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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本信笺
□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中心小学
张晓霞

“我是你们新的数学老师，我姓

张，同学们好！”不管如何热情洋溢地

和学生打招呼，甚至用整整一节课和

他们互相熟悉，我还是发现，新接手的

班级里，学生会用各种眼神招呼你：有

的无动于衷，有的冷眼藐视，有的嬉皮

笑脸……

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个学期，师

生之间才渐渐磨合，从斗智斗勇的状

态中走出来，一起聚焦到学科本身的

学习。

有没有窍门，能够尽快拉近师生

距离呢？我想到了写信。

其实，班主任和学生以及家长之

间，有一本家校联系本，通过它保持着

日常文字上的沟通。而我是任课教

师，没有使用家校联系本的权限。

我与学生交流的唯一文字通道就

是——课堂作业本，这个本子学生每

天必做，何不把它当成信笺呢？

我想跟学生说什么，就写在作业

本上；学生如果要回信，也可以写在

上面。

信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学生

一点一滴的表现，用一两句话狠狠

地表扬。

可以是课堂表现：“你今天的思维

很独到，很有思考力。”“你举手很积

极，加油。”“你提问的样子，是最可爱

的模样。”……

也可以是做作业时的表现：“你

做作业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叹为

观止。”“你的字写得非常清楚，看

得出你对自己要求很高。”“你能坚

持划出重点词语，再分析列式，为你

点赞。”……

写信的频率不必很高，刚接手新

班级时可以频繁一些，每天给大约三

分之一的学生写信，每个学生一周有

两次机会收到这样简短的一封信。

慢慢地，减少到每天给大约五分

之一的学生写信，即保持每周至少给

每个学生写一次。

大部分学生收到信后，会喜形于

色，互相炫耀。有的读了又读，宝贝似

的；有的直接提笔写回信，既有表示感

谢的，也有提出建议和意见的。

我收到几次这样的信，依据学生

的反馈，改进了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

□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发展研究院
刘 波

近日，“教资热”的话题再次引发关

注。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年

来，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从最初的17.2

万人次跃升为2021年的1144.2万人次，

翻了66倍。

从本质上来说，教师首先解决的是

养家糊口的问题，这跟其他职业没太大

的区别。因为当下教师的工作稳定、待

遇提高，对求职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是闯过两关：考取教

师资格证和通过竞争更加激烈的入编考

试，成功“上岸”，成为体制内的教师。

除了薪资的原因以外，引火“教资

热”的，还有教师的职业地位。“尊师重

教”“师道尊严”“经师人师”……汉语中

有很多唯一用于尊崇教师这个职业的成

语，其他职业恐怕无此待遇。

那么，“尊师重教”为什么会成为一

种社会风尚呢？教师为什么就应该得到

尊重呢？

这是因为，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成长

中的活生生的人——学生，学生承载着

社会（家庭和政府）对未来人才的希冀。

“尊师重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

教师个体来说，得到尊重并不应该心

安理得。

每年成为教师的那些幸运儿，并不

一定都真正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有很多

人只是谋一份铁饭碗的差事而已。

一个职业的基本伦理，或者说，一个

人在社会中的本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教师也概莫能外。

教师教书育人，在实际工作中作出

贡献，而获得相应的尊重，贡献越大，加

分越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教师都

应珍惜自己的羽毛。否则，在今天这样

一个移动互联时代，个别教师的失范行

为，一旦被网络放大后，会严重损害教师

的整体形象；而一些教师经常在社交媒

体上发牢骚和说不负责任的话，也会影

响公众对教师形象的正确认知。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常生龙最

近在讲座中指出：今后中小学教师不仅

要做好教书育人工作，还要做好评价工

作，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新的评价工作对教师提出更多的要

求。在今年暑期举行的宁波市镇海区教

育系统干部读书会上，特级教师俞正强

举了他所在学校新荣誉体系的例子：评

选模范生时，做到每日反省、每周考核、

每月评定等，有的学生还要采取私人定

制的办法，教师甚至在开学前的假期里

就用心谋划。

新的评选方式比原先评选三好学生

麻烦很多，而且教师在这方面的探索跟

考核无关、跟评先进无关。这就导致刚

开始实施时，全校46个班级，只有4名

班主任愿意做。

“做完”和“做好”只一字之差，背后

的付出却截然不同。教师内心对教育理

念没有真正认同，是很难把工作扎扎实

实推进的。

“学生越来越难教”是不少教师挂在

嘴上的一个说法，但它表述的到底是主

观感受还是客观事实，是无法验证的。

学生难教，有一种可能是真的难教；

但也可能是教师的能力不够；还有另一

种可能，学生所处的时代不同，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自然有所不同，教师拿十几

年前的那一套对付学生，自然是“旧船票

登不上新船”。

经过俞正强7年时间的一番努力，

全校仅剩下一位临近退休的班主任没有

跟进新荣誉体系的评价模式。这说明，

当教师弄明白一件事情，并非常用心和

投入地去做，这件事就不会像当初看起

来那么难了。

因此，对于教师口中“学生越来越难

教”，消极抱怨并不是应有的态度，正如

我们常说的“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

困难多”。

必须承认，教师工作是辛苦的，但也

应该看到，很多职业也不轻松。仅仅是

工作辛苦，并不能理所当然成为这个职

业受人尊敬的理由。

教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辛勤付出

究竟能给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带来多少

助力？

为了让学生碰到好教师成为大概率

事件，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推动“家门口的

好学校”建设，这就对好教师的人数提出

了需求，也对每一位教师提出了成为好

教师的要求。

这一切的前提是：每一位教师的内

心都有成为好教师的追求。

当然，这里所说的好教师，并不一定

是获得各级名优教师称号的教师，毕竟

这些称号的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好教师应该有好口碑，即学

生喜欢、家长欣赏、同事尊重、领导认

可。如果能做到这样，即便没有任何

头衔和光环加持，这位教师也能称得上

是好教师。

在“双减”的大背景下，教师的在校

时间明显延长，工作压力自然也增加很

多。但同时这也给师生交往增加了更多

的时间，教师有更多的余裕研究学生，走

进学生的内心，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多

的助力。

获得证书和奖章赢得的尊重只

在一时，教师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

贵 人 ，让

学生毕业

后还时常

惦 记 ，这

样的尊重

才真正体

现出好教

师的职业

价值。

童抒雯（楼主）
此前，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

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文化内容

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的建

议”，其中提到“改革英语教学方法，

不再以考高分为唯一目的，而是以

口语对话、生活运用为主”。

对此，教育部近期答复：中小学

外语课时占比6%~8%，明显低于语

文、数学、体育、艺术等学科。事后，

此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议。

大部分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认

为：“只要高考指挥棒不变，英语的

地位不会动摇。”所以，增强文化自

信与减少英语学习时间究竟是否存

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您是怎么看待

中小学阶段英语学科的学习和课时

比例的？

徐如松
增强文化自信与减少英语学习

时间，两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作为中国人，当然要增强文化自信，

加强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与此

同时也要面向世界，加强与世界的

对话、交流和合作，所以英语学习应

以口语对话、生活运用为主，哑巴英

语不可取。再说，文化自信很重要

的一点还在于文化输出与互鉴，不

学好英语就无从谈起。

杨铁金
会使用包含英语在内的一门或

几门外语，实际上就是掌握对外交往

与发展自我的武器，是一种文化自信

的表现。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

离不开语言工具。更何况迄今为止，

科技成果大部分是用英语表述的。

不懂英语者，也许可以像林纾翻译小

说一样：先请人粗译，自己再精加

工。但对科学与哲学的理解不能粗

疏，不得马虎。懂外语是交往的需

要，精通外语是研究的需要。前者适

用于全民，后者适用于广大科技工作

者和专门人才。

平淡是真
虽然我自己英语学得很烂，也讨厌学英语，

但我还是觉得学英语是有必要的。一个国家想

变得更强大，就应该提升科研能力，重视国际化

人才的培养。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在很多专业、

技术领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

术。当然，对于学生的外语学习，应该摆脱应试

学习的方法，要在拓宽知识面和提高能力的同

时，加强思维训练、提升思想修养，培养更多锐意

进取的创新型人才。

zmh3652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

繁。在中小学开设英语学科是必须的，历史告诉

我们：闭关锁国必然会导致落后挨打。

陈爱娟
首先，增强文化自信与学习英语之间并不存

在对立矛盾关系，而应是互补关系。一个目光离

不开脚尖的民族，其前行的脚步必定受限，唯有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方能不断强大壮大，从而更久地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学英语（包括任何一种外语）正是为更好地融

入世界。

其次，说英语不能再以考高分为唯一目的，这

种看法和说法本身就有问题。若一定要说以考高

分为目的，现在哪一门正式设立的学科不是这样？

俞和军
科技的发展需要不断吸收和借鉴外部的营

养，外语和汉语一样都是语言工具，很难想象外语

不好的专家怎样流利地和外国人交流，如何查阅

外文资料。

生活中有很多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

语，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依然无法和外国人

流利交流，依然不能阅读外文书刊，依然不能收看

外语节目。

因此，我们需要改革的是外语的教学方法。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吕国飞

《呼风唤雨的世纪》是统编教材

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学习提问策

略》单元的第三篇课文，本课重点是

学习如何筛选问题。借助课后习题

二，我引领学生筛选出对理解课文

最有帮助的问题。

“什么是‘程控电话’？”这是习

题二中的问题一。第一个环节，我

让学生自由读问题，并尝试给这类

问题命名。

我话未落地，“快嘴”小壬又把

发言规矩抛之云外，脱口而出：“影

响理解型问题。”小甲、小乙、小丙、

小丁表示认同。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这节

课要培养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然

而，要改变近期课堂时常出现“人云

亦云”的现象，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课堂进入第二个环节——读问

题三“现代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

全是好处吗？”

看到这个问题，我决定将计就计。

“同学们，我们暂且不给第三个

问题命名。我先请同学们朗读课

文，然后从课文中给问题三寻找相

匹配的答案。”我郑重其事地说。

不出我所料，浮躁的他们并未专

心思考，立即高举小手，急于表现。

小壬坐在第一排，近水楼台先

得月，响亮地回答：“我在第四段找

到了答案。”

他正想阐述理由，我示意他

坐下，让他的“死党”小甲、“拥趸”

小乙、“同桌”小丙、“粉丝”小丁一

一作答，果然他们都选择了相同

的答案。

其他学生似乎也被带偏了，大

多数选择第四段，也有个别选择第

三段、第五段。

有几个善于思考的学生把手举

得高高的，表示不敢苟同。我安抚

他们，暂且保留想法。

我双手合拢成圆形，“这些同学

得分为此”，并在偌大的黑板上画了

一个小小的圆。

他们受此打击，面面相觑，转而

低头从课本上追寻答案。

那么，成全你们吧！我说：“再

读课文，寻找答案。”

小壬浏览课文后，又举起手：

“我在第二段找到了答案。”小甲、小

乙、小丙、小丁继续“鹦鹉学舌”。

我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

圆，严肃宣告：“这些同学得分为此。”

他们吃惊、疑惑，小嘴张开无法

合拢。

“老师想采访回答问题的这几个

同学，请你们说说此时此刻的心情。”

小壬像泄气的球，身体软塌，靠

在桌上：“我心里像怀着一只兔子，

十分不安。课文总共只有五段，第

一段只有一句话，第二段没有同学

选过，答案肯定不在这里。我想肯

定不会错，怎么会错？”

小丁低语：“那么多人选第四

段，我想肯定错不了。”

小丙一副苦瓜脸：“我瞬间像被

冰封住了，也像一只被困在鸡蛋里

的出不来的小鸡。”

……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呢？有请小彭为大家解难。”

“课文里根本找不出这个问题

的答案。”小彭的发言掷地有声，并

有理有据地解释起来：“因为……”

小甲、小乙、小丙、小丁听得一

愣一愣的，小脑袋渐渐耷拉下来。

“同学们，问题三单靠阅读本篇

课文无法解决，像这类问题引发我

们深入思考，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课

外查找资料或实践探索才能解决。

这类问题就叫——”

“引发思考型问题。”学生们一

边齐声回答，一边心领神会，一下子

振作起来。

我再次化身记者，采访那几个

心情变化如坐过山车的学生，让他

们谈谈此时的感想。

他们有的惭愧：“都说英雄所见

略同，我想都不想就重复别人的答

案，结果成了狗熊。”

有的反思当下：“当我收到两个

大零蛋时，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

明白了，学习要独立思考，不能偏信

他人。”

有的展望未来：“通过这节课，

我明白了，答案并不是都在课本

里。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要真正

阅读。”

……

一节阅读指导课因为跑偏，变

成了一节德育课：“同学们，看到这

两个圆，你有什么想法呢？动笔写

写这节有故事的语文课吧。”

第二天，我收到了好多故事：

《两个零鸭蛋》《零蛋的启示》《危机》

《一道无解的语文题》《做跟屁虫的

后果》……

教师需要赢得什么样的职业尊重

一堂被学生带偏的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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