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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新安镇勾里
中心学校 沈 盛

按理说，获奖表彰
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
情，但从学生们的脸上，
我却常常看不到开心的
表情。

为什么会这样？我
特意找了一些获奖的学
生了解情况。其中一个
学生告诉我：“我参加过
很多比赛，家里的奖状
很多，多到我都没地方
贴，索性就不贴了，对拿
奖这件事也就没有多大
的兴致。”

如今，无论举办什么
活动，结束时表彰获奖学
生，用的都是网上下载的

证书模板，批量打印；颁奖仪式也会
有一个通用流程：获奖者走上领奖
台，排成一排，手捧奖状，拍照留念。

看着学校公众号推文图片中一
排排的获奖学生，我想起自己小时
候，每当获奖时，教师会发一张奖
状，同时用红色的绉纸卷成一朵朵
小红花送给我们。

我们拿着这朵小红花，一路又
蹦又跳回到家，将奖状贴在家里最
醒目的地方，再把这朵小红花插在
奖状上。每次经过时，都会美美地
看上几眼。

表彰学生的目的，应该是鼓励
他们继续努力，同时激励其他学
生。因此，奖励形式要从学生的视
角出发，而不是走个流程。

为什么我会对小红花念念不忘
呢？我想，人们看到花、收到花的那
一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愉悦，而一
朵教师亲手制作的小红花，蕴含着
满满的师爱，比起电脑打印的奖状
更容易走进学生的内心。

于是，在上学期结束时，我笨手
笨脚地做了很多小红花。表彰环
节，每个上台领奖的优秀学生在收
到一张奖状之外，还领到了一朵小
红花。这引来了其他学生羡慕的眼
神，让他们很是开心。

今后，我会考虑和学生一同制
作小红花，让学生一起参与到评价
奖励的过程中来。

其实，奖励的物品不一定是小
红花，也可以是其他东西。奖励应
该是多元的、个性化的，重要的是这
件奖品能够承载教育的思考，并且
让学生喜欢，使其从内心发出舒心
的微笑。

□朱小毛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陌生的高三学

生的求助电话，从电话里可以明显听到

环境很嘈杂，原来他在医院看医生，利用

候诊的空隙给我打电话。

我和他聊了14分钟，让他先安心看

病，看完病再找个安静的地方接着聊。

第二通电话，我俩安安静静地聊了99

分钟。他说：“从来没和一个大人聊这

么久。”

其实，刚开始聊了没多久，我就大致

知道他说的内容，并基本判定他的问题

所在，其他的时间无非是耐心听他诉说

罢了。

这个总把学习不好归因为自己不够

努力的学生，连打个电话求助都怕浪费

时间，是利用就医间隙打来的。

“每次周测之后都想把所有的错题

统统整理好，但时间不够。”

“每天强迫自己一定要学到零点才

睡觉。”

“花更多的时间学习，刷更多的题，

反而退步了，一退再退。”

“每次考试不满意，就认为是自己不

够努力。越是考不好就越努力。”

“离高考就只剩那么一点时间了，成

绩却不理想，不知该怎么努力。”

……

这个学生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他是

中了一种叫“不够努力”的毒。

曾经有个初三学生遇到同样的问题

找我聊，哭得稀里哗啦，认为自己成绩一

直上不去是因为不够努力，觉得自己“对

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老师”。

这个学生的数学特别弱，“老师牺牲

休息时间主动帮我补课，每周一节课，但

是补了一个学期，数学成绩还是不行”。

询问之下，我了解了很多细节，原来

教师给学生补课是应学校“一对一帮扶

临界生”的要求。一个学期之后，这个学

生的数学成绩仍不见起色，该教师就批

评学生不努力：“我辛辛苦苦帮你补课，

你却还是这个样子，对得起我吗？”

我对学生说：“你哪有不努力呀？你

认认真真地学，按照老师要求做了那么

多额外的练习，你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

做了你所能做到的一切。”

“要说对不起，你对不起自己。你已

经拼尽全力，却还在责怪自己不够努力，

让自己痛苦不堪。”

现实之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教师

指责学生、父母指责孩子“不够努力”，但

他们并不是“不够努力”，恰恰相反，是努

力过了头。

很多励志口号其实是“鸡血毒”，比

如“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但是还有

一些闻起来很香的心灵鸡汤，也有一定

的毒性，比如“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只

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机遇只给有准备

的人”……

这些鸡汤往往把责任和不满指向作

为个体的人，以至于教师因为学生成绩

没有提高，就单方面地指责学生“不够努

力”，用“你怎么对得起我”让学生感到歉

疚，其实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无理又无

礼的表现。

很多教师、父母责怪孩子：“你不够

努力，因此没有机会、不能成功，最终将

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在不知不觉中让

孩子身中“不够努力”之毒。

心灵鸡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

到积极作用，激励人们不自甘堕落、不自

暴自弃，但也会起到在面对问题时不解

决问题反而推卸责任的消极作用。

面对心灵鸡汤，大家各取所需即

可。本来用一用它无可厚非，但如果将

其变成一种灌输，就会让弱者接受不公

正的对待，自动承担别人的过失。这对

未成年人有很大的危害。

我也曾遇到一个很清醒的初中生，

也许13岁的他正经历叛逆期，对他妈妈

所说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抱有强烈的

排斥心理。

有一次考试他的成绩不错，妈妈知

道后教育他说：“你看，这段时间你很努

力，所以学习上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个学生对我说：“其实，那次考试

前的一段时间，自己并没有更努力，而是

更放松了。”

他还说：“很多努力是不一定能成功

的。认可‘努力就一定能成功’的人，只

不过是想要成功这个结果而已。当一个

人真正努力时，人们看不到他在努力；当

他偶尔一次成功了，人们就把‘努力’这

个标签贴在‘成功’上面；当他努力却没

成功时，人们往往认为他还不够努力。”

一个人的成功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一个学生某一阶段某一学科学

习的成果不够理想，可能与学习方法、学

科基础、作息规律、心理状态、家庭环境、

先天遗传等因素都有关系，至于与哪项

因素高度相关，情况因人而异。

也有很多学生轻松取得优秀的成

绩，本人也觉得学习应该是一件非常简

单的事情。

作为教师，当我看到一些学生“中毒

太深”，当他们使出了洪荒之力也无法成

功，还因为相信“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不

成功就是因为不努力”“没有成功就必须

更加努力”等言论而陷入深深的自责、自

卑、绝望，觉得“自己没有一点用”时，我

会感到万分痛心，因为这与教育的初衷

背道而驰。

俞和军
我赞成学校在学生人数较

多的情况下，为避免队伍混乱和

个别学生偷懒，采用整齐划一的

跑步方式。一边喊口号一边步

调一致地跑步，不仅能够展现学

生良好的精神风貌，也有助于培

养集体主义精神。

跑操要做到整齐划一并不

容易，需要经过认真训练和严

格管理。这一旦实现，不仅方

便班主任组织和管理，也便于

班级之间开展良性竞争。同

时，有纪律、有组织的跑步方式

能让学生在运动中更加精神抖

擞，充满活力。

陈宝国
组织跑操确实不容易，首

先，学校需要进行统一规划，

明确相关安排，例如领跑员的

落实和阵型的组织，同时需要

班主任和体育教师共同协商、

通力合作。

在明确各项规则后，还要

挤出时间安排学生训练，并不

断巩固训练成果，使规范跑步

成为学生的自觉习惯。

静若夏柳
在跑操过程中，由于有音

乐节奏的调控，学生的跑步速

度能够保持基本一致，不容易

出现混乱现象，即使参与人数

众多也能维持良好秩序。节奏

适中的跑操，适合大多数学生

的体能水平，因此掉队的情况

较少。

当然，建议学校根据不同的

季节灵活调整大课间活动内

容。除了跑操，还可以开展花样

跳绳、往返跑等多种形式的体育

活动，丰富学生的运动体验，避

免单一活动形式带来的乏味感。

整齐划一的跑操可以是冬季大课间活动的主

要形式。借助“1—2—3—4”这样的响亮口令，能够

激发学生的冲劲，让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中通过持续

运动使身体发热，抵御寒冷，有效调节情绪，以更加

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一天的学习中。

龙泉许东宝
跑操作为体育活动的一种形式，正体现了“文

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教育内涵。跑操要做到

步调一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离不开体育

教师的多次训练和科学指导，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例如，排头的学生要带头保持整齐，后面的学生才

能跟着步伐一致。刚开始的时候，还需要班主任陪

同训练。

如今，许多学校已经不只是简单地组织跑步，

而是将跑操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来建设。在实

现整齐划一的基础上，还可以编排出各种图案造

型，让跑操成为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浩 军
或许个别学生不太喜欢这种过于规矩的活动，

觉得时时接受监督，限制了个体的自由；但在大课

间持续开展跑操活动，可以促进学生的血液循环，

增强其体质，缓解其学业压力，也可以体现校园活

力，更可以培养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因此，整齐有序的跑操是不是校园中的风景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某种规则下的集体活

动，它可以让学生懂得彼此陪伴和相互照顾，共同

朝着目标不断迈进。

俞铁钢
跑操作为一种课间体育锻炼方式，简单易行，强

度不大，体育教师和班主任可以接受。

深 思
学生的身体素质、健康状况和运动能力是有

差异的，在组织跑操前要特别关注有慢性疾病或

临时伤病的学生，防止他们因被迫参与而产生身

体不适。

单一的跑步形式可能无法训练柔韧性和力量

等身体其他方面的能力，而且如果跑速过慢可能

难以达到有效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因此，需要

科学设计跑操的分组、强度和时间，并结合间歇

跑、趣味跑或其他跑步形式来增加学生对体育活

动的兴趣。

□嵊州市城北小学 竺灵琳

我抱着教案穿过晨光中的校园，

紫藤花将长廊染成紫色星河，香樟树

影在教学楼的墙壁上摇晃，这些美景

让我恍惚回到了几年前的支教岁月。

当时，我背着装满教具的行囊，

每天辗转一个半小时的盘山公路，来

到嵊州市谷来镇中心小学，开启为期

3年的农村英语教学之旅。

虽然嵊州（县级市）位列全国百

强县，但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仍然让

我震惊：全校仅1名专职英语教师，磁

头磨损的录音机带着刺耳杂音播放

着英语课文，五年级学生中26个字母

默写全对的不足三分之一。

都2019年了，很多学生和家长

都觉得：“英语没那么重要。”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英语

课的场景。

“Hello,boys and girls.”当我

用英语和学生们打招呼时，回应我的

是15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我又重复了一遍，回应稀稀落

落，像沙漠中的雨。

我还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会把

字母“d”和“b”写反。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在单

词“dog”旁画了一只小狗，却把字母

写得歪歪扭扭，像小狗蹒跚的脚印。

第二天，我在教室后墙上贴了一

张巨大的字母表，每个字母旁边都画

着对应的动物图案：胖乎乎的A顶着

蚂蚁的触角，弯弯的S盘着蛇身，而那

个总被写反的d正被一只耷拉着耳朵

的小狗亲昵地蹭着……

我和学生们玩“字母猎人”游戏：

在校园里寻找形状像字母的东西。

弯曲的树枝是“S”，香樟树的树瘤像

个大大的“B”，平时最害羞的王磊张

开双臂，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我是

H。”几个女生捡起掉落的树枝，在操

场边拼出充满生命力的“LOVE”。那

天，校园里回荡着欢笑声，学生们玩

得不亦乐乎。

我把英语单词编进童谣，学生们

拍着小手，跟着节奏欢快地唱着，让

那些原本枯燥的单词在旋律中变得

朗朗上口；香樟树下，学生们席地而

坐，我捧着绘本为他们讲述着一个个

有趣的英文故事；课堂上，我们用废纸

箱搭建“英语手偶剧场”，学生们戴上

头饰扮演各种角色，从一开始的羞涩

逐渐变得大胆；当我们出去郊游时，有的

学生会指着路边的野花，用稚嫩的英语

说：“This is a beautiful flower.”，

有的学生兴奋地描述着田野里飞舞

的蝴蝶：“Look,a butterfly! It's so

colorful.”。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们学习英语

的兴趣，打破城乡这道“英语围墙”，

我们还举办了首届英语节。

筹备阶段，整个校园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英语“蜂巢”。清晨，校园里能

听到学生们的歌声“Apple Round,

apple red…”；午后，总能看到香樟

树下三五个学生围成一圈排练童话

剧；就连放学路上都能听到学生们用

英语练习对话……

英语节那天，学生们表演英语短

剧、唱英文歌、为电影配音……整个

校园充满浓浓的英语氛围。

最令我感动的是五年级学生陈家

乐。这个曾经口吃不敢举手的小朋友，

总是会把“I am”说成“俺们”，在给《狮

子王》配音时勇敢地戴上了辛巴的头

饰，坚定地说：“I am the king.”。话

音虽稚嫩却充满力量，赢得全场掌声。

颁奖典礼那天，他激动地说：“竺

老师告诉我们英语是翅膀，现在我终

于知道飞翔是什么感觉了。被掌声

包围的感觉比糖炒栗子还甜……”

有了英语节这个契机，我又为学

生们开设了“英文广播角”。每周五

中午，这些山里娃化身为英语主播，

将一串串英文音符散落到校园的每

个角落。

广播角还成了学生们备战全市

英语口语比赛的天然集训营。那一

年，学生们竟在比赛中斩获了一等

奖，这也是谷来镇中心小学在小学英

语市级比赛中获得的首个一等奖。

为让学生们继续保持学习英语的

热情，我在支教的最后阶段挑灯夜战：

找资料、写教案、做课件、录视频……

录制了50多节英语微课，留给了学生

们一份有温度的告别礼物，希望这种

热情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

如今，我已经回到城区学校工

作，也成立了英语名师工作室，但我

依然带着工作室成员前往偏远乡村

学校送教。随着时间的沉淀，我已懂

得教育不是孤寂的烛火，而是满天星

光彼此照亮，一片星空会在不经意间

照亮另一片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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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趣
；
大
班
幼
儿
将
经
典
绘
本
搬
到
户
外
，以
沉
浸

式
表
演
提
升
共
情
能
力
。
图
为
幼
儿
在
体
验
绘
本
中
的
情
节
。

（
本
报
通
讯
员

方
笑
娟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