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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叔同小学 冯跃忠

如今中小学的部门配置一应俱

全、各种制度细致入微，教师的考核规

章也越定越细，以致眼睛时时刻刻地

盯着学生。

然而，学生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学

习、生活和交往，掩盖了多少勃勃生机和

天真烂漫，又谈何自主能力的培养呢？

作为教师，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

候，好心不一定能办成好事。这类似于

“医源性损伤”，即医务人员因操作不慎

或药物副作用而造成患者生理或心理

上的损伤。

学校教育中的“医源性损伤”频繁

发生，早上第一个进教室的不是学生，

而是教师；下课最后一个出教室的不是

学生，而是教师；学生在课间没有“嬉

戏”和“打闹”，也没有“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而是足不出户、精神压抑和

死气沉沉。

一
中小学教师是一群具有丰富学识

和敬业精神的专业人员，他们热爱教

育、热爱学生，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课堂上滔滔不绝、循循善诱，恨不得

把毕生所学“推宫换血”般地倾囊相授。

然而他们忽视了学生最重要的一

种能力——自主能力，即自我管理、自

主学习的能力。杜威说过：“教育并不

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

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这个原理几

乎在理论上无人不承认，而在实践中又

无人不违反。”

看来，无论是杜威的那个时代还是

今天，让教育成为主动建构的过程是人

类的一大难题。教师们越是废寝忘食，

越是放弃休息时间，越是把知识硬塞给

学生，学生便越不可能获得自主能力。

过去，教师曾经是知识的化身，可

以简单地恪守“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

但在当下，获取知识的渠道比比皆是，知

识已经平民化、普及化、扁平化，因此在

课堂上教授知识已经落伍。学生只有提

升各方面素养，磨炼自己的意志品质，能

够学会管理自己，并妥善处理各种问题，

才能在将来的社会拥有一方天地。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学生

自己解决问题比教师帮忙解决问题更重

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学生带着问题进教

室、带着新问题出教室的意识和能力。

教师要耐下性子、蹲下身子、给足面子，

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只有学生自己

悟出来的，才是真正发生的学习过程。

为了靓丽的分数，我们各个层级的

教育部门煞费苦心，学校和教师更是绞

尽脑汁，找到了最有效的途径——作

业，学生除完成各科的配套作业外，还

要完成教师的“小灶奉送”、父母的“额

外贺礼”。作业几乎填满学生的所有时

间，像一张铺天盖地的巨网，罩得学生

喘不过气来。

人是具有复杂系统的生命形态，

需要的是符合天性的自由发展。被简

单粗暴对待的人，他们的天空将充满

阴霾。

学生学的是知识，练的也是知识，

但知识的迭代是何其迅速，课堂里学的

那点知识，一出校门就有可能被时代淘

汰；仅掌握知识的人，将被人工智能所

取代。要在未来的社会中生存，学生需

要的是各方面的能力：自学能力、合作

能力、创新能力。因此，当前的教育要

把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能在自

由的空气里呼吸，在自由的空间里玩中

学、学中思、思中悟、悟中升，获得未来

社会需要的核心竞争力。

二
除了前面所说的学习上的自主，学

生目前更需要且严重缺乏的能力是生

活上的自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认同了

“教育即服务”这一理念。于是，学生再

也不用为洗餐具、打扫校园这些“琐事”

而发愁，学校会聘请保洁人员全部解

决。学校越来越不像培养人的场所，而

变成了宾馆和餐馆。学生在学校，就像

在家里一样被人伺候，照样扮演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王子”和“公主”。

曾几何时，我们的校园贴着“学校

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标语，师生将这

一理念切切实实地落在日常行动上，小

到扫地擦窗，大到搬运课桌，出出汗、跑

跑腿、练练筋骨那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的学生不见得受了多少罪，

反而更加独立，更加热爱班级和学校。

因为付出，所以珍惜。

再看现在，连这些学生触手可及的

劳动权力都给剥夺了，学生哪里还有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机会？

马克思深刻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

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社会历史，同时也创

造了人类自己。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体现，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而劳动能力中最基本的就是生

活自理能力，如果学校不能培养学生日

常照料自己的能力，何谈育人？

三
未成年人的心理似乎越来越脆

弱，动不动哭天喊地。极端事件爆发

后，大人们更多的是反思自己工作中

的不足，制订更加周密的预案，层层加

码，严加防范。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过，

也许不是我们帮助太少、关注太窄，而

是干预过多、保护过度。

如今的学生在物质层面可谓心

想事成，生命中唯一的磨难就是学习

和考试。

人是有自愈能力的，而且自我修复

的机制很完善、能力很强大。无论是皮

肤上的破口，还是大型手术创面，最终

都能自行愈合。其实，心理上的自愈能

力也是一样。只是教师和家长甘愿做

惊弓之鸟，学生根本就没有真正体验过

什么叫千磨百折、屡败屡战，稍微激烈

的言语冲突都能成为一根压倒骆驼的

稻草。

心理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我

们不妨换一种方式，尝试相信一回学

生，相信小小的挫折他们能够承担、心

理自愈的能力也一定是越练越强。

杜威曾说过，教育是生活的过程，

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学校不仅仅

是一个上课和考试的地方，更应是一个

人从身体到人格全面发展的重要场

所。在如今的学校教育中，教师太担

心、太热心、太小心，事无巨细都要大包

大揽、亲力亲为，但是你的一片好心、真

心和暖心，在学生眼里也许是独断、妨

碍和过火，换来的是他们的无心、私心

和让你寒心。为了校园更和谐、未来社

会更美好，请检视一下我们的教育行为

中是否存在“医源性损伤”。

□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语文学习离不开背诵，有背诵就有配套检
查。但如果指定小组长一个个检查，会占去教
师和小组长大量时间，检查效率也比较低。

如何有效地开展背诵检查，让学生积累语
言和语文素养呢？在以往的抽背制度基础上，
班级领诵员制度诞生了。

第一步，精心挑选：宣布领诵员选拔开始，
学生便排好队，一个一个到我这里来背诵。背
诵流利无误的6个学生成为领诵员，我在他们
胸前贴上领诵员的贴纸。

第二步，交互背诵：学生利用空余时间到
领诵员这里背诵，领诵员也可以自己找其他学
生背诵，一般一个领诵员负责6个学生，人数达
到即完成背诵任务，由领诵员在班级记录表上
登记。

第三步，评价表彰：顺利完成任务，且得到
集体好评的领诵员获得奖励。

全新的制度引发了全体学生的背诵积极
性。为得到领诵员的称号和奖励，学生争先恐
后地来背诵。

但学生发现，背诵中一旦出现错误，就要
重新排队，这样极有可能选不上。因为，我每
次只挑选6个学生，人数一到，选拔就中止。

为了顺利成为领诵员，学生们每一次准备
得都很认真，做到背诵流利、不错字漏字，争取
一口气在我这里通过。这样就真正变“要我
背”为“我要背”，不同于以往的应付。

而选拔成功的不易，使得成为领诵员的学
生特别珍惜机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前来背诵
的学生。领诵员本身背诵基本功扎实，在听别
的学生背诵时，能随时发现错误，严把背诵质
量关。

在选择领诵员的时候，我不仅考虑学生的
背诵能力，还充分考虑招募的广度，尽量保证
两周内的领诵员人选不重复。这样既保证每
个学生都有一次成为领诵员的机会，同时又
避免领诵员因检查背诵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习
时间。

我还组织推进领诵员与其他学生的双向
评价。每天放学前，我让6位领诵员上台，接受
学生对他们工作的评价。如果获得组员的认
可，就送给他们奖励贴纸和学习积分。在掌声
中，学生们领会了背诵的质量要求，也领会了
什么是认真负责的担当精神。

领诵员制度把背诵管理的权限交给学生，
让教师从检查背诵的烦琐事务中抽出身来。
学生们背得认真仔细、
有条不紊、兴趣盎然、
高质高效，在获得成功
背诵经验的同时，感受
到背诵的快乐。

领诵员

翘 楚
虽然教师累，但学生喜欢，“六

一”游园活动还得好好办。一个活动

办得好还是坏，关键在于定位——为

谁办？谁是主角？当然，大家都

会说为学生，但我们有没有问过

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活动？

学校的活动内容大多是领导

层拍板的，或是继续以往的活

动。为保证活动质量，最后会来

个评比，分出个一二三等奖，发

点奖品。可是，一旦要比赛，大

家就不淡定了，谁也不想输，师

生又得花时间精力准备，煞费苦

心。这样一来，活动的不少快乐

就被稀释了。

既然“六一”的快乐是属于学

生的，教师们不妨帮着学生设想

一下活动计划，因地制宜，人人参

与，围绕计划开始准备。活动不

一定是全校性的，也可以是年级

性的、班级性的，甚至可以是小组

形式的，只要能收获快乐就行。

报名即可参加，不要行政命

令，不要评比，不列入年度考核，

不力求整齐划一，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让学生获得成长的美好体验或是

经验教训。

杨铁金
儿童节是儿童的节日，而不

是教育儿童的节日，也不是各界

宣示重视儿童的节日。从此原则

出发，许多困惑与现实的问题就

迎刃而解。

倪华东
如何过一个有质量的节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有人认为开心就好，不应带有评比的功利性，不

应有这样那样的折腾。我倒认为，是不是折腾和初心

有关。你把它当成工作和任务，自然就繁重不堪。如

果能站在学生的角度，给予时间、给予空间、给予经

费，像项目化学习一样，让学生作主、让学生充分动脑

动手，共同商量、共同创造，不难搞出一个非凡有特色

的活动。如此既能锻炼学生，又留下美好的记忆，不

是很好吗？

zmh3652
在游园活动开始前，一般有一个会演。此时，可

以把一年来那些代表学校参加县艺术节、讲故事比赛

等活动的内容集中起来展示，因为这些比赛内容经过

精心准备，而学校大多数师生未曾完整见过，利用“六

一”这个平台向全体师生展示一下，何乐不为？

龙泉许东宝
儿童节期间采取放任式管理，可能会因缺乏监管

而引发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活动进行适度的调控和组

织。许多班主任会记录下学生的开心瞬间。学生长

大后回看这些视频和照片，会觉得很有意义。

yhglll
我曾经在小学毕业班里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学

生最想要怎么样的儿童节，有一个答案给我留下很深

的印象：学校放假，不布置作业，让我长期加班的妈妈

带薪休假一天，带我去游乐场玩，最好还能看一场电

影、吃一顿大餐。

于是我想，是不是可以让儿童节真正成为儿童自

主自由的节日。学校放假很容易，节假日其实也并不

稀缺，但让全体家长放假并且把假期落实到学生身

上，着实有些不容易，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和落实。

俞铁钢
儿童节期间，可以有效地将集体表演与各班级活

动结合起来。鱼和熊掌完全可以兼得。集体表演可

以简化一些，注重娱乐性，减少考核评奖和精品类节

目的数量。

徐如松
游园活动是学生自己的“六一”狂欢节，可以分成

两个层次：班级游园活动和校级游园活动。特别是班

级游园活动，真的可以让学生做到“我的节日我做

主”，这才是过节的本意所在。“六一”节不能变相成为

表彰节、演出节，那只是少数人的节日。

陈宝国
儿童节要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关心和爱护，体验

到生活的快乐和美好。学校的演出不要成为少数文

艺特长生的专利，要让学生都参与进来，哪怕是合唱、

集体朗诵也好。

□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
张幼琴

初夏，校园里几株果树上的果

实日渐成熟，却陆续遭到破坏。三

龙亭边黄澄澄的枇杷滚落一地；越

鉴广场旁的桃树，树杈被生生折

断，留下满地刚泛青的桃子……

鲜红嫩绿的果子最是吸引学

生的目光，学生对果实的那份喜

爱也无可厚非，可是随意破坏树

木、糟蹋果实的行为，实在令人痛

心。是调取监控、调查真相、严惩

肇事者，还是从根源入手，思考对

策，改堵为疏？

学校地处十里鉴湖、十里稽

山。这里山清水秀，特产众多，有

荷花、菱角、杨梅、桂花、竹笋等。

学校绿化面积大，植物种类繁

多。光是果树，就有桃、枇杷、杨

梅、李子、橘子等。如果把这些植

物承包给每个班级，由学生负责

日常看管、护理、采摘、分享，既可

以解决眼前的困境，还可以引导

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岂不是

一举两得？

于是，学校与各班主任签订了

一份校园植物承包合同，每班认领

一株植物，制订守护方案。

我们班承包的是一棵桃树，我

向学生们宣布这一消息时，教室里

简直炸开了锅。学生们打起了桃

子的主意：“这些桃子都是属于我

们的吗？”“张老师，我可以摘桃子

给我弟弟吃吗？”

我告诉他们：“拥有权利，当然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班负

责看护桃树，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为桃树写一句护绿标语。”

“爱护桃树，人人有责。”

“桃树也有生命。”

“摘桃者，重罚之。”

……

为了写好标语，我启发大家展

开一场头脑风暴，先让大家说说关

于桃的成语。

“人面桃花”“杏脸桃腮”“桃李

争艳”……学生们一下子嚷出一串

成语。

“这些成语说的是什么呢？”

思维敏捷的张子涛马上回答：

“它们都在说桃子很漂亮。”

“准确地说，是形容什么像桃

子一样漂亮？”

“人。”

“怎样的人呢？”我对着虎头虎

脑、皮肤黝黑的张子涛说，“是形容

你吗？”

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大伙都

笑了。

“形容陈昱彤。”大伙又笑作一

团。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更

显得人面桃花一般。

“答对了。”我拉着陈昱彤的手

说，“大家很有审美眼光。人们用

桃花来形容女孩子的容貌美丽，用

桃子来形容女子的幸福生活。”

接着，我带领学生一起朗读

《桃之夭夭》，讲解这首诗描写的女

子一生。

关于桃还有哪些故事呢？学

生们讲到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辟

邪用的桃木剑，讲到“总把新桃换

旧符”，讲到巨人夸父死后手杖化

作桃林……长寿永生、生命繁衍、

求吉驱邪等生命意识，都致密地渗

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带着对桃文化更透彻的理

解，学生们来到承包的桃树前，摘

下成熟的桃子，享受丰收的喜悦。

当然，此时的桃子在学生们的

心目中已经不一样了。一场品桃

会后，学生们打算将剩下的桃子与

班里的教师一起分享，我提议送桃

时最好附赠言一句，以表心意。

教室里恢复了平静，学生们在

便笺纸上停笔凝思，一句句别具一

格的赠言诞生了。

心思细腻的陈昱彤打算把桃

子送给新婚的美术教师，她在纸上

写道：“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

于归，宜其家室。”

特别喜欢看《西游记》的高奕

扬为老顽童似的科学教师写道：

“食此仙桃者，与天地同寿，与日月

同庚。”

可爱的叶宇宸舍不得吃，要拿

回家送给妈妈品尝，她祝愿妈妈：

“人面桃花，灼灼其华。”

……

学生们的脸上因兴奋而泛起

红晕，人面桃花相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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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反校园欺凌教育

如何见实效？

摘的是桃子，品的是文化

5月 27日上午，磐安县
龙山幼儿园里来了一位不速
之客——猫头鹰。“它是不是
受伤了呀，怎么一动不动
呢？”“猫头鹰宝宝肯定想妈
妈了。”“它是不是想回森
林？”幼儿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着，最后决定要送它回家。
为了完成幼儿们的心愿，该
园联系磐安县野生动植物保
护站，站长马洪高赶到幼儿
园，对猫头鹰进行健康检查，
表扬了幼儿们爱护野生动物
的出色表现，并为他们普及
相关知识。幼儿们知道了，
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今天受到救助的这只猫
头鹰叫领角鸮。

（本报通讯员 郭靓靓
范聪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