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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校有品

师训专场

策论当下

□胡晓华

校园安全问题一直是每位校长

头上悬着的一把剑，但是，只要我们

平时在学校管理中扎紧安全防范的

篱笆，提高安全意识，做到未雨绸缪，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就不必担心安全

责任事故的发生。

首先，要防患于未然，多渠道查

找学校安全漏洞和隐患。

安全问题一般可通过以下五种

途径去查找：

1. 从小问题看到大问题。学校

在管理中会发生一些小的安全问题，

虽未造成大的伤害，但依然不可忽

视。如教学楼门厅很滑，下雨后导致

学生摔跤，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摔成骨

折，但安全隐患仍然存在。学校需要

抓紧时间去解决，如改造地面或铺设

地毯，千万不要等出了大问题才想起

来去补救。

2. 让一线教职工找问题。教职

工在一线使用设备和场地，有时候，

他们更清楚安全隐患在哪里。因此，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要只限于由学

校后勤总务部门来承担，而应由各处

室、各年级、各班级分工合作。学校

要在开学前和学期结束时各进行一

次安全大检查，让各部门、各年级组、

各班主任参与，从房屋结构到体育场

地及设施、从实验室到报告厅、从食

堂到厕所、从每一块玻璃到每一根楼

梯扶手等，将检查项目分块罗列、分

工到人、签字汇总，建立“安全责任到

人”的制度。最后由校安全办统计，

该维修的维修，该更新的更新。

3. 从眼前景象预感可能会发生

的问题。校领导平时要注重观察，善

于从细节中发现安全隐患，向责任人

指出并监督其整改。如有的班级把

花盆放在走廊栏杆的平台上，一旦花

盆掉落就可能砸到行人。虽然这样

的事还从来没发生过，但谁能料到明

天不会发生？

4. 对照他人教训发现自身问

题。从别的学校发生的安全事故中

及时吸取教训，别人的教训是自己免

费的“教材”。如看到报道某地发生

校园踩踏事件，校领导要及时反思：

我们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安全隐

患？并立刻提出措施、作出整改。

5. 及时吸收社会警示预防问

题。如气象预报下周有大雪和严重

冰冻，学校就必须及时安排各部门做

好相应的防灾工作，并向全校师生、

家长发出提醒。

其次，学校在日常安全管理中一

定要做到“五个到位”，即安保到位、

设施到位、管理到位、检查到位、教育

到位，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减少意外

事故，杜绝责任事故。

1. 安保到位。学校应配备足够

的保安，校园主要场所都应架设监控

设备，实施校园24小时巡逻和无死

角监控，确保能随时发现、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2. 设施到位。教学、生活、消防

设施一定要符合国家标准，能正常使

用。校车、电器、涉危实验器材与药

品、体育器材、消防设备等，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过使用期的一定要及时更

换，不能及时更换的要封存，如需大

量资金改造的要及时向上级部门提

出书面申请。

3. 管理到位。主要指教学活动

中的管理人员到位，加强外来人员进

出校门的监管，禁止学生携带危险物

品进校等，活动方案、应急措施要科

学合理、及时可行，确保各项安全制

度有效执行。重点关注体育课、实验

课、运动会、课外活动、外出研学（详

见本报2020年12月4日刊登的《研

学安全十个“很重要”》）、校车乘坐等

工作，履行管理责任要做到事前有准

备、全程要监督、处理要及时。

4. 检查到位。校园设施设备做

到定期检查与临时检查相结合。每

学期开学前，全校的设施设备都应该

做一次扫描式检查，由各部门、各年

级组、各班主任对照清单一一检查，

然后汇总到校安全办，再由校安全办

提出方案，或维修或更新。一些长期

不用的场馆和设施使用前更需要认

真检查，监控设备要定时检查是否在

正常运行。

5. 教育到位。安全教育应纳入

学校日常教育中，通过晨会、广播、黑

板报、征文比赛、学科渗透、防灾演习

等多种形式，经常性地教育学生增强

安全意识，掌握安全防护知识，学习

自我救援的方法。重点工作有课间

文明活动教育、研学前纪律教育、校

外防溺水教育、体育比赛前准备等，

学校要利用大课间出操的时间，每月

至少进行一次紧急疏散演习，每学期

至少进行一次消防救生演练和自然

灾害紧急逃生演练，提高师生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

在如何筑牢安全保障的篱笆上，

学校有着两种不同的行为：一种是消

极防范，一种是积极防范。

消极防范以“少动就不会有事”

为宗旨，导致许多应该开展的学生活

动没有开展，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得

不到锻炼。消极防范从表面上看，减

轻了学校的责任压力，但当危机真正

来临时，学生反而更容易受到伤害，

因此并不足取。

积极防范以“通过活动和教育加

强训练，提升防范能力”为宗旨，在丰

富的活动中，锻炼学生的自我防护能

力，以及团队合作、组织策划、实验探

究等多种能力。

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工作，我们既

要学习鲧的治水之术，构筑安全防范

体系；又要学习大禹的疏导办法，通

过教育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通过演

练提升学生的预防能力和自救能

力。我们不仅有责任确保学生能在

安全的校园中学习，还有责任培养学

生走出校园也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

（作者为湖州市行知中学党总支
书记）

□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中心
凌素凡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幼儿

总是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但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失去了这

种好奇心，也弱化了观察与发现能

力。《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

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核心素养之一

是观察了解儿童。

为提升教师观察与分析问题的

能力，需要重新唤醒教师心中住着的

“儿童”，像儿童一样去看——仿佛第

一次“看见”。教师如果拥有一双善

于发现的眼睛，将会引领幼儿去体验

更多的学习乐趣。

为让“发现”成就每一名教师、造

福每一个幼儿，让课程内容与组织形

式真正为幼儿的发展服务，教师要善

于发现儿童。

一是将观察与发现链接到一日

生活与工作中。即以“视觉”为主，通

过零散的随机观察，发现问题，及时

调整，成为儿童在活动中的支持者、

合作者和引导者。

二是将观察结果作为课程内容

选择的依据。幼儿园课程不是以教

科书为导向，而是以幼儿的发展为导

向的。教师发现幼儿的个别行为，判

别其背后的成因，以此作为依据开展

有针对性的教育。

如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幼儿园开

设园本课程“优悠游戏”，坚持将自主

游戏作为课程载体，为幼儿创设适宜

的游戏环境，赋予幼儿游戏的权利，

并利用提问、图片、行动等策略，按照

游戏自然生发的逻辑，打破学科领域

的界限，支持幼儿在游戏中开展相关

领域经验的综合学习。

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自称“长大的

儿童”，这正是一名幼儿园教师蹲下、

走近、感受儿童的教育情怀。教师与

幼儿共处一个学习现场，教师通过建

立自己的素养图谱——好奇心、责任

感、创造力，发现幼儿的需求，读懂幼

儿的意图，从而更好地促进幼儿经验

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

在对话与倾听中，让儿童站立在

课程中央。幼儿生活的需要和兴趣

是课程重要的出发点，幼儿始终是活

动的主体、未来的主人。创设“儿童

会客厅”“儿童议事会”等对话、倾听

的环境，是幼儿园课程尊重儿童、理

解儿童，坚守儿童立场的体现。

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户外游戏，而户外游戏场地的打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儿童、游

戏和课程的理解。“喜欢玩什么游

戏？”“你想要一个怎样的游戏乐

园？”……教师与幼儿对话，倾听幼

儿的想法，打造一种基于生态自然、

与课程相融合、儿童亲身体验的活

动场域。

教师组织幼儿与人、事、物、境展

开对话，坚持用课程的眼光、发展的

视野去充分挖掘和利用园内外的自

然和社会资源。比如，乐清市机关幼

儿园的教师创建“春田花花”研学基

地，师幼共建的故事数不胜数，有滨

海番鸭、垂耳兔的喂养故事，有和爷

爷一起生火、吃锅巴、捣麻糍的体验

故事，有以米之名“遇稻你”的劳作故

事……活用周边资源，创设氛围，引

导幼儿主动学习。

教师的作用是为幼儿创造学习

环境、组织学习内容、提供学习策

略、激发学习主动性，使他们在积极

的学习活动中长身体、长智慧，提高

能力、养成习惯。比如，坐落在“中

国教玩具之都”永嘉县桥下镇的中

心幼儿园，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家

长及社区的资源，研发以积木建构

为特色的园本课程，幼儿每天与积

木进行有效的互动，每个月走进玩

具企业开展创意研学。每年4月，幼

儿园举办童创节，幼儿在“我设计、

我搭建、我展示”的学习路径中促发

有效学习。

苏霍姆林斯基说，能力只有由能

力来培养，志向只有由志向来培养，

才干只有由才干来培养。什么样的

教师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幼儿，教师

的创造力可以使设计的课程发挥幼

儿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儿童是为了

发展儿童，其本质是解放、是唤醒、是

点燃。

□嵊州市爱德小学 沈佳伟

嵊州市爱德小学历来有举办

“四季”读书节的传统。本学期开学

以来，学校创新做法，更新主题，与

“春之声”读书节的共读《诗经》活动

相结合，将“诗教”融入教学共同体

工作当中。

自2022年以来，学校与嵊州市三

江街道阮庙学校小学部、青田县温溪

镇第四小学结对成为教共体，这两所

学校也加入了共读的队伍，依托“互联

网+”技术积极开展读书节活动。

爱德小学教师吕群芳是儿童文

学作家，对唐调吟诵也颇有研究，她

带领三所学校的年轻教师用唐调共

读《诗经》。

爱德小学年轻教师黄娇英通过

同步课堂，给三所学校的学生们上吕

群芳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采诗人》，

生动地讲述《诗经》当中那些优美的

句子是如何被创造、被发现的，又是

如何被保存下来的。

“大家在共读中感受先秦文字的

美，在网络教研中吸收彼此的智慧，

在反思交流中提高专业素养。”阮庙

小学青年教师朱敏说。

在几位教师的引导下，三所学校的

教师共同捧起《诗经》，互相贡献相关课

例，共同执教，共同阅读，共同研讨。

不学《诗》，无以言。在“读诗”的基础上，“诵诗”

进一步让师生体会《诗经》的美。在今年的世界读书

日前夕，爱德小学举行了“风雅颂中的春天——《诗

经》吟诵会”，开展了以“走进春天，邂逅《诗经》”为主

题的春游研学活动；“六一”儿童节，三所学校还开展

了线上联谊文艺会演活动，借助“互联网+同步课堂”

实现同步吟诵。

虽然学生们相隔甚远，但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了

跨越空间的合作。一首《诗经·秦风·无衣》，三所学校

的学生隔着屏幕，共同吟诵那慷慨激昂的诗句，让人

热血沸腾。

在“读诗”和“诵诗”的基础上，三所学校开展了诗

歌创作活动，指导学生写儿童诗、现代诗，记录自己的

校园生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学生们欣赏着彼此

的诗作，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当了一回“采

诗人”。

而网络教研则开成了一场“论诗会”，教师们畅谈

阅读《诗经》的感悟，以及“诗教”中的收获和反思。

爱德小学校长过小燕介绍：“学校不断求新、求变，

探索新的教研模式。本次活动自拟主题，将‘诗教’精

神通过网络传递出去，让师生通过阅读经典，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汲取成长的力量。”

□春晖中学 许伯祥

教辅资料的浪费现象由来已久，有学校曾做过

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数量庞大的教辅资料利用率不

到一半。为了避免浪费，值得推广的方法是组织教

师自己编制教辅资料，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学生的

学习需求。

首先，分工合作，责任到人。学校以年级备课

组或学科组为单位，利用假期空余时间，每位教师

承包一个章节的教辅资料编写。可以采用上学期

使用过的、经过筛选的各章节题目，这些题目是学

生容易出错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采购新出版

的各类教辅资料，通过学生问卷了解上学期教辅资

料中的优秀部分，收集、挑选并修改，最后完成初

稿并校对。

其次，简化栏目，严控时间。教辅资料可以设计

成辅助类导读本和活页作业本。前者适宜课前和课

中使用，帮助学生了解新课知识，明确重点难点，拓展

相关知识点；后者供学生课后巩固知识，也利于教师

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题量根据各学科每周课时的多少作适当调整。

学校可综合考虑，规定每门学科的作业量。教师也可

设计少量的精品题型，供学生个体查漏补缺。具体情

况因人而异，不应做统一要求。

最后，及时调整，不断完善。教师发现教辅资料

中有不适合学生或效果不好的习题，应及时更换；平

时从各类大考中筛选出来的新题型和好题目，则可以

及时补充在活页作业本上。这样，既保证了作业的完

整性，又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

教辅资料的时效性很强，教师要注意总结和收集

学生作业中暴露的错误，了解学生容易完成和不易完

成的题型，并记录下来留待重新编制时完善。

学校可以在每个班级设置资料角，让教师购买新

的教辅资料，每门学科放置几种，供学生课后参阅。

任课教师要时刻关注教学新动向，定时定人征集优秀

题集推荐给学生。

让
我
们
都
来
当
﹃
采
诗
人
﹄

避免教辅资料浪费

根本策略是DIY

扎紧校园安全篱笆：“五查找”和“五到位”

发现儿童是为了发展儿童

杭州市钱塘区云帆幼儿园的家长半日开放
活动上，中一班的幼儿和教师、父母一起撑起彩
虹帐篷，玩起体育游戏“捕鱼达人”。只见“渔
夫”抓着“渔网”上下抖动，一边唱“小鱼小鱼水
里游，游来游去点点头，渔网来了捕小鱼，小鱼
小鱼快快游”。“小鱼”们在“渔网”下迅速游走，
既要快速游出“渔网”，又要巧妙地躲开对面游
过来的“小鱼”，有效地培养了幼儿听口令跑动
躲闪的能力。

（本报通讯员 叶秀渊 摄）

快乐的“小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