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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周生

最近，S市组织了12所普通高中50

周岁以下的1007名在岗教师进行了一

次学科素养测试。测试题以高考内容

为主，难度系数略高于高考，且多为理

解性和应用性题型，新课标实践运用为

辅，不考纯粹记忆的知识点。

根据测试成绩，最后分学科按比例

评出约30%的优秀者，给予他们一定的

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成绩作

为获奖者日后在学校评优评先、职称晋

升、年度考核、绩效考核、任课任职安排

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从这次学科素养测试的结果中，我

们可以看出该地高中教师在专业发展

上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学校之间存在“贫富不均”的现

象。由于教学相长，优秀学校的教师本

身学科素养比较丰厚，好的生源又使教

师得到更大的发展。反之亦然，这使得

学校之间获奖率相差很大，全市第一梯

队高中的优势相当明显，其他省一级重

点高中和优质民办高中次之，而普通民

办学校相对较弱。

2.教师“两头”学科素养偏低。年龄

在30~40岁的教师，可谓要经验有经

验、要精力有精力的黄金一代，获奖率

为51.25%，超过总获奖人数的一半；40

岁以上的教师获奖率占26.87%，30岁

以下的教师获奖率占21.87%，包括少数

尚未带过高考毕业班的新教师，他们处

于教学生涯的适应期。

3.生源并不能最终决定一所学校的

品质。生源质量不同的学校测试结果

也可能处于同一水平。

4.教师个体完全可以独自成长。虽

然薄弱学校的得奖率较低，但优质学校

也有不少教师未能得奖，个别来自薄弱

学校的教师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这

说明教师个体的成长不一定会受到学

校品质的影响。

这次教师学科素养测试给我们留

下了深深的思考。一位教师感慨万千：

原以为“文科教师多读书，理科教师多

做题”就行了；现在看来这句话明显有

偏差，教师教理科也要多读书，教文科

也要勤刷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专业发

展的强大后劲。

从总的规律来看，学校定位是影响

教师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包括办学的目

标、理念、特色、性质、生源情况等。因

为教学是以学情为起点的，教师在成就

学生的同时也在成就自己。薄弱学校

的学生基础较差，高考复习的深度明显

不足，教师一般只能以学考要求来选择

教学内容，缺少教学难度和思维深度，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研究水平只能处于

比较基础的层面。

年龄也是决定教师专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当数

量的中年教师反应速度变慢，思维不够

活跃，导致做题质量下降。不排除这类

教师“吃老本”，缺乏继续学习的动力的

原因，也可能与精于讲解、疏于做题的

教学习惯有关。而中年教师中的一些

名师或骨干教师、教研带头人等，能够

保持良好的学习与研究状态，所以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

学校发展与教师个体成长不同步

的情况，主要发生在普通公办高中。

这类学校的升学压力相对而言不大，

教育生活比较自由宽松，绩效分配比

较平均化，教师存在“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的中游心态，积极向上的动力常显

不足。

但沉湎于抱怨学校环境的不良而

自暴自弃是不应该的，中游学校教师的

知识与能力未必不行，反而有些教师的

素养还相当不错，并且为自身专业成长

付出了很多努力。

那些能够在高水平学校工作的教

师是幸福的，厚重的文化、良好的氛围、

优秀的生源为教师个人发展提供了绝

佳的平台，但教师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教

学行动也很重要。也许由于升学压力

大、工作时间长，许多教师没时间反思

与研究，但真正具有专业成长意识的教

师，不可能只做应试体制和题海战术的

“奴隶”。

因此，无论学校好还是不好，教师

都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尽力排除环境

对成长的影响。

学科素养测试的目的不在于给予

教师一个分数或排名，而是希望通过这

样的活动，为教师提供一个反思的契

机，让大家重视自身的专业成长。

1.成立教育研究共同体。可由教育

行政部门牵头组织，成立教育教学研究

共同体，兄弟学校之间建立一对一指导

的关系，通过开展教育研讨、送课交流、

教师培养等专项活动，进行专业引领，

内容包括专业理想的建立、专业知识的

合理运用与延伸、专业能力的提升等。

为顺应新课改和新高考的形势，鼓励不

同学校分层分类有特色发展，在促进不

同学生个性成长的同时，也成就教师自

身的专业发展。

2.教师分层管理与培养。要提高学

生的核心素养，首先需提升教师的学科

素养，激发教师学习的动力，让他们研

究教学，研究高考。因此，学校要对不

同年龄段的教师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与

培养目标，对中年教师要多关心，引导

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要有“教到

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意识，保持良好

的教学状态。

教师的成长期比较长，因此，学校

要有相应的规划，分段管理与培养，鼓

励教师走研究型教师的成长道路。如

某校的名师三级培养制度，即将教师分

为“学科教学能手”“学科教学带头人”

和“教学名师”。

百炼才能成钢，教师需要克服浮躁

心态，静下心来，甘坐冷板凳，舍得投入

时间，反复实践与研究。教师的职责不

仅是把学生送

往理想的彼岸，

更是让自己的

专业发展走得更

远。“成就学生”

与“成就自己”两

者缺一不可，两

者兼顾的教育

生涯才是幸福

的和成功的。

分体式图书角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中学 杨 榆

巧设亮点是各种艺术门类都应具备的技巧。

如果说语文教学是一种课堂艺术的话，笔者发现，

无论是现场听的公开课，还是网络上的课例，即使

有些课的目的是作秀，能吸引学生的亮点也非常

少；教师不是没有用心设置亮点，只是流于华而不

实，不能真正触动学生。

美国教育家科勒斯涅克说过：“语文学习的外

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据此，专家们提出语文应

当实施跨学科教学，但跨学科教学需要师生做好

前期准备，不仅需要硬件方面的准备，更需要学科

知识和技能的准备。不然，所谓的跨学科只能浮

于表面。

比如，教师让学生品味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

手法，理解怎样将抽象无形的音乐化为具体可感的

形象，于是设计了一项作业，要求学生制作一组白

居易表情包并附文字说明，以表现白居易在聆听琵

琶曲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虽然表情包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表达方式，

接近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画表情包，而绘画

应当属于美术学科的范畴。即使有些学生会画表

情包，但如果没有对文字的细细揣摩，也未必能画

出人物的心理。

诗人海涅说过：“言语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的

开始。”笔者认为，与其赶鸭子上架让学生画画，不

如多培养学生体会音乐与情绪的关系。如给学生

听一些古典乐曲，适当加以讲解，让学生感受不同

声音所传达的不同感情。

文字部分通过李贺《李凭箜篌引》、秦观《临江

仙》、刘禹锡《杨柳枝词》等作品，增加学生个人的艺

术体验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使得语文学习

踏踏实实，富有成效。

如果要表现琵琶女弹奏过程中听众的情绪变

化，不妨根据情绪的高低画一条心理曲线，这既简

单易行，又直观准确。

杜威曾说：“持久地改进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

的唯一直接途径，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要求思维、

促进思维和检测思维的种种条件上。”然而，教师在

课堂上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往往是缺失的。

问题是思维的核心，贯穿并驱动着课堂教学。

在教师不动声色的引导中，学生的思维逐渐走向深

入。学生从只会茫然地读文字，到有意识地体悟文

字背后作者的思维走向、情感隐藏，思维的灵活性

和深刻性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语文的深度就是生命的深度，唯有挖掘到作品

的深处，看到水面下的冰山，理解作者通过作品来

告诉世人的内容。这样的语文课，才是敬畏生命、

回归人性的常态课。

童抒雯（楼主）
最近，有教师抱怨，学校新出

台打卡制度，“没有早读、没有晚

自习的教师，一天打卡4次；没有

早读、有晚自习的教师，一天打

卡 6 次；有早读、有晚自习的教

师，一天打卡 8 次；班主任值班，

一天打卡13次”。

无独有偶，家长群里也盛行

打卡之风，家长们每天下班后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孩子阅读打

卡、跳绳打卡、劳动打卡……有人

觉得打卡制度是一种规范和督

促，也有人觉得打卡是形式主

义，消耗了教师太多的精力。

请 问 您 是 如 何 看 待 打 卡

的？也请分享您觉得行之有效

的考勤方式。

翘 楚
学校应该相信教师，教师每

天的工作是既定的，谁会对自己

开玩笑呢？教师眼里只有教学任

务和学生管理，哪有时间关心打

卡？校领导自己可以试试，打卡

有多烦琐，学校越强调打卡，越

没有凝聚力。

杨铁金
打卡，打卡，只能让工作更

卡。学校智能机器越装越多，类

似让教师刷个脸、摁个手印、留

个痕迹的监督式管理也越来越

多。“双减”应以不增加家长经济

与精神负担为准则，也应以方便

教师、为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条

件为准则。

翘 楚
教师和家长都是人，一个人

的精力是有限的，打卡占用的时间

太多，用在工作上的相对就少了。

有必要的打卡应该认真执行，没有必要的、可有可

无的打卡希望能取消，解放教师也解放家长。

zmh3652
白岩松说过：“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

调考勤、打卡等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

路的时候。”教师的工作是份良心活，绝大多数教师

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国家实施“双减”

后，教师工作量大大增加，都是利用周末在备课。

这时再来一个考勤打卡制度，真的有必要吗？学校

为教师减负，应该实行“弹性坐班”制，保护好教师

工作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宋国萍
作为教师，我觉得一天两次的出勤打卡是正

常的，毕竟不能太相信所有人的自觉性。当然，可

以进行适当的弹性管理，允许一月中有两次缺卡。

作为家长，我也理解打卡制度对小学生（尤

其是低段）良好习惯的养成不无裨益，如每晚的

阅读和锻炼，双休日的家务等。但我认为，在固

定时间里，教师不能设置多于 3 项的打卡内容，

免得家长和学生疲于奔命。

教师可以褒奖坚持打卡的学生，以引导更多

的学生养成良好习惯；但是，对于缺卡的学生，教

师绝对不能直接批评，而要先了解其中的原因；

对于情况特殊的学生，不能一刀切要求打卡。

zzy121328
我儿子刚读一年级的时候，教师要求每天阅

读半小时，并且拍照上传，整个一年级一直持续

在做。我想，让学生打卡的初衷应该是好的，是

为了使其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

到了二年级，我发现儿子不需要大人的陪伴

也能独立阅读了，阅读成了他每天必定要做的

事。打卡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打卡太多也会成为

一种负担。

段云成001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一个好的习惯养成，需要

连续坚持21天以上。因此，打卡是遵循了“21天理

论”，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机械、重复地完成学习任

务。布置作业打卡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习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打卡任务安排给家

长，让家长去监督学生，这是好心办坏事。因为，家

长并不一定有支持打卡的意愿、能力和时间。

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教
师
和
家
长
们
一
天
究
竟
要
打
几
次
卡
？

可以背靠学校 更应独自绽放
——从一次测试看教师专业发展

□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班级图书角运行过程中，图书管理员为了

借还登记，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且图书更新慢，

一轮借还下来，图书角往往无人问津。

于是，我撤销了图书管理员岗位，让每个

学生都成为图书的第一负责人。

方法是：月初，让学生把自己推荐的书，以

及简单醒目的推荐语一并放入透明文件盒，挂

在课桌侧面的挂钩上。

课间，学生像在书店淘书一样，在课桌间

来回穿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如果中意

哪本书，在征得书的主人同意后即可借走；读

完归还，并再次放入文件盒中，等待下一个借

阅者。每个月更换一批新的推荐书目。

“点对点”借阅，大大简化了图书借阅程

序，让学生从借阅规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借

阅变得灵活机动。学生仍然需要注意的是：爱

护图书，准时归还。

另一个好处是阅读分享也变得有针对

性。我相信借阅双方一定有某种共同的喜好，

午间和阅读课，我经常让他们坐在一起读书，

让每一次的阅读都有小小的共鸣。

图书角小小的改革，就图书的阅读频次来

看，加强了图书的流动性，提升了图书的阅读

价值。

现在的家长愿意给孩子买书，但每本书读

完后，常被束之高阁。图书角的分体化管理，

让这些书再次焕发生机，从家中的书柜流动到

教室，再流动到其他学生的手中。学生总能在

40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心仪之书，班级中每月都

有40本书在流动，一学期至少有100本书能被

有效阅读。

同时，为鼓励学生推荐好书，每月流动频

次最高的5本书的主人将会得到“荐书行家”

的称号，这使得被带到班级参加流动的图书质

量越来越高。

总之，分体式图书角的出现有四大好处：

一是简化图书借阅流程，二是学生中产生共同

的阅读话题，三是班级书香氛围更加浓郁，四

是便于教师察觉学生阅读动向，引领学生开展

有效阅读。

有 感 而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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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跨学科要顾及学生能力

近日，杭州市安吉路教育集团新天地实验学校九年级的学生们利用一周一节的劳动课学习包粽
子。提前一周，学生们就托食堂师傅买来粽叶、五花肉和糯米，部分学生做好浸洗粽叶和糯米、酱油拌
米和腌肉等准备工作。图为劳动课上，教师汪良苏分步演示包粽子的过程。

（本报通讯员 吴海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