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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中学张祖平（楼主）
我们每天都能在学校看

到这样的情景：学生们身穿统

一的校服，伴随动感的音乐，

在班主任的监督下，迈着整齐

的步伐，绕着操场慢跑。这样

整齐划一的跑操，是风景还是

负担呢？请大家说说自己的

看法。

杨铁金
整齐是为德育，跑步是为

体育，当两者相结合，充分体

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

育使命。

dzh6024205
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风

景，甚至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尽管可能在无形中给班主任

和学生增加了一定的负担，但

我认为这种付出是值得的。

跑操是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

生集体主义精神、促进师生情

感交流的重要手段。

陈爱娟
于高中而言，在高考重

压下，跑操不仅是体能锻炼，

更是精神放松。在跑步过程

中，学生释放积压的情绪，清

空塞满的大脑。跑完之后，

浑身轻松。

当然，班主任监督跑操有

些辛苦。若转换视角，班主任

跟学生一起跑，何尝不是一个

锻炼与放松的机会？

至于是否需要方形队列、

整齐划一的视觉美感，我觉得

倒不一定。若过度追求形式，

反而不可取。

龙泉许东宝
跑步是最便于开展的体

育活动，无论有无背景音乐均

可进行。相较之下，球类等项

目需经费投入，对专业场地和

教练指导的要求更高。

从文化建构角度考量，学校若想通过

跑操传递精神内涵，则需强调整齐划一。

大规模集体跑动时，参差不齐的队形易引

发推挤。

吴笔建
整齐美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其教育价值更不容

忽视。

从另一角度而言，跑操形态也体现了

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水平。试想，

一所跑操无序的学校，会给人留下好的印

象吗？

赵占云
整齐划一的跑操虽未必称得上风景，

但绝非负担。

其形成源于多重原因，首先是生均运

动面积的严重不足。许多大规模学校虽

然可以容纳 1500~2000 名学生，但是跑道

长度仅两三百米，若要开展集体跑操，则

必须统一队形，保证节奏整齐。

其次，整齐划一能有效约束无序跑

动，在有限时间内达成安全目的，使教师

不再疲于处理碰撞擦伤事件，规避更大的

管理成本。

因此，整齐划一的跑操不仅不是负

担，反而是一种减负。

陈宝国
若放任学生自由跑动，往往会出现两

极分化：热爱跑步且体能较强的学生会主

动延长距离、提升强度；缺乏运动意愿的

学生则易出现懈怠拖拉，甚至滞留操场行

走观望，造成拥堵。

反之，以班级方阵整齐跑操，能形成

团体驱动力，促使全体学生参与运动。

规范化跑操既能在视觉上构成有序

的校园风景线，又能有效规避个体随意跑

动引发的碰撞风险，实现运动、安全与教

育效能的兼顾。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一位教师上《威尼斯的小艇》

第一课时公开课，整堂课下来，教

学环节紧凑、思路清晰。在课堂

结尾，教师安排了一次小练笔，请

学生照着课文第二自然段的样

子，仿写一段关于绍兴乌篷船的

文字。

可是，在学生认真练笔时，下

课铃声响起。教师说：“同学们，

由于时间关系，这个小练笔请大

家带到课后去完成。”

在评课议课环节，我问执教教

师：“你在备课的时候，考虑过刚才

课堂上的小练笔时间会不够吗？”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既然课

堂上要安排小练笔，在备课时，就

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没想

到，这位教师却说：“这个小练笔

就是救急措施，一旦教学完成还

没下课，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原来这是个可有可无的教学

环节，是一根控制教学时间的“救

命稻草”。

其实，我还真遇到过不少教

师这么做。尤其是一些年轻教

师，在公开课或评优课上，担心把

握不好课堂时间，都会在课堂结

尾设计一道所谓的“机动题”。

然而，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

有“机动题”这三个字。我一直坚

持“教学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

用，每项任务都落到实处”的课堂

原则。而“机动题”意味着没有预

案，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现场有教师说：“如果时间真

的不够，让学生把小练笔放到课

后完成不也可以吗？”

我认为，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

时间段做，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

教育家赞可夫说，只有在学

生情绪高涨，不断要求向上，想把

自己独有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气氛

下，才能产生出使儿童的作文丰

富多彩的那些思想感情和词语。

也就是说，课堂小练笔必须

把握时机。只有当学生思维活

跃、情绪兴奋时，才有话可说、有

情可抒，写作才能水到渠成、事半

功倍。

而小练笔一旦离开课堂情

景，放到课后写，甚至回家写，学

生就没有当时的感受了，兴趣淡

了，思路也断了。就算写了，那写

下来的文章，其质量毫无疑问也

会大打折扣。

读是理解吸收，写是理解表

达。课堂小练笔真正体现了“读

写结合”这一语文学习规律，它不

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

能提升其他各项能力。

因此，读和写要精密配合，读

到什么，马上就写，否则读写脱

节，练习就起不到及时巩固的作

用，也就不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吴兴高级中学 卫文思

“该不该将家庭的真实经济情况告知

孩子？”这是很多家长在纠结的问题。经

过长期的经验总结，家长们发现，拜金和

攀比的欲望永远没有上限，与其放任孩子

跟风同龄“富二代”的生活，责怪父母没有

给自己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如让孩

子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习上。

于是，家长们开始隐瞒家庭的真实经

济情况，在孩子面前“卖惨”。

诚然，有一些家长的教育用语尚属在

理，无可指摘：“富不过三代”“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家长们发现孩子变了，变得不再开口讨要

东西，零花钱也仿佛更耐用了，叽叽喳喳

吵闹不已的“神兽”终于肯安静地学习一

会儿了。

这么做果然没错！家长们欢呼雀跃，

并变本加厉：“乖，这次研学活动咱们不参

加，等下次有钱了一定带你去。”“这套书

的价格都快抵得上咱家一个星期的伙食

费了。”“万一把人家东西弄坏了，就算把

你卖了都赔不起。”……

殊不知，孩子在懂得金钱来之不易、

变得乖巧懂事的同时，他们的自信心也

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打击，逐渐变得胆小

懦弱、性格孤僻，自卑的萌芽在内心恣意

生长。

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家长在“悲情营销”之前，先要了解孩

子的性格，再决定以何种方式进行，并且

要将“悲情”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如果孩子大大咧咧、积极乐观，家长

不妨简单直接地说出生活的不易，以获得

孩子的同情，引导其反思浪费的行为，从

而改变其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如果孩子

少言寡语、多愁善感，暂时不能够承受人

生之重，家长则可以先从周边同龄人的事

例说起，再水到渠成地感慨“这年头赚钱

不容易呀”，这样不至于引起孩子的反感

与抵触。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家长的“悲情

营销”行为需适可而止，如果一味刹不住

车，也不顾语言是否过分，不仅不会博得

孩子的同情与关心，还会给孩子带来负面

的心理暗示，甚至出现自我否定、消极设

想、害怕失败、焦虑绝望等心理。

比如，有的家长常对孩子说：“人家是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而你奋斗一生都达不

到人家的起点。”听着无止境的抱怨，孩子

的负面想法就会根深蒂固，自卑感也会愈

来愈强。

还有的家长不善言辞，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再苦不能苦孩子”。比如，吃饭时一

个劲地往孩子的碗里夹菜，说：“我少吃一

块红烧肉，你就能多吃一块。”又比如，拿

着破衣烂衫假装幽默地调侃：“你看，缝缝

补补，这不又可以穿三年了？”……

这样的“悲情营销”以爱的名义对孩

子进行道德绑架，会增加孩子的负罪感，

逼迫孩子设置过高的自我期望值，陷入无

尽的自责中，甚至怀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的意义。

减少次数，避免重复
正如教师在日常班级管理中教育学

生：有学生将别人的饮料偷偷喝完又把瓶

子放回去，在走廊上随意抛球砸到其他学

生的头，课间推搡打闹时损坏卫生工具，

偷藏同桌的作业本……

每遇此类情况，教师一般会在第一时

间批评肇事学生，但假如这四项错误都是

同一学生所为，你会选择连续批评学生吗？

高频率的教育不仅对学生的引导无

益，反而会强化学生“我太无能”“无论我

做什么都是错”“老师很讨厌我”等负面心

理暗示，甚至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伤害。如

果反复批评一直持续，当积累到一定程度

时，学生就会彻底失去奋斗的动力。

同样，家长“悲情营销”也需掌握好频

率。如果以为说得多就能感化孩子，并不

断以“悲情营销”折磨孩子，后果是孩子的

家庭幸福感显著降低。

笔者建议，家长可以先将语言分类，

再合并同类项，避免啰唆重复，还孩子一

个清净的世界。

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道：“心

灵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把天堂

变地狱，把地狱变天堂。”家长在“悲情营

销”之时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让学生的

心灵之地一路繁花，不再贫瘠荒芜。

辅以良教，事半功倍
正如物理学的“音叉效应”，教育的关

键也不在于作用力的大小，而在于能否找

准频率，与孩子产生共鸣，达到四两拨千

斤的效果。

家长经过一番“悲情营销”之后，暂时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孩子懂得体谅父母，

明白赚钱的辛苦，知道持家须勤俭。但想

要长久维持这一效果，还需及时辅以必要

的教育。

家长应该告诉孩子：“物质方面的薄

弱并不影响我对你的爱，内心的富足才是

幸福的源泉。”

吃不起海参鲍鱼，可以亲手烹饪孩子

喜欢的菜肴；穿不起名牌服装，只要舒适、

方便、美观就行；买不起昂贵的电子产品，

不妨带孩子去博物馆、美术馆多走走，接

受文化和艺术的熏陶……

有条件的家长还可以在适当的时机

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工作场所，让他们熟悉

父母工作的内容，体会父母工作的艰辛，

或者双休日一起参加志愿者服务，这比口

头的教育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开始重建，家长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借用

孩子的愧疚之心和拼搏之劲，与孩子一起

观看励志电影，分享身边发愤图强的事

例，学习英雄不屈不挠的精神……

家庭是孩子快乐成长的地方，教育

孩子是所有家长的责任与挑战。“悲情营

销”是一个不错的教育方法，但需把握时

机与途径，并辅以相应的措施，才能事半

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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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信息港小学 章小华

事情源于我支教的那两年。那里的山水透着质朴，

学生们充满朝气，却也藏着许多亟待解开的心结。

女生小王对交作业十分抗拒，只要一催她交作业，

第二天她就不来上学了。经过家访我才知道，她的父母

都是残疾人，她本人还是被领养的孩子。

男生小刘个子高高的，却总觉得自己被人欺负，时

常一个人站在四楼厕所窗台，或者躲在监控死角的垃圾

房。有一天我甚至发现他的袖子里藏着一把长长的水

果刀，说是用来自卫……

班里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情况远比我想象的棘

手。他们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绝不是几句简单

的安慰和劝导就能解决。或许我该换一种方式，用爱敲

开他们紧闭的心门，用耐心去陪伴他们慢慢成长。

我在爱心形状的便利贴上写了一行字：“你的书写

认真而又端正，真让章老师喜欢。”我悄悄将它放在小刘

的书桌里。

上课了，我一走进教室，就注意到小刘坐得笔直，眼

睛亮闪闪的，平日里总是低垂的脑袋也抬起来了。

看到我，他露出羞涩的笑容，小声说：“谢谢章老师。”

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意识到这小小的举动或许

真能成为照亮学生内心的一束光。

我把这张卡片称作“夸夸卡”。写夸夸卡成了我每

天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会细心观察每个学生的优点：

课堂上积极发言的、课间乐于助人的、劳动时认真负

责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我都会用充满爱

意的文字记录在卡片上。

那个总赖学的小王，在我夸她画画很有天赋后，有

一天主动拿着自己新作的画来找我，眼神里满是期待和

自信。

支教结束回到本校，我还是坚持使用夸夸卡。

开学第一天，我就给每个学生的书桌上贴了一张：

“你在自我介绍时的勇敢大方，让老师印象深刻。”“老师

发现你坐姿特别端正，好习惯会让你更出色。”……

学生们拿到卡片时，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

被认可的喜悦。

原本羞涩内向的小俞在我的鼓励下第一次举手发

言，尽管声音有些小，但回答得非常准确。课后，我递给

她一张夸夸卡：“你今天课堂上的回答很精彩，期待你以

后更积极地展示自己。”

她紧紧攥着卡片，用力地点点头。从那以后，她在

课堂上越来越活跃。

调皮捣蛋的皓楠在一次值日中认真打扫教室的每

一个角落，我及时送上夸夸卡，肯定他的责任心。很明

显，他在此后的班级活动中变得更守规矩了，还会主动

帮教师整理讲台。

久而久之，夸夸卡成为班级文化的一部分。学生之

间的争吵变少了，互相帮助变多了，尤其是课堂学习的

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收获了学生们满满的信任和爱。

同时，我鼓励学生互

相写夸夸卡，分享彼此的

闪光点。教室的门框上

贴满了学生们收到的夸

夸卡，形成了一道独特而

又温暖的风景线。因为

夸夸卡，新班级迅速凝聚

成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家长的“悲情营销”能否收获实效

夸夸卡

整
齐
划
一
的
跑
操
，是
风
景
还
是
负
担
？

本话题可继续探讨——

课堂读写不能脱节

近日，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开展初中生进校园系列活动，来自遂昌县第三中学、民族中学、云峰
中心学校的700余名初三学生走进该校实训室，参加为期3天的职业教育适应性体验。学生们聆听专业
讲解，观摩技能展示，为未来的升学选择打开一扇新窗口。图为学生在电商直播实训室学习。

（本报通讯员 范鑫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