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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迷津

小小笔记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徐美勤

有一次我在外校参加教研活动，午

后到校园各处走走，看到教师们都在各

班教室里忙碌；走到教师办公室门口，里

面却传出一阵不太和谐的喧哗声。

只见六七个学生东倒西歪地坐在办公

室地上谈笑。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回家背

诵作业没有完成，教师让他们几个利用午

休时间到办公室“加工加工”。他们到办公

室一看教师都不在，就不自觉地聊嗨了。

类似情景作为教师的我们并不陌

生。我在思考，教师办公室除了作为教

师们办公的场所，是否能在育人方面发

挥出其最大的价值呢？

我在学生时代担任过课代表，算是

教师的得力助手，有机会经常出入教师

办公室帮忙；而大部分学生极难有此机

会，教师办公室对他们而言有着一种莫

名的神秘之感。

因此，教师办公室具有“处罚”功

能。如学生违反课堂纪律、作业没有完

成、打架等，很多教师会在办公室处理。

学生听说要去教师办公室就会紧张。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的教师办

公室学生可以随意出入，像自家客厅一

般，敬畏感荡然无存，“处罚”的功效也就

消解了一大半。

不少学生借着“补作业”的名义，离

开教室，脱离教师的视线，在教师办公室

聊天、嬉戏，甚至明说自己“免费吹空

调”，这种“处罚”是没有一点意义的。甚

至有些学生把玩办公桌上的物品，倾听

其他教师谈话，“处罚”之后，带着很多谈

资回去，向他人炫耀，提高自己在学生中

的吸引力。“处罚”成了奖励，教育的目的

与结果岂不是南辕北辙？

教师办公室也具有“谈话”功能。这

里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教师的神态可

以严肃，但语气一定要轻松。无论学生

犯什么错，切忌对学生吼叫，否则会让学

生认为教师除用大嗓门和摆架子外没有

别的本事。

二是谈话当中，教师可以突然停下

来。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常常能够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如果学生仍不够专注，

干脆让他下一节课再来，甚至明天再来。

三是集体事件的处理，建议“逐一谈

话，各个击破”。如果一起谈，由于学生觉

得“法不责众”，要么一言不发，陷入僵局；

要么七嘴八舌，导致混乱。教师可以先让

一个学生进办公室，其他在门外等候，能

够看到里面的处理过程，教师趁机多做一

些拍肩、侧身倾听的动作。处理完的学生

站到另一端，避免学生之间有交流。获取

多方信息之后，如有必要，可以召集全体

一起谈一次，也可以找关键人物重点谈。

教师办公室还具有“辅导”功能。学

生因缺课或基础薄弱，尽责的教师往往

会利用空课时间给这些学生开小灶；也

有学生因家庭原因或社交瓶颈引发情感

问题，教师也会把他们带到办公室进行

推心置腹的心理辅导。

在发挥教师办公室各种功能的同

时，教师要特别注意气氛的营造。一般

建议在办公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至少

是在不受到其他人活动影响的情况下。

如果办公室里有同事在谈笑风生，或者

大声训斥学生，气场都不适合你和自己

的学生，育人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其实，教师办公室在学生心目中的定

位，是教师通过使用情形一点一滴强化出

来的。倘若教师办公室只是用来给我们

放个包、喝杯水、批个作业，而舍弃了它的

育人价值，那岂不是太浪费、太可惜了？

□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在中国书画史上，有着诗书画印

一体的艺术传统。它从宋代米芾将

篆刻纳入创作开始，继而受到元代王

冕的进一步推动，发展至近代，以安

吉吴昌硕为集大成者，金华黄宾虹、

宁海潘天寿等均受其影响，众多拥有

“诗、书、画、印”四绝的大家形成名扬

全国的中国画“新浙派”。

作画必赋诗，赋诗必题款，题款

必钤印，一副完整的中国画作品必然

是诗书画印的高度统一体，这已经成

为华夏艺术的标准范式，深深烙入了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无论是新宅落

成后悬于中堂的卷轴，还是拍卖会上

天价成交的传奇，无不体现了这种牢

不可破的民族审美趣味。

然而，以当今眼光来看，这一创

作范式对艺术家提出了近乎严苛的

素养要求；再加上现代学校美术教

育的垂直领域过于细分，学艺者画

好但字如涂鸦、字好但文化不高者

比比皆是。

在中小学美育体系中，“一体范

式”处于割裂状态：题画诗如苏轼的

《惠崇春江晚景》和王冕的《墨梅》等

出现在语文教材中；语文学科虽有写

字教学（硬笔），但如果学校要开设开

书法课（软笔），只能另行聘请专业书

法教师；美术教师虽能按照教材教一

些国画基础，但受限于本人所学专业

（如油画、雕塑、景观设计等），对书

法、篆刻、诗词等涉猎较浅甚至一窍

不通。

要补齐学科核心素养短板，延续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当务之急是提升

美术教师的学科意识和水平。在学

科融合教学发扬优势的时代大背景

下，宁波市奉化区教育局教研室于4

月14日至16日组织了一场以“诗书

画印一体”为主题的美术教师项目化

培训暨教研活动。

能学到真本事
还能捡到真宝贝

“就如清代大师邓石如所说的

‘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法和篆刻

可以互相借鉴。”在宁波市奉化区西

坞中学的美术教室，宁波市第七中学

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吴相撑一会儿

在黑板上板书，一会儿在投影仪上捣

鼓，他想给下面坐着的区内同行传递

一个明确的概念：篆刻其实并不难，

教师只要学过美术就能领略书法，只

要懂一点书法就可以理解篆刻。因

为艺术是相通的。

为了让美术教师们更明白，吴相

撑引入了围棋原理：“我给大家举个

例子，下围棋的时候，在这里落一个

子，在那里再落一个子，这就叫呼应；

在这里有一口气，在那里再留一口

气，多几口气，棋才能活。美术作品

的空间布局和围棋也是相通的，如果

没有留白，篆刻就不是‘平正端庄’，

而是成了平板一块。”

生动的讲解加上诙谐的语言，牢

牢地吸引了满满一屋

子听众。奉化区小学

美术教研员杨州美告

诉记者，培训之前他们

曾做过调研。数据显

示，绝大部分美术教师

对于篆刻是零起点，其

中85%以上的教师对

这次培训表示期待。

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培

训中是罕见的。

只用一个下午的

时间，吴相撑就从虚

实对比、疏密对比，讲

到各家的艺术理论，

中间还糅合自己的学

艺经历和感悟。最

后，他竟然让这一群

篆刻“小白”，用自己

的姓名设计印稿、然

后挑选、打磨印石，上

印床、握刻刀，为拥有

第一枚自己亲手刻制

的名章而努力。

吴相撑则在人丛

中巡视指导，甚至亲

自上手示范，帮助学

员完成作品。

按照清代刘熙载

的“不工—求工—不

工”学艺路径，初学

者原始稚嫩的“不

工”，与技艺纯熟之后追

求的“不工”，自有异曲同

工之妙。“不要怕刻得不好，

只要是你刻的都对，东倒西歪

的才好。”吴相撑这样鼓励教师们。

西坞水乡意韵长
诗印两绝美名扬

除了吴相撑贡献的这堂篆刻

课，奉化区莼湖中学教师王幸分享

了将生成式AI技术与传统书画结

合的技术与体验，西坞中学教师、中

国楹联学会少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汪峰为大家上了一堂《我们的诗和

远方》，奉化区居敬小学教师、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吕科讲解了落款在

作品中具有的身份印记、点睛之笔、

视觉调节器、诗性表达窗口等多重

作用，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

学系主任彭德详述了宋代花鸟画对

后世的影响，讨论了吴昌硕、潘天

寿、刘海粟等人之间的师承关系，并

以吴昌硕《紫藤图》为例分析了如何

处理画面的空间结构……

培训前半段知识和理论的积累

都是为下一个目标做准备——创作

一幅诗书画印一体的完整作品。

西坞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柳

益品介绍，学校所在的西坞古镇有

2000 年以上的历史，镇内清溪蜿

蜒、亭榭错落、老街纵横，充满了江

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因此，学校将

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纳入学校特色教

育体系，不仅在学校的环境建设中

将浙东唐诗之路的景点和代表诗作

以山水画卷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还

将诗词教学和诗词文化活动融入德

育实践课程，如入学典礼和毕业典

礼穿汉服祭拜孔子，在清明、端午、

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学生创作诗词

楹联，还模仿央视的《中国诗词大

会》节目举办全校性的比赛，决出

“小诗神”“小诗圣”“小诗仙”，以激

发学生学习诗词的兴趣。

此外，位于学校南方不远的庙后

周村，有一处至今仍在烧制砖瓦的古

砖窑。多年前学校就近引入这一资

源，开发了一门特殊的课程——砖

雕。接下来，西坞中学教师吴丹妮的

授课，即是以赣美版六年级下册《肖

形印》为基础，结合本校的砖雕课程

呈现的一节《方寸之间》。

可见，西坞中学能作为本期培训

的承办方，与其在“诗书画印”中兼得

“诗”与“印”两项教育密不可分。

“大师”虽不能速成
“通才”却并不遥远

接下来是检验培训成果的时

刻。“学生”回归教师身份，听课的都

是真正的学生。

从汉印（汉代官员的印章）讲到

汉画像砖《弋射收获图》，吴丹妮教学

生怎样将打印照片中的人物简化，即

用对点、线、面的理解提取动态线稿，

再用黑、白、灰（排线）的技法处理成

新的形式，最后用拓印的方式将作品

复制到砖坯上。学生们在学习冲刀

法、切刀法的过程中，刻画出现代劳

动者的身影，完成了一幅幅《最美奋

斗者》砖雕作品。

随着培训高潮阶段的到来，最

“炸裂”的课出现了——《墨韵荷香》

由3位教师同台授课。先是由奉化

区萧王庙中学教师郁洁出示了一幅

明末清初画家朱耷的《墨荷图》，来讲

水墨画的留白与墨色，让没有接触过

水墨画的学生按照自己的审美取向

自由临摹和改造。

下面接手的是上海师范大学附

属宁波实验学校教师朱倩倩，她的

任务是指导学生选择适合的诗句、

字体和位置，来为刚刚完成的墨荷

图题款。

“画上题诗用来强化作品的意境

并起到完善构图的作用，落款和盖章

用来表明这幅画的所有权。”朱倩倩

这段诠释承前启后，引出了压阵的奉

化区锦屏中心小学教师毛岑岑。

名章、闲章、斋馆章、压角章……

在明确了印章的功能之后，学生们在

她的指导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印章，

完成“点铁成金”的最后一道工序。

“美术教师应该成为‘通才’，只有

给予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才能给予学生

更多的可能性。说不准，未来的你会跳

出原有的藩篱，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教育理想。”杨州美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
秀洲外国语学校 沈月锋

每一个学生来到学校一定

不会是“白纸”一张，都是带着已

有知识经验，这是所有教学的基

础。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充分认

识并尊重这一点，但如何把握学

生的学习起点并不容易。

教育科研有一种方法叫“前

测”，以此来做到精准施教、科学

施教。但事实上，一线教师并不

能够像专家那样为每一节课实施

调查和统计分析，因此，我认为一

线教师能够做的是“课前预估”。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首先，

要预估学生将要学习的内容与

他们的社会生活、与姊妹艺术、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推

进学生的整体音乐感知。

其次，要预估学生的认知兴

趣点，把握其内在倾向性，才能

激发其学习动力。不同学段的

学生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总的

来说可以从对内容的兴趣、对活

动的兴趣两个方面预估。如果

学生对内容本身是有兴趣的，那

么活动可以相对设计得简单一

点；如果对内容兴趣相对较弱，

那么就需要用活动（如游戏）来

助力。

对教材的掌握和把握是教

师的基本功。如学习人音版三年级上册第5课

《妈妈的歌》中《唱给妈妈的摇篮曲》一歌时，因为

之前在一年级下册第6课《美好的夜》中已经学唱

过江西童谣《小宝宝睡着了》，以及在三年级上册

第1课《童年》中学唱过上海童谣《摇啊摇》，并且

我们也聆听过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合唱版）》，可

以预见学生对摇篮曲风格有一定的欣赏经验，教

师可以将这些经验通过回忆和巩固，迁移到新作

品的学习中去。

再次，要预估学生的困难点，才能更好地为学

生提供学习支架。所谓“困难点”，就是学生不太

容易理解的内容、不太容易掌握的技能、不太容易

表达的心情。预估的准确性取决于我们对课程

内容的熟识程度，以及教学经验的丰富程度。

比如在人音版三年级下册第1课《爱祖国》中

有一首歌曲《只怕不抵抗》，由于第三乐段是第一

乐段的变化重复，以及第一乐段与第二乐段的结

尾节奏相似，学生演唱到第三乐段时经常弄混。

如果教师能够预估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以

调整学习顺序，先让学生学唱第三乐段，然后与

第一乐段的视读乐谱对比，学习听辨，从而加深

印象。

最后，还可以预估学生的差异点。差异不仅

仅是指智力，还有学生的学习风格。虽然我们

在班级授课制下受到学生人数的影响，但也要

尽量在教学中对学生作出预估：哪些学生不用

教、哪些学生需要关心、哪些学生是坐在旁边鼓

掌的人……

如在学习小乐器的时候，教师可以设计多层

级难度的表现性声部，由学生按自己的学习水平

选择内容来学习，也可以让乐器小能手当助教指

导相对较弱的学生，从而实现音乐课堂上的协同

进步。

上海市建平中学原校长冯恩洪在一次访谈

中曾说到，课堂上学生的心情有的是享受，有的

是接受，有的是难受，有的是忍受。为让更多的

学生享受课堂，教师就需要在课前做足功课，预

估学生的已知点、兴趣点、困难点和差异点。

因为教师只有读懂了学生，才能为他们提供

更多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从而高效达成既定的

学习目标；教师只有把握了学生，才能把握课堂，

才能让学生从模仿走向习得、从习得走向应用、

从应用走向创造、从创造走向生活。

体验性、互动性、探索性、艺术性……

教师培训也可以有这些不易有的特性 把
握
学
生
才
能
把
握
课
堂

小议教师办公室的育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