛地一张嘴叼住苹果粒，露出

的小牙齿可白啦。……仔细听，还能听

到苹果粒被嚼碎的沙沙脆响呢……”

好几名学生听了都想养这只小乌

龟，想听听它吃苹果时的脆响。

小陈说：“人们一般只喂乌龟小鱼

小虾，其实乌龟是杂食性动物，还应该

给它吃点水果蔬菜。为了让大家喜欢

我的小乌龟，我决定重点写小乌龟吃

苹果。如果有人想要认养它的话，他

会了解小乌龟的饮食特点，我可以放

心把小乌龟交给他了。”

听完“作家”具有读者意识的经验

分享，有的学生感叹：“原来写作文不

是什么事情都能往里写的，要看表达

的需要啊。”

有的学生表示平时要在生活中多

多观察，才能把作文写得更生动。

而年级组的语文教师通过评

选，对比了兄弟班级的写作优势，从

而能更好地指导本班学生，同时把

自己的评改特色带给同年级其他班

的学生。

A教师画在作文精彩处的表情包，

学生们非常喜欢；B教师特别重视书

写，经他一点评，学生第二次作文字迹

一定更工整；C教师腹有诗书，点评和

修改示范时，诗句、名言层出不穷……

本班的“作家”等着别班来邀请，同时

我们也可以邀

请别班的“作

家”。小小邀

请函，让普普

通通的单元习

作练习成为全

年级师生的写

作盛事。

“作家”邀请函

9月27日—10月10日，杭州市文龙巷小学开
展“我深爱我的祖国，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我
与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用简单纯朴的方式祝福
祖国。活动由全体教师与国旗合影、班级与国旗合
影、家庭与国旗合影等几个部分组成。图为五（2）
班学生手举小国旗组成“72”字样，庆祝新中国成立
72周年。

（本报通讯员 童惠英 摄）

祝共和国母亲生日快乐祝共和国母亲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