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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肖东第一小学 李士炎

学校集体跑操开始，学生们纷纷脱掉冬

衣，然后随手一丢，几十件衣服很快就堆成一

大堆。跑操结束，学生去拿衣服，挤在一起，混

乱不堪。

操场上总是有找不到主人的各种衣服，最

多的是校服。

特别是校足球队的学生，早上训练结束

后，定有几件忘拿的衣服。看着一件件挺好的

衣服丢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好几天没有人认

领，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记得小时候一件衣服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是宝贵的资产，弄丢了，回去一定挨骂。

现在，很多人对丢一件衣服不当回事了。

可是，衣服散落在校园各处，这景象总是不大

和谐。而且，对于随迁子女来说，校服还是挺

重要的。家长订购时往往选大号，哥哥姐姐穿

过，弟弟妹妹接着穿。

我们曾经想过很多策略。先是设立衣物

招领处，结果捡到的校服都是一模一样的，还

是不知道主人是谁。我常常拿着衣服一间间

教室去问，也没有学生认领。

于是，发校服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生在校

服上做标记，名字写在标签上，缝在规定的地

方。偏偏有些家长犯懒，只是用记号笔写个名

字，洗了几次就看不清了。

一次，观摩别的学校体育课。热身运动以

后，教师让学生们脱掉外套，同时将脱下来的

外套，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边，排成一排，犹

如列队，看着赏心悦目。

一下课，教师一声令下，学生们很快就能

找到自己的衣服，没有一件落下的。

这个办法太好了，把衣物整齐地放在固定

地点，既能保证统一行动，又让学生不会忘记，

还培养了自理的好习惯。

于是，我推而广之，让全校师生都学起来。

首先是校足球队，一做热身，学生开始脱

衣，教练就要求学生把衣物按次序放在草坪

边缘。

冬季早晨，地上还有霜，操场上却一派生

机勃勃，很多学生头上冒着热气，热火朝天地

在训练。而一排排整齐的衣物和水杯，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训练结束后，再也没有一个队

员丢东西了。

现在，校园里除了有时看到整齐折叠排列

的衣物，再也看不到七零八落的校服，以及学

生乱哄哄东翻西找的场景了。

□桐乡市高级中学 郑婷婷

2022年年底，第十三批浙江省特

级教师高级研修活动在杭州举行。我

有幸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其他301名新

晋特级教师一起参加本次研修。

主办方浙江省教育厅和浙江省中

小学教师培训中心精心设计了丰富且

形式多样的课程，西湖大学教授黄嘉

兴、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成尚

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等学者作

讲座，引领我们跳出教育、开阔视野，触

碰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热点话题。此

外，我们到名校现场实地考察，小组互

动研讨“特级教师画像与成长路径”。

随着学习与交流的深入，我们进一

步明晰了作为特级教师所肩负的角色

和使命。

明德修身，做师德高尚的特别示范者
特级教师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

范和教学的专家。开班仪式上，省教育

厅副厅长汤筱疏指出，特级教师应当争

做浙派“大先生”。

所谓“大先生”，就是要有“大情

怀、大境界、大担当”，就是要明德修

身、胸怀天下、用心做教育。成尚荣特

别提出，特级教师要做一个大写的

“人”，要有大丈夫精神，做有社会良知

的知识分子。

这让我想到，当下教师群体面临着

诸多功利性诱惑，如何不为这些诱惑所

动，专注于育人，是一项长期的考验。

特级教师作为一个行业的领军者，要做

的不仅仅是专业方面的前导，更应当有

德行方面的垂范。

当一个人被赋予特级教师的荣誉

后，会有很多的机遇和诱惑，因此，更应

该明德修身、严于律己，时刻提醒自己

克服浮躁之气、虚华之气，不忘教育初

心，砥砺前行。正如全国著名语文特级

教师于漪所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

学做教师”。

成己达人，做教育改革的特别引领者
在4天的研修中，多位专家反复提

到，特级教师被赋予一项神圣职责，那

便是引领更多的教师成长。

联想到我自己在专业成长过程中，

曾经得到不少特级教师的引领，如戴加

平、谢波、朱能、沈玉林、余文伟等。正

是有了他们在精神和专业上的双重引

领，今天我才有幸加入他们的队伍。

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峰提到，浙江省

特级教师评选坚持4年一届，因此特级

教师数量并不多，在职的浙江省特级教

师仅1000多名。而在教育改革的大背

景下，破解难题，应对挑战，仅仅依靠这

些特级教师的力量还不够，必须引领更

多青年教师成为优秀教师，从而惠及更

多学生。如此，才能交出一份令社会满

意的答卷。

总之，无论是从个人成长经历还

是站在浙江教育改革的高度去审视，

成为特级教师都意味着从此肩头多了

一份责任。

越而胜己，做专业成长的特别践行者
有人说特级教师是卓越的，我理

解“卓越”不仅仅是指优秀、出色，更应

当体现为超越自我，实现专业成长的

再出发。

成尚荣说：“课堂是没有天花板的

舞台。”曾经的成绩已经证明了特级教

师的卓尔不群，而如今，教育改革中不

断出现新问题和新挑战，要求特级教师

必须重新出发，不断探求课堂的天花

板，敢于勇立潮头，成为这种探索与实

践的先行者。

正如浙江省特级教师协会会长尚

可所期望的：“站在新的高度，应当确立

新的目标。成为课题教学专家、学科教

学专家、学科教育专家和教师教育家。”

特级教师应当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与实

践，敢于挑战教育改革中的真问题，为

更多的教师提供普适性的路径和方法，

才能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乐于奉献，做地方教育发展的特别贡献者
教师的成长是地方教育的一个缩

影。从2007年工作至今，作为一名高

中一线教师，作为一所重点高中的学

校管理者，作为一名浙江教育人，我亲

眼见证了浙江教育的飞速发展。这些

年来，面对教育改革的难题和挑战，浙

江教育人同舟共济，作为亲历者我深

感自豪。

于我而言，4天的研修是影响未来

教育生涯的一段难忘的经历，促使我进

一步思考，能够为浙江这块培育我成长

的土地再做点什么？如何为培养优秀

教师继续贡献力量？在助推农村学校

发展、实现教育共富方面，我又能分享

什么智慧？

刘震云说：“这世界本就没有任何

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

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而那句

话，只是火药仓库内划燃的一根火柴。”

这次培训就是这样一段让我醍醐灌顶

的经历。我对“特级教师”这一称号有

了新的认识，评上浙江省特级教师绝不

是教育生涯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

点，有着新的角色和新的使命。

□湖州市织里镇轧村小学 费凤飞

铃声响，上课了，萌萌从乱糟糟的书包里拽出

劳动课本。

“呀，你的书皱巴巴的，看看我的。”同桌小诺

随即拿出一本平整的劳动课本。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整理书包，让

书本都漂漂亮亮的。”我揭示今天劳动课的主题，

“先数一数你的书包有几只口袋吧。”

“费老师，你看，这些口袋多像书包的嘴巴

呀。”小诺惊呼道。

我一看，对呀，多么形象生动的比喻呀。我问

道：“小诺，那你的书包‘胃口’大吗？”

“我的书包‘胃口’可大了，特别是这张‘大嘴

巴’，能吃下很多东西呢。”小诺边说边给我看最大

的口袋。只见书包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各科课本。

“‘大嘴巴’吃大书本，那‘小嘴巴’和‘小小嘴

巴’吃什么呀？”我问道。

学生们议论起来：“‘小嘴巴’可以吃练习本，

‘小小嘴巴’可以吃餐巾纸、跳绳、口算卡片等。”

“同学们，爸爸妈妈为让你们健康成长，每天

都保证你们吃得有营养。书包是我们学习的好朋

友。为让这个朋友能好好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请

它吃顿‘营养餐’，让它舒舒服服地。”

听我这么一说，学生们顿时来了兴致：“好呀，

好呀。”

于是，我先让学生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拿出

来，根据刚才的分类将它们放在桌上，再观察哪种

口型的“嘴巴”吃哪些物品最合适。

不一会儿，学生们按照用途分好类：学习资料

有课本和练习本，学习用品有文具盒、跳绳、颜料

笔等，生活用品有口罩、餐巾纸、小水壶等。

“现在，先吃大书再吃小书，先吃硬物品再吃

软物品，看看哪位小朋友给书包吃的‘营养餐’最

有营养？”

学生们纷纷动手实践。只见萌萌认真地依

次将课本、文具盒放入书包的大口袋，将练习本

放入前面的小口袋，将水杯、跳绳放入左右侧最

小的口袋。

“萌萌，你的书包看起来比刚才整洁多了，吃

‘营养餐’真好。”小诺说。

“看来书包们都吃得很舒服。看，我们可以将

餐巾纸、洗手液放在抽屉里，让书包瘦身。现在背

在身上试试，舒服吗？”

学生们一听，将整理好的书包背在身上，轻轻

松松。

“明天还是相同的‘菜式’吗？要不要给书包

换换‘口味’呢？”我提问到。

“费老师，明天的课程表和今天的不同，明天

我们要根据课程表给书包吃‘营养餐’。”聪明的皓

皓说道。

“是呀，我们每天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看第

二天的课程表，及时给书包搭配‘营养餐’，养成良

好的整理习惯，并给自己做好劳动评价，让劳动和

学习更愉快哦。”

短短40分钟，学生们为书包调配了“营养

餐”，激发了整理书包的兴趣，真是一节一举多得

的劳动课。

段云成001
首先，家长是否认同和支持

孩子在家打卡？如果家长不理解

甚至反感，结果就会与教师预设

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家长是否有方法和智

慧帮助孩子完成在家打卡？如果

家长只是简单强硬地执行，加码

或者走偏，那么打卡行为就不是

习惯的养成，而是变成生活的苦

难，学生会反对或逃离。

再次，家长有没有时间和精

力帮助孩子完成在家打卡？如果

家长平时忙得不可开交，就很难

帮助孩子完成打卡任务。

一介武夫
打卡是数字化的结果，是信息

化的产物，也是一体化的结晶。打

卡的初衷是好的，就是借用网络的

优势，把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指

导，以及家长的监护紧密联系在一

起，节省时间，缩小空间。

txqjw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主要

任务是不同的。学校教育侧重

“学文化”，家庭教育侧重“学做

人”，学校与家庭要各司其职。家

长确实需要积极配合学校教育，

但像跳绳、家务劳动等活动更多

地体现家庭责任。教师提醒家长

是可以，如果因此要求家长打卡，

就有点越俎代庖了，既增加了家

长的负担，也增加了教师自身的

负担。

芳 蕾
过去我们学校教师是一天打

4次卡，后来调整为3次；托管政策

实施以来，改为一天2次。

忘记打卡的教师，有一些是

人在学校，因为太投入在某件事

上，如教学。很多教师很优秀，

却因缺签而被扣分，与年度考核

优秀失之交臂，在评先评优上也

失去了加分优势。因此，他们就

会感到委屈，觉得学校规章不够

人性。

极个别不认真教学的教师，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不要说签到规章制度不能约束他，就是领导找他

谈话都没有用。

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一天2次签到正好，太多

没有必要。

txqjw
当然，一所好的学校必定有其完备的考评制度。

打卡管理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因为打卡次数多

而影响到教师的工作心情，那么制度设计就走向了反

面。假如每天需要打卡三四次甚至更多，就是形式主

义，学校需要反思。

一项新制度的出台要把有利于教师安心工作作

为标准，统计、打卡、填表、准备台账资料不是学校的

中心工作。考评制度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跟风。对

教师的日常考核应当对照教师年度考核要求，抓大放

小，以引导和激励为主。

吴笔建
教师工作经常是连续性的，尤其是在批改作业、

找学生谈话、处理班级事务时，忙起来就会忘记打卡，

等公示时已错过补卡时间。有些教师脸皮薄，觉得不

好意思跟领导解释，考核时就吃亏。但有些脸皮厚

的，即使迟到，也能找个借口，堂而皇之地补卡。

打卡制度本来应该是约束个别不遵守纪律的人，

如果总是老实人吃亏，就成了摆设和鸡肋。

赵占云
说起打卡，今天我也忘了，在教师群里被点名。

有时候晚上8点多，教师还会接到电话，说是没有完成

打卡。

学生打卡源自习惯培养，现在学生大大小小的任

务不计其数，不少任务需要教师和家长督促去完成，

比如锻炼、阅读、劳动等。原本学生可以在家中自主

完成，但是不少学生没有养成习惯，只能通过打卡来

刺激完成。

同时，布置的任务需要相应的数据反馈，获得数

据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卡接龙”，久而久之，事

事打卡成了师生和家长的额外负担。我们一直讲减

负，可是教学以外的负担却有增无减，值得深思。

拍 案 惊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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