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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亲其师，信其道”强调的是师生情

感之于教育教学的重要性，此语出自

《礼记·学记》，大凡做教师的都认同，笔

者也是。

有了这句话，许多教师在工作中就

十分重视情感立场，听一些模范教师的

事迹，他们把学生视为己出，给予的爱甚

至超过自己的孩子。类似的情节颇为动

人，却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最近，听同行说起这样一件小事：

某农村小学一名五年级男生，上课

时很会提建议、挑毛病、说想法，直接、坦

率、尖锐；可唯独在科学教师的课堂上，

他乖巧得像只小兔，只是竖着耳朵默默

地听。

科学教师既不是班主任，也不是学

校领导，而是家住同村同组的邻居。两

家隔着一座石桥，来往频繁，平时有什

么好吃的新鲜蔬果都会送一份过桥

去。男生上学放学，还经常搭乘科学教

师的汽车。

可见，是师生间的个人情感改变了

男生的课堂风格，“亲其师”演绎成无条

件的“信其道”。

这个案例给“亲其师，信其道”带上

了浓厚的世俗色彩，偏离了我们对这句

经典名言的通常理解。

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种人情世故

呢？我想，应当是在耳濡目染中习得的。

在成人世界里，挑毛病的对象往往

是不熟悉的，或者是关系不好的人。而

对于亲朋好友，即使发现其言行不恰当，

甚至有错，成年人往往会选择沉默，王顾

左右而言他，生怕伤了情感。

我们的社会传统注重人情，人的情

感就像是一根隐性杠杆，能够撬动外在

的态度和立场。

孩子懂得点人情世故未尝不可，但

如果精于此道，那将是十分可怕的。

表达，既是学习上的合理需求，也是

信心与胆量的锻炼。

处在求知过程中的学生，敢于真实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挑剔和质疑，这

是一种十分可贵而且必要的学习品质。

不管学生说的是正确还是错误，最

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接受师

生的公开评议与检验，才有可能使很多

能力得到提升。

如果学生碍于情面，想说的话闷在

肚子里，时间一长，会丧失思考的习惯，

变得随大流，不再产生新的观点。

因此，学会表达是思想与心理健康

成长的必由之路。

本来，人在不同的场合担任不同的

角色，比如在探求知识的场合——课堂，

可暂时不需要顾忌情感。情感是情感，

知识是知识。

在教师面前，学生就是学生；在父母

面前，孩子就是孩子。

但这些在注重人性的成年人那里都

是混淆的，他们说话常常不分场合，身份

与角色也常常错位，情感、原则、真知掺

和在一起。

从小浸泡于这种环境中的学生，渐

渐地无法分清公职与私利、组织与个体

等概念，更会永久性地不知公义为何物，

这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没错，教师对学生应当有情感，而且

师生之情应当真挚。但是，教师到底应

当如何表达情感？对自己孩子的情感和

对学生的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崇高而伟大的师爱，表现在播撒知

识与真理的甘霖。

教师对学生表达爱，不应是张扬放

肆，而是应有所克制，尽量润物细无声地

渗入；在内容上，更多的应是学习方法与

学习习惯方面，而不是婆婆妈妈总是着

眼于生活细节（除病弱者外）。

师生的情感是一把双刃剑。一边的

刃是“亲其师，信其道”，易于双方沟通，

完成教学任务；另一边的刃则是因情深

而妨碍独立思考，学生对教师的主张照

单全收。

在课堂上，谁能够保证教师没有差

错？如果师生间的情感太稠太黏，对一

部分情感细腻而又比较乖巧的学生而言

是相当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当教

师的父母，不把孩子安排在自己所教的

班级里；同样，许多父母是教师的学生也

不愿意在父母所任教的班级里学习。

家人还是师生？角色难以及时转

换。自己家还是教室？场合无法准确定

位。情与理经常会出现尴尬。

谁能否认，孩子的大脑时时会闪现

奇异的想象、突兀的灵感、独特的观点？

如果学生能够坦然地展示自己，不但表

达者本人，而且全体在场者都会被激发

出思维的火花，照亮整个课堂。

在师生关系中，情感是重要的，但它

只是底色，而不是主体。教师的情感过

于浓烈，可能会在教育中喧宾夺主。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学习

和探索的过程中，真理比情感重要一

万倍。

教师对学生的情感不宜过于浓烈

猜猜他是谁
□建德市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郭慧萍

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孩子与世

界关系的投射，融洽的亲子关系是

有效的家庭教育的前提。初中阶段

的学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青

春期的敏感，有的学生会比较叛逆，

让许多家长无所适从，亲子关系遇

到很多的挑战。

班主任依托亲子活动课，可以

帮助家长和孩子搭建亲子关系的

桥梁，从而有条件巩固或修复亲子

关系。

亲子活动课类似于心理活动课，

课前导入一般会有一个暖身活动。

中学生对动动手、抬抬腿之类的

暖身活动兴趣不高，会觉得太幼稚。

然而，我有一手——活动“猜

猜他是谁”，每次用起来效果都特

别好。

七年级时，我会提前安排家长

写好“您孩子的 10 个优点”，课上

由主持人逐条朗读，全班学生据此

猜对应的学生名字，一条猜不出来

就接着读第二条、第三条……直到

猜出名字。

即使猜到名字，主持人也暂不

公布，仍然把所有的优点读完，最后

才公布学生姓名。

这不仅是借家长之口对学生进

行肯定，而且增进了亲子之间的相

互了解，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对于那些因忙于自己事业而忽

视孩子成长的家长，这是一个提

醒。如果对自己的孩子不是充分了

解，家长不一定能写满10条孩子的

优点。

八年级时，我会收集学生婴幼

儿期、儿童期、少年期三个阶段的照

片，做成PPT。

先展示学生年幼时的照片，

请其他学生来猜，猜不出再展示

稍大时的照片。在这个活动中，

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每次都笑

得特别开心。

家长们在看照片的过程中，回

顾孩子的三个成长阶段，也会经历

一段情感体验。

九年级时，我先收集好学生和

家长的生日，制成日期卡片。出示

某个生日，请家长来猜是哪个学生

的；反过来，我也会出示某个家长的

生日，请学生来猜。

通常的结果是，家长对孩子的

生日记得很清楚，而学生知道家长

生日的不多，由此我会趁机引入感

恩话题。

暖身活动“猜猜他是谁”，学生

参与度高，课堂氛围温暖，还引起了

家长的思考。

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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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 金丽丹

体育赛事一直是我校的弱项。从

2014年到2020年，在东阳市中小学生田

径运动会上，我校从未获得锦旗（前12

名）。尤其是2020年，我校总分排第22名。

尽管学校想了不少招数，比如给学

生布置体育家庭作业、一年开展两次校

运会，全民运动的氛围的确是营造了，

但在体育赛事上的收获仍不大。

然而，仅仅一年之隔，到了2021

年，我校打了一场翻身仗，排名上升到

第12名，第一次获得锦旗。

好消息不止于此，我校男足在东阳

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中获得亚军，

并代表东阳市参加金华地区级联赛，成

功晋级八强；而在金华市中小学生定向

运动比赛中，我校获得小学组团体总分

第6名。

这第6名在常人眼里可能算不上

什么，但对于一支多年的弱旅来说，这

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

人们不禁会问，吴宁一小竞技体育

从被耻笑到成为赛场黑马，如此天翻地

覆的转变因何而来？

事实是，我校没有请什么高人，究

其原因，得益于项目管理制。

2020年，我校痛定思痛，为弘扬体

育文化，专门设置了“宏道体育学院”。

副校长任项目部总监，教导主任任评价

总监，总务主任任技术指导总监。项目

部下设4个二级项目，田径部、足球部、

定向部、篮球部，各部设总监岗位，由体

育组教师根据自身特长认领。

每个部门下设8~12个三级微项

目，称为“种子”。

既然学校如此重视竞技体育，那么

在以往的绩效考核方案中，音体美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差距就变得不平等。因

此，学校讨论后决定，将音体美教师800

元的教学管理奖提升至1000元，与其他

学科齐平，这给了体育教师很大的鼓励。

项目部框架搭好后，形成了完整的

管理闭环。根据校运会成绩和班主任

推荐，各部很快就挑好了种子选手。

体育组教师平均年龄28岁，虽然

年轻，但动力不足，问题在于缺乏目标。

现在，通过两两分组，打破了原先

以体育组组长为龙头的训练机制，教师

们的主动性被激发，找到了一种既合作

又竞争的工作状态。

一名种子选手就是一个微项目。

一个微项目中，教练、教师、家长共同组

成支持系统。每周都统一测试，形成量

表跟踪分析，在项目组里进行反馈，及

时调整训练计划。

徐博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男孩高个子长腿，条件不错，但一

段时间的数据表明，他的跑步速度到市

里不太容易出成绩。

怎么办？项目组负责人翁振强、班

主任王频、家长都在想办法。

翁振强发现他重心低，心里闪过一

个念头——让他试试60米跨栏吧。

说做就做。一开始，因为从没接触

过，徐博涵的跨栏动作很别扭。但他在

家长和教师们的鼓励下，每天训练2小

时。一个暑假过去，他的跨栏技能突飞

猛进，动作娴熟自然。

由于重心低、底盘稳，徐博涵跨出

的每一步都刚好擦栏而过，大大节省了

跳跃时间。他不仅获得了市级小学组

60米跨栏冠军，还打破了市纪录。

从这个案例不难发现，现代企业的

项目管理制，在教育变革中能系统化赋

能，让学生找到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

体育发展的自信。

项目管理制不是以前“金字塔形”

的管理模式，而是转变为多个功能型组

织，这些组织因专项任务而结合，找到

了既高效合作又分工比拼的平衡，激活

管理、凝聚智慧，使得学校发展稳中有

进、持续发力。

项目管理制实行扬长型分工，每一

位教师都是项目主体，在项目运营过程

中找到自我成长内驱力，发挥着自己的

最大价值。

田径部取得重大突破后，其他几个

部也风生水起，主动研究教育策略。如

定向部两位女教师，带着学生去广厦学

院练，甚至还放弃双休日，连续几周带

着学生去金华练。

最关键的是，教师们把每一个学生

都当成未来的种子培养，上好每一堂体

育课，组织好每一次体育活动，良性管

理循环由此形成。

项目管理制让弱变强，强更强。本

学期，我校各学科教学上大力推进“教

科研一体化”，融合职能科室，全方位实

行项目管理制。教师的主体地位得以

彰显，各项目高能运转，送市参评课质

量明显提升。

一点突破，全局改观，项目管理制惠及师生

一介武夫
教师法、教育法并没

有规定教师要为学生开车

门，那干吗要去开？没有

师道尊严，学生以后更不

好教育。如果是为安全考

虑，以教师的职业特性，始

终都会把学生的安全视为

第一要务。

不过，开车门这件事，

毕竟是生活中的事，让教师

在学生面前干，显得像保

姆，还是学生自己动手合适

一点。

翘 楚
为低段的学生开个车

门，尤其是雨雪天，这是一

种 暖 暖 的 关 爱 ，值 得 提

倡。但坚持下去，我看没

有必要。让家长代开或学

生自开就可以了，何必要

劳驾教师呢？什么事都替

学生做，其实是不懂教育

的本义，做了还张扬，更是

让人费思量。

黄徐君
问题在于：校长认为的

幸福，教师们是否也认同？

校长打着个人认为的教育

情怀的旗号，动辄额外给教

师增加负担，就是教师在岗

位上很辛苦的原因。交通

安全问题可以采用技术手

段解决，但教师的幸福感谁来维护？

白竹居
教师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方伸出师爱

之手，应该能让学生感受到温暖，拉近师生距

离，点亮互爱之光，让那些内向、怕生的学生消

除恐慌，专心学习。江苏这所学校坚持8年，才

发布视频与大家分享，效果好不好，教师自己知

道。教师为学生开车门，是举手之劳，教师还是

教师，不是保姆。

一介武夫
开车门，不简单，要看前后有没有车辆和行

人。开时，也是先开一条缝。校园课程如没有

细讲，这些生活常识学生不一定懂。

我想，一旦雨天校门发生拥堵，不管是教师

还是保安，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开车门，为什么？

要是出点事，学校是没有一点点话语权的，等着

挨上级批，等着官司上门。

教师们都会非常自觉地去保护好学生。为

人民服务是美德，要提倡，但不能事事为学生包

办，没有尺度也是不行的。

天地间
教师从技术层面示范一次，学生就学会了；

示范三次学生还学不会，那说明学生的接受能

力真的差，也没有必要来上学了。

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是教育学生，而不是一

个劲儿地自己做，更没有必要开8年的车门。

张祖平
开车门虽是小事，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

契机。

校长可以发动教师教育学生，交代开车门

的安全事项；让学生和家长看看开车门不当引

起交通事故的新闻；可以倡导学生和家长尽量

绿色出行；也可以在家长会上讨论“拼车日”的

可行性。

但是很遗憾，这位校长偏偏选择了一个奇

怪的做法，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

首先，让教师给学生开车门，看似暖心，家

长却未必领情。未经家长允许，帮着开车门，并

不礼貌。

其次，如果低段的学生本来自己在尝试开

车门，教师在外面一拉车门，学生容易扑空摔

倒，那就好心办了坏事。

最后，开了这家的车门，难免忽略了那家，

那些被教师错过的学生，是否会感到失落？

教育应该细微，但不能卑微。

徐如松
教师为学生开车门，如果只坚持几次或者

一小段时间，那确实是在作秀，但做到连续8年

为学生开车门，那就上升到了学校文化。毛主

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所以，为学生开车门与其说是保

姆式服务，毋宁说是师生平等。以生为本的理

念不能只在课堂上有所体现，也应该体现在整

个校园生活中。因此，我们不能就事论事。

日前，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开展以“年俗、年味、年礼”为主题的迎新年活动。师幼一起张罗了一桌“除夕团圆饭”，
在“年”的话题中感受中国传统风俗。图为“灌香肠”活动，教师在给幼儿们介绍材料、调料、工具、步骤之后，指导幼
儿和馅、灌香肠、给香肠分节、戳针眼透气、晒香肠……幼儿们既体验了劳动，又了解了文化。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