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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如何利用好班级里订阅的报纸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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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志刚（楼主）
自从进了机关后，我

发现各级政府发给教育

系统的文件实在是多。

说实在的，很多部门动辄

搞个文件发发，到学校来

检查检查，而作为教育主

管 部 门 又 不 能 不 转 发

文件。面对如山的不属

于教书分内之事的文件，

校长您怎么处理？教师

们有什么想法？

翁 奇
那些与校本实际匹

配的、对学校学生有益的

事情，不妨做做。

裘志刚
但是很多校长怕上

级领导批评，不应该做的

也做，而且做得很认真。

吴笔建
上面领导一句话，下

面就得忙个半死，一线教

师教书也不安心。这个

检查，那个检查，累得焦

头烂额。一大堆的所谓

“台账”，简直是浪费纸

张，劳民伤财。检查能否

少一些？

董 海
一个文件接着一个

文件，教师们疲于应付，

根本静不下心来教学。

难怪有教师说：“教书成

了我们的副业了。”

学校不专注于教育，

就不成其为学校；教师不

安心上课，就不成其为教

师。如今，教师应付一些与教学无关的事

情的时间太多，与备课、改作业差不多了。

伊 人
汇聚到学校的事，哪一件不是与教

育有关的？作为学校教育科研的管理

者，每天都在处理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

教师赛课、论文、课题、培训，学生各项比

赛等，还要准备学校评比资料，做也做不

完。教师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备

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简直是对学生

极不负责任啊！

俞和军
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给学校减压，不

是所有活动都可以进校园的。还学校一片

宁静，让教师安安静静教书，学生安安安静

读书。

小九妹
建议班主任专职化，专门对付教学以

外的杂事，另一批教师则安心上课。

阿 辉
校长心里要有一杆秤，与教育有关的

文件就执行，与教育无关的文件不必理

会。教师够忙了，作为学校的当家人，应多

体谅教师，不要因外加因素影响正常的教

育教学秩序。

杨铁金
要破解这个难题，关键不在教育部门，

还是要从其他部门转变工作制度与作风入

手。一是不拿发文件或转发作为推进工作

的主要依据，二是应将实绩与民意作为评

价工作的根本标准。

傅伟平
随着社会发展，学校教育的内涵和外

延也在发生着变化，与其怀念过去不如适

应当下——我们是否也需要转型升级？

对
于
教
书
以
外
的
事
，该
怎
么
办
？

□茅卫东

前几天，山东邹平县一初二学生拉

扯踢打教师的视频被广为转发，引起热

议。视频中的教师关峰是另一个班的班

主任，事情是由此生与关老师班里的一

名学生打架引发的。

当地教育部门和媒体反应及时，很快

对事件做出了回应。报道中提到“教师并

未还手，表现出极度克制”。学校通知家

长到校处理。“给予学生朱某某严厉批评，

责令写出深刻检讨，停课反省，并全校通

报，列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学生家长向相关教师当面道歉，并

提交道歉信，家长道歉已经获得学校和

教师的谅解。学生回校上课。广大网友

也呼吁“包容青春期学生的不理智行为，

允许学生改正错误，给青春期的学生多

一份关爱”。

请注意，在滨州大众网的这则信息

中，只是说家长道歉并得到学校和教师

的谅解，至于当事学生是不是道歉了没

有提。按照常理，我们可以理解为：学生

没有道歉。

下面，说说我对此事的几点看法：

一、我非常欣赏班主任当时的“窝
囊”样

师生冲突导致的恶性事件，这几年

屡屡见诸报端网络，引起舆论哗然。众

多教师呼吁“惩戒权”，但似乎很少去思

考：这一起起恶性案例，真的都是不可避

免、必然发生的吗？

学生打骂教师肯定有错，要承担责

任，有时候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但冲突

中的教师因为是受害者，就没有责任吗？

我看到的是，除个别案例之外，许多

师生冲突引发恶性事件，往往是教师有

违师德规范在先，在引起学生激烈对抗

后，又强行压制学生。也就是说，是教师

制造矛盾在先，激化矛盾在后。而事件

曝光后，教师一下子成了受害者，舆论几

乎是一边倒地要求惩戒学生。

如果身为成年人的教师在那一刻都

沉不住气，青春期的学生又怎么可能因为

想到事后会受惩戒而压住心头怒火呢？

当时，教师在学生情绪激烈的情况

下，任其拉扯踢打，除了一开始时从椅子

上站了起来，之后没有任何反击之举，没

有激化学生情绪。

很多人觉得这班主任太窝囊了，这

样当教师太没有尊严了，居然任由学生

放肆。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以为这

是最明智的做法。

从视频中，大家都能看到，在那种情

况下，教师与之讲理有用吗？那些觉得

关老师窝囊的人，难道你们非得让他跳

起来与学生干，然后酿成一起流血事件，

供你们悲鸣哀号？

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大。

根据新闻中的信息，学校处理和家

长反应都还是比较及时、妥当的。

因为没有更多信息来源，我不清楚

这个学生后来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关

老师事后有没有接受心理疏导，也不知

道学校会不会制定教师受到学生妨害时

的应急预案，以防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二、教育者应该有必要的置身事外
的能力

一有师生冲突或校园欺凌事件，许

多人就情绪激昂。

我转发过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

年《校园欺凌问题的原因、误区、预防、化

解》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

满，一些留言和评论是这样的：

“（这种话）谁都会讲，关键是没发生

在你身上。”

“一大堆废话，欺凌一下你子女或孙

子辈试试看？”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

严惩，单靠说教管用吗？”

……

无非一是说作者站着说话不腰疼，

二是呼吁教育不能没有惩戒。

我想说，第一，做教育（实践）和说教

育（讨论），本来就是紧密相关但确实不同

的两件事。纸上谈兵者当然有，转着圈拉

磨的同样不少。认为只有“在一线”才有

资格言说教育，我只能表示“呵呵”了。

第二，我们不是在监控室里，更不是

在操场、教室、办公室，一边眼看着一起

严重校园欺凌事件或者学生伤害教师事

件的发生，一边冷静地探讨问题的来龙

去脉、商议着今后我们如何教育学生。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最多是通过网络上的视频，很

多时候还只是根据读到的一些可能并不

完整的文字信息，来讨论这些事情。这

些事情确实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也没有

发生在我家人身上，可是，这些事情同样

也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啊。

有人看了视频说：“当教师风险好

大，看着都难受。”

我看着也难受，但这就能得出“当教

师风险好大”又该是有多不理智啊。如

果去查一查，这些年教师打学生的事情，

是不是更容易得出“做学生简直是不要

命”的结论呢？

说句确实不妥当的话：教师们，入戏

不要太深了。

我们真的就只是旁观者，所有的“感

同身受”，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的，而是

同理心在起作用。同理心很重要，但缺

少理智的同理心，也容易坏事。

设想，许多人处在关老师那个境况，

要不“窝囊”，他们会怎么做？

无非两种情况：

一是如他们自己所说，要为自己、为

同行争口气，要勇敢地教育这个男生，然

后呢？打赢了，媒体说“教师不满学生提

意见，在办公室狂殴初二男生”，教师会

得什么好？打输了，媒体说“教师不满学

生提意见，在办公室殴打学生，反被学生

打得头破血流”，教师会得什么好？

学生正在气头上，甚至已经快失去

理智，教师还非要正面管教、直接管教不

可。说好听的，这些教师有强烈的责任

心（或师道尊严意识），说不好听的，这些

教师专业素养严重不足。

第二种情况，这些教师根本就不会有

所作为，他们会像关老师一样，什么也不

做。事后，他们如何平复自己的内心，我

就不揣摩了。如果自己也不会做什么，看

到关老师“什么也不做”，何必激动呢？

三、切勿把危机干预当成了教育
常态

一有状况就情绪激昂，一情绪激昂

就嚷嚷着要“惩戒权”。我想提醒这些教

师：教育，不同于危机干预，更不是看到

学生情绪上来了，还要迎上去给他当头

一棒。

有多少教师和家长清楚，小学生偷

拿别人财物基本与道德品质无关，初中

生叛逆是成长的突出特征，高中生恋爱

那更是身心正常发展的自然结果。主张

对学生严惩，我一直以为，这是不想解决

问题，却总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如果对学生有足够的了解和理解，

对教育有深切的认识和把握，而不是

只会听领导的话、向学生要分数，我以

为，教师们是不会对“惩戒权”有如此渴

望的。

前些年我在职校，与学生第一次见

面时，我直接表明了我的态度：

你们读职校或许各有原因，但肯定

没有人是为了要跟老师我过不去才在这

里的。看你们的身材，大多数要比我结

实，揍我肯定没有问题。我原来是可以

回省重点中学的，后来选择了到这里，我

有我的考虑，但肯定不是想挨你们的揍

才来的。

我是什么样的老师，你们很快就会

知道了。我希望我们以后有话好好说，

有事好商量。如果哪一天，真有哪位同

学非要逼我，我肯定打不过他，他打了

我或许学校还不会处分，但我一定不会

善罢甘休，当我的尊严被冒犯，我会以

命相搏。我当然不希望有那么一天，至

少我肯定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因为在我

的概念里，有什么事情说不开，非要动

手呢？

我就这样在第一节课把话搁那里

了。4年里，我带过一个比较特殊的就业

班，教过二十几个班的学生，每学期还至

少有3次值周，晚上查男生寝室。

职校4年，我从来没挨过打——其

实400多位同事中被学生打的也就个位

数；也没被学生当面骂过——背后骂没

骂，我就不清楚了。

我当然知道，确实有可能会发生一

些突发事件，会有教师莫名其妙“躺枪”，

我把这些当作危机事件。

危机事件的处理不同于常规。必要

时，保安、警察都应该介入，该抓就要抓。

但我必须强调，身为教师，不能把危

机事件当成教育的常态。一位优秀教师

应该也是处置危机的高手，但他更应该

在紧急处置危机之后，理性、全面地思考

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今后的预防措施，

这不是靠冲动、激情能够完成的，必须冷

静、细致。

有教师说，事件中这个学生碰上

“软”教师，有些不知所措。这次教师做

得较合适，没有激化矛盾，但是对该生的

恶劣行为的忍，无疑会助长歪风邪气。

这一看法，就是没有把危机处置与

常态教育区分开来。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要求教师既不

能激化矛盾，又不能允许学生冲动，简直

就是要求一个人先伸左腿，同时又必须

迈出右脚。

不用这么着急，忍一时，给自己一个

机会，也是给学生一个机会。

教育，来日方长，不在冲动那一刻。

教师为什么就不能“窝囊”一点？

摸奖
□德清县高桥中心小学 郭洪明

前段时间，我经常发现班里许多学生
都喜欢去校门口的小店。经了解，我知道
他们是在那里摸奖。一元一张所谓的奖
票，奖品大多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我对学生进行了教育，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小学生的好奇心强，很多东西宜疏不
宜堵。于是，我对班里的学生们说：“这
些东西一点用场都没有，如果你们真这
么喜欢摸奖，下次我给大家组织一次摸奖
活动……”学生们听了，顿时欢呼起来。我
便与他们约定，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再去
小店摸奖。

“老师，你这摸奖要钱吗？”
“老师，你会有什么奖品呢？”
……
大家似乎充满了期待。
转眼到了“六一”节，趁着班里开展自

主庆祝活动，我便兑现承诺。我把家里女
儿的玩具、学习用品，以及自己收集的小物
品等整整收集了两大包带到了学校，并制
作了40张奖票。在保证人人有奖品的前提
下，又加入了“再来一次”“表演一个节目”

“免一次作业”等内容。
学生轮流上台摸奖，拿到奖品的那一

刻，幸福之情写满了脸上；当摸到“再来一
次”时，大大的惊喜溢于言表；当“表演一
个节目”时，下边的学生情不自禁地鼓起
了掌；当有学生摸到“百变魔巾”时，我当
场给大家演示了

“海盗帽”“西瓜
帽”等多种造型，
学生们的欢笑声
充满了教室……

矮墙上挂满了玉米、大
蒜头；辣椒拼出的“粒粒皆辛
苦”分外醒目；戴着红领巾的
稻草人守护着这丰收的家
园。近日，义乌市绣湖小学
教育集团春华校区餐厅门口
的一组乡土小景吸引了学生
们的目光。这是义乌市校园
文化建设的一角。义乌市各
学校力争使校园的角角落落
都能出现美言、美景，让学生
在美的熏陶中愉快成长。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温州中学有个活动承办制，校

园内大大小小的活动，如新生辩论

赛、演讲比赛、科技节、艺术节等，全

部由学生团队自主策划、自主宣传、

自主组织和自主评价。学校里的社

团也完全属于学生自己。在社团联

合会制度下，该校有17门社团选修

课是由学生编写、开设或主讲的。校

长朱景高觉得学生们“闹得还不够

嗨”。今年开始，该校举办了首届学

生领导力论坛。4月，经常组织学生

出国体验式学习的温州中学迎来了

结对学校——法国伞特市白纳立斯

高中的交流团。该校学生就和温州

其他3所国外结对学校同时到访的

高中一起，举办了一次中法德美四国

中学生文化交流论坛。“放手让学生

自我发展，是温州中学素质教育的特

点。”朱景高说。

镇海中学多年坚持开展的教师

发展论坛，近年来的主题常常是“指

导学生个性化成长和能力提升”。

在该校，各种学生自主发展的社团

活动，给学生们带来更多的发展可

能。这些天，多家省内、甚至国家级

媒体都在关注该校学生的“规范远

光灯”领导力调查项目。实际上，从

2010年以来，镇海中学在每年一届

的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中，取

得多项一等奖甚至特等奖的好成

绩。今年3月，学生胡展豪和社团成

员胡辰宇、戴芷晴等一起，参加了在

北京举办的“2017年学生模拟政协

活动获奖提案上全国两会”新闻说

明会，并把他们的《关于完善现有校

园欺凌预防和处理体系的提案》正

式移交给全国政协委员。“两耳爱闻

窗外事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更清晰的方向。”教务处副处长曾昊

溟这样认为。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的不

断推进，给中学起到很好的导向作

用，也给即将全面推动的深化普通高

中课程改革打下很好的基础。”省教

育厅教研室主任任学宝介绍，高中各

个学科的课程标准、高中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内容等已基本审定，“估计下

半年会全面铺开”。

变革不仅仅在高中，2016年，宁

波市开始在中考中部分实行“三位一

体”综合评价模式的招生。“效实中

学、宁波中学等4所高中，每所试点

学校拿10%的招生名额进行自主招

生，多元录取。”宁波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处章斌立表示，这是在为深化义务

段课程改革寻找出口，也鼓励初中甚

至小学坚持深化课改之路，积极探索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更好路径。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真正

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周旭荣说。

“10万+”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给中学教育带来了什么？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