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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在 质 疑

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第

招
315

□安 柏

世界是参差的。

最近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理解，开

学一个多月，各地“双减”落地的情况，课

后服务或托管的安排，五花八门到闪瞎

我的眼：

有下午3点多就可以接学生的，也

有晚上6点半才能放学的；

有不同放学时段可以自由选择的，

也有强制或者“被自愿”的；

有体育艺术科技各类活动和社团

丰富的，也有待在教室无所事事闲得长

毛的；

有周一到周四都不背书包回家的，

也有作业没任何变化的……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余华的一本杂文

集的标题《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对于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确有一

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强制所有

学生都延时放学，特别是拖到晚上6点

甚至6点半的，不够人性化，理应秉承自

愿的原则，给予家长和学生选择的自由。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下面这位

朋友的看法我很认可：是不是自愿还不

是关键，关键是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

毕竟，“双减”的目的是让大家能

真正受益，而不是把课后服务变成一

种摆设。

只是，短期迅速提升质量是有难度

的。学校各自的资源、条件和管理水平

存在着先天差距，对“双减”的执行也就

有着不同的“起跑线”，甚至就在同一个

片区的学校都会有差距。

也正是因为这些差距，教育改革才

变得更加急迫，“双减”的目的除了减负，

还要推行教育公平，均衡优质资源。

拿校外学科培训为例，比起三四线

城市和乡镇农村的家庭，一二线城市家

庭拥有的资源更好，投入也更大，进一步

拉大了家庭之间的差距。

至于一些家长的顾虑，比如说，精

英家庭还是可以多花钱攒小班或找一

对一家教，而普通家庭上培训班的费用

进一步上涨，反而会拉大家庭之间的教

育差距。教育部最近也在密集地堵漏

洞、打补丁，规定校外培训的性质，并限

制价格和培训教材的难度，坚决查处

“住校教师”“众筹私教”等变相的校外

学科培训。

改革的初期，一定会有阵痛。面对

各种变化，家长和学生多少都有点不

适。只要趋势是向好的，就要给改革一

点耐心，给改善一点时间。

越是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越得稳下

来，做学生的定海神针。

这段时间家长不容易，但是，再细想

一下，最不容易的，还是教师。

其中，有校外培训机构教师。不管

机构存在什么样的商业目的，就我接触

过的机构教师而言，能感觉出，大多数还

是抱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

包括我儿子初中的“学而思”教师，

教课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大多也非常负

责并富有耐心。数学教师还经常会在课

时外，给学生们开免费的小灶——上一

些公益课，课后批改作业，答疑解惑，对

我们确实有帮助，也值得我们尊敬。

这段时间，一些机构的教师失业

了，更多的处于失业的边缘。我们不能

简单地批评他们就是为了追求金钱——

谁不需要养家糊口呢？提高收入从而

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质量，这种追求

无可厚非。

所以也请大家换位思考，多给他们

一些同情、理解和帮助。

当然，这段时间特别不容易的，还是

学校教师。

学校教师要接受上级单位的管理检

查和群众的监督审视，还要面对不同家

长的不同诉求和各种疑问。一刀切的课

后服务固然不好，但是教师大多抱有“一

个也不能少”的责任心，看到班上参差不

齐、学生被区别对待，心里也不会踏实。

即使是自愿参加的课后服务，家长

可以下午3点多、4点多接孩子，教师面

对的家长不满意是减少了，自己的工作

负担却一点儿也没减轻：只要有一位家

长下午5点多甚至晚上6点多接孩子，

教师就得留到最后、管到最后。

最晚一个到家、最晚一个吃饭的，是

教师。

“双减”减的是课外班和课后作业，

但是说到学校说到教师，其实是大大“加

负”：不仅教学时间要延长，教学质量还

要提升——不算上在家备课、教学研究

和批改作业，在校就要近12个小时，起

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不定时，干

得却比牛还多。

早在“双减”之前，教师的负担就越

来越重，不仅仅是教学改作业这么简单，

填表、评比、抽调……各种额外负担，还

不能抱怨——为人师表，怎么能够表现

出负能量？

自从有了疫情，还要在群里发各种通

知，组织接龙，做好防疫。放假了要了解

每个学生去了哪儿，以及行程明细……

反正据我了解，我们的班主任和其

他教师，忙到自己的孩子根本没时间管，

真正做到了：对别人的孩子比对自己的

孩子还上心。

还有，教师几乎个个或轻或重都有

点胃病，我也时不时听到有教师年纪轻

轻就生癌的。所以呀，先请教师务必保

重自己，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做教师太难了，难到——本来我觉

得儿子长大当教师不错，最近默默地把

这个志愿划掉了（当然最后还得孩子自

己选）。身边不少朋友也有这种思想

转变。

因此，我倡议，在“双减”之外，还要

再加“一减”，也就是一共“三减”——减

掉教师教学以外的负担，真正做到给教

师松绑。

退一步来说，万一大家做不到互

相理解、将心比心，作为家长，从最自

私的角度来想：每天把孩子交到教师

手里，教师身心俱疲状况不佳，对孩子

也不好啊。

国家好，学生才能好；教师好，学生

才能好。教师任重而道远，我是真心希

望教师能够轻松一点，快乐一点。

最后我想说，即使再众口难调，即使

再有阵痛，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

全民焦虑，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余

华说的：

梦想是每个

人与生俱有的财

富，也是每个人

最后的希望。即

便什么都没有

了，只要还有梦

想，就能够卷土

重来。

“双减”落地，最不容易的其实是他们 俞和军（楼主）
作为“双减”政策的一项重要措

施，各地积极推进放学后托管。

绍兴市柯桥区所有小学9月1日

开始实行托管，基本上每名学生都参

加，学校不提供晚餐，要求学生带面包

和牛奶。托管时间学生做回家作业，

教师负责答疑，18:00结束。

初中学校9月13日开始托管，学

校提供晚餐。教师到班管理，可以单

独辅导，不能集体上课，20:00结束。

请大家介绍各自学校的托管制

度，包括时间、内容、收费，以及面临

的困难，并交流自己的看法。

柯桥小学陈建新
“双减”政策，我举双手赞成。但

好经要把它念好，要遵循教育规律，

根据实际需求，不要搞一刀切。

小学生在校10个小时，不利于身

心健康，尤其是一二年级学生，16:00

左右是又累又困，只想回家；教师尤

其是低年级包班教师，在校超过10个

小时，超负荷工作，会累垮的。

许多教师也有孩子要接送，回家

还要买菜烧饭，工作与生活无法衔接。

建议托管工作分两步走：一是

17:00（冬季16:30）之前普遍托管，完

成家庭作业；二是延续之前已经成熟

的做法，17:00之后接送确有困难的

学生继续托管，其他学生回家。一二

年级学生回家时间还可提前，16:30

（冬季16:00）就可以结束。

赵占云
可以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作业，对

于不少有需求的学生而言确有较大

帮助。认真完成作业后，回家可以安

安心心读课外书、参加运动、享受和

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但托管对于学校，特别是我们

城乡接合部学校而言，也带来了一

些新问题。

首先是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原

先一二年级放学时间为 15:20，三四

年级为 15:50，五六年级为 16:00，分

批放学；托管工作开始后，不托管学

生继续按照原先时间放学，托管学

生再分3个时间，即一二年级17:10、

三四年级 17:20、五六年级 17:30，一

共要分6批。

此外，为了解决接送车时间冲突

问题，规定16:30统一发车；再加上家

长接送车辆停放问题，值周教师从

15:15—17:50一直都在校门口、停车

场地管理，非常忙碌。

龙泉许东宝
托管切实解决了晚下班家长的

后顾之忧，还有一部分学习习惯差的

学生在学校能乖乖把作业写完。

晚托课程设计很合理，价格不

贵，又是学校教师任教，这是任何校

外培训都难办到的。

张祖平
晚托结束时，校门口秩序是个大问题。有些学

校，一个年段就有10多个班级，就算分批放学，家

长们也早早等在校门口。

笔者所在学校，门口是一条狭窄小巷，居民中

老年人占多数，反应不是很灵敏，值周教师管理起

来有难度。

要让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从早待到晚，真不容

易。尤其是当班主任的，托管之前，早上最早到岗，

晚上最迟离开，托管一来就更忙了。

尽管教师轮班，但凡有学生请假，或学生违

纪，班主任也要处理，将情况及时通报给学校相关

部门。

阿 国
平心而论，托管是件好事，但想把这件好事做

好，并不容易。

其实我们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实行免费

的课后服务，结合收费体育俱乐部项目，基本满足

了家长的需求。

但从这个学期开始，硬性规定各班级参与率，

原先一个年级组建一个课后服务班，现在差不多

每个班级都能组成一个托管（课后服务）班，参与

管理的教师人数也因此翻倍。

我觉得管理时长和人数的增加，反而削减了课

后服务质量。

放
学
后
托
管
有
哪
些
问
题
值
得
注
意
、哪
些
经
验
值
得
借
鉴
？

□龙游县西门小学 余菊仙

科学课上，我正在指导学生根

据科学书上的“降水量等级表”来

区分下雨等级，学生们正专心致志

地填写着。

“老师，周正在乱写。”一个学

生突然叫起来。

我轻轻地走过去，只见周正在

涂涂改改，“降水量等级表”上的印

刷字被涂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狗

爬一般的字。

我明明在第一堂课上就强调

过：科学书是循环使用的，不能在

上面乱涂乱画。这熊孩子！不过

就冲他每天都要对我笑，我不忍心

对他发火。

“堵”不如“疏”吧，于是我问：

“在做什么呢？”

“老师，我在修改叫法。”他抬

起头看看我，显得有些怯意。

我仔细一看，表格中的“小雨、

中雨、大雨、暴雨……”被改成了

“小水、中水、大水、洪水……”真是

自作聪明。

“为什么要这样改？”

“因为这里说的是降水量，不

是雨下得大不大。而且你刚才说

下雪、下冰雹也是一种降水，如果

是阵雨、暴雨，但只是下了一会儿，

降水量就比较小，你能说刚才下的

是小雨吗？”他说得很激动。

我一下子愣住了。记得有位校

长曾经说过：要学习听孩子说话。

学生的话尽管条理不够清晰，但像

是拨开了水藻，露出一眼小活泉。

我向他竖起大拇指：“你很会思考。

请你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分

享，也听听其他同学的意见，好吗？”

周正抬起头傻笑，这回眼里完

全没有怯意，而是自信满满地走向

讲台，声音洪亮地讲述他的“重大

科学发现”。

底下学生一片哗然。

接着，周正“点兵点将”，请举

手的同学依次发表见解。

“我要纠正你的观点。我们这

里讲的降水量不是你说的一段时

间内的雨量，而是24小时总水位

升高了多少。”

“我也不同意周正的说法，因

为我们测的是水位高低，而周正讲

的好像是下雨的猛烈程度。”

本节课科学概念越辩越清晰，

我暗自得意。

“我支持周正，我也觉得用大

雨小雨来描述降水量不科学，只能

描述下雨的猛烈程度。”

“我也有同感。下大雨的时间

短，谁又会说这是毛毛雨呢？又或

者24小时连绵不断地下毛毛雨，

你会说这是特大暴雨吗？”

更多学生陷入沉思……

“编书的人都是科学家，难道

会错？”

“你们这是迷信权威。”

……

“我可以发表意见吗？”我一开

口，正中学生们下怀，纷纷作洗耳

恭听状。

“降水量是指从天空降落到地

面的水，在没有蒸发、渗透和流失

的情况下，24小时内积聚的深度。

不管这24小时内有没有下雨、下

多长时间的雨，只算降水深度。而

周正说的其实是降水强度，比如下

雨30分钟内降了多少水，没下雨

的时间段就不算在内。目前，在气

象上统一用降水量来区分降水强

度，所以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

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小雪、中雪、

大雪和暴雪等。”

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个

人还是比较喜欢周正的名称表述，

这样确实不容易把降水量和降水

强度混淆。但是要所有人都认同

你的命名，得有个前提——”

“像牛顿一样杰出，力学单位

才用‘牛’。”“像林奈一样有贡献，

才有资格给植物命名。”“像发明温

度计的科学家一样……”学生们争

先恐后地接茬。

我悄悄地瞥了周正一眼，他正

悄悄擦去那些字，然后在作业本上

工整地写下：小雨、中雨……神情是

如此专注，目光中饱含着无限憧憬。

背诵保质期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背诵，是我国一种传统又有效的语言

学习方法。上完一篇课文，我都会让学生

背诵文中的精彩语段，以积累语言。

但一段时间不去复习，背过的段落就

会慢慢遗忘。

为巩固所学知识，隔一段时间，我会抽

查背诵质量。

事先准备一个盒子，盒子里放40颗写

着学号的小纸团。每次抽背时，请一个学

生从盒子里随机取出15颗纸团，对应纸团

上的学号，检查这些学生。

因此，每次到抽背时间，学生们都很紧

张。抽到的学生怪自己运气不好；没抽到

的学生欢天喜地，说自己又逃过“一劫”。

一天中午，语文课代表小李跑到办公

室，对我说：“董老师，以后能不能别用抽背

的形式？”

“为什么？”我问。

“不少同学好几次都没抽到，他们高兴

得很，其实他们背得不熟，甚至有些根本不

会背。”

小李的话，让我一下明白了这种抽背

方式的不足。

刚推出这项教学措施时，我相信，每个

学生一定都会很认真地完成背诵，因为担

心被抽到。

可谁知道，个别学生没被抽到，由此产

生侥幸心理。

于是，我停止了抽背制度，改成了“背

诵保质期”制度。具体操作如下：

1.在印章店里刻一枚“背诵保质期至

某月某日”的印章。

2.第一次背诵，根据学生的背诵质量，

赋予相应的“保质期”。如，背诵熟练、正

确，就在教材段落旁边盖上章，写上一个比

较长的日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相反，如

果学生背诵不熟练，印章上的日期会缩短

成一星期甚至几天。

3.“保质期”内不需要检查背诵。但

是，“保质期”到期以后，学生必须重新到我

这里来背诵，我根据背诵情况，再次给出

“保质期”。

4.“过期”没有及时来接受检查的，根

据情节轻重适当惩罚。比如，抄写背诵段

落等。

“背诵保质

期 ”制 度 的 实

施，既面向全体

学生，又关注了

学生差异，变学

习的被动接受

为自觉主动，消

除了学生的侥

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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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
其
中
五
年
级
两
百
多
名
学
生
走
进
江
山
市
青
少
年
素
质
教
育
拓

展
中
心
，通
过
研
学
，体
验
了
翻
地
、播
种
、割
稻
、碾
米
、夯
土
造
屋
等
活
动
，在

趣
味
项
目
中
识
农
具
，做
农
活
，继
承
和
发
扬
老
一
辈
艰
苦
朴
素
、拼
搏
奋
斗
的

精
神
。
图
为
学
生
用
古
老
的
农
耕
用
具—

—

犁
来
翻
地
。

（
本
报
通
讯
员

王
灵
勇

毛
贞
兰

摄
）

当学生的思考超越了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