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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教室怎样布置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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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静娴
通讯员 周志君 /文 张 皓/摄

“最近的这些日子里，我只能说我被关

在一个满是野兽的大笼子里。

里面有很多狂暴、危险的野兽，那里没

有遮挡，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出去。

……

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偌大的房间里，尖

叫、大笑、回答问题……我多想加入他们，

但感觉有人堵住我的嘴，这个人叫林伟。

……”

一名学生朗诵着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研究员周志君在前不久收到的一

位教师寄给她的信，这封信的主人是一名

学生。

台上，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演绎信

上的故事；台下，杭州天地实验小学的师生

代表、杭州市上城区“1+6+X”社会助力团

体代表以及省内外中小幼骨干教师代表近

200人，抻着脖子，专注地看着，时不时被

台上的表演逗得发出笑声。

9月11日，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主办

的070（零欺凌）行动之校园故事教育戏剧

公开课观摩活动暨区教育局、区检察院

“防治校园欺凌”合作签约仪式，在天地实

验小学礼堂里举行。师生们展示了一堂

“070校园故事教育戏剧公开课——《成长

之旅》”。

让学生从“围观”走进事件
这场公开课的指导教师是浙江大学公

众史学研究中心青少年核心素养研究室副

主任张彬，他用旁白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

此次戏剧的表演形式以及人物性格特点的

塑造，情节的推进与矛盾冲突，让在场的师

生对“创造性戏剧”有了大概的了解。

来自3个年级的11名学生在示范教

师王天阳的指导下分为4组，即兴表演，将

自己理解的人物特点用肢体语言演绎出

来，为观众展示了来源于身边的校园欺凌

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学生塑造的人物

性格鲜明，之间的关系相互交错。除了笑

声和掌声，不少师生还时不时地小声交流。

“我在资料里看到他是真正地想要交

一个朋友，可能方式不对。但他其实是一

个好人，只是在‘演’一个坏人。”

“他爸爸妈妈一直教他如何讨好老师，

我觉得这种不是以自己的实力来获取想要

的东西的做法是不对的，我要和他谈谈。”

……

“我知道了他家庭有问题，总是感到自

卑、不自信。我想告诉他，不要被这些不好

的事物影响，要勇敢地做自己！”

在课堂的末尾，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对

人物的认识，全场掌声雷动。

王天阳表示，学生们的表现超乎自己

的预期。“虽然整个过程中某些方面没有

达到预想的那么完美，但他们都学会了思

考，也学会了替他人考虑。”他坦言作为一

名戏剧专业课教师，此前虽然接触了不少

校园题材，但以校园欺凌为主题来开展课

程还是第一次。“戏剧教育是以一种更为直

观的手段，让学生在课堂上实施、参与到事

件中来，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来体验不同的

人生。”王天阳说，有小朋友这次“当”了一

回坏孩子，心理上、行为上会更有想法，学

生们通过这样的角色扮演，以后再遇到类

似事情的时候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对学

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助益。”

校园欺凌不是“校园”的问题
“对学生来说，同伴的行为对他的‘教

育’影响是非常大的。”浙江省德育特级教

师韩似萍指出，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记

住的不是成年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

他们同伴的行为。“在整堂课中都是学生和

他的同伴在说话、表达，让学生认识到应该

怎么做。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在整堂课

里慢慢地思考、成长。”她表示，这节公开课

给教师们最大的启发应该是千万不要漠视

学生成长过程中同伴的力量，不要将教育

这项工作都归责于成年人。教师的说教和

规划对学生而言是一个认知性的记忆，而

不是行为需要。“学生对问题的认识并不是

老师公布的正确答案，而是在同伴的信息

反馈当中逐步认识到的。”韩似萍建议，教

师要经常利用学生同伴的资源就问题或现

象展开讨论。

张彬介绍，即兴表演的教育戏剧方式，

让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启发大家

反思剧中不同角色的行为，意识到这种行

为带给别人的伤害，分析背后原因，探寻正

确的解决办法，形成自己对待欺凌的态

度。“在之前的一堂课上，有着相似行为的

学生在戏剧结束后找到我，说自己终于明

白了为什么班上的同学不喜欢自己。我觉

得，这堂课就是很成功了。”

“我们要清楚一个认知，校园欺凌其实

并不是校园的问题。”韩似萍认为，“校园欺

凌”其实是儿童的一个行为模式，它不仅仅

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在别的地方孩子和成年人在一起，所以他

的行为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但到了校园

里，同学的行为就会影响他对事物的思考

方式和处理行为。”她指出，当发现校园欺

凌的行为时，教师应当先搞清楚是不是这

个学生的教育出了问题。她与师生们分享

了她经历的两个小故事，表明学生的早期

行为模式的建构是其行为的主要导因。因

此，教师与家长也应当关注到学生的早期

家庭教育问题，因势利导。

这堂公开课是上城“070行动”的一个

创新实践展示。“它延续前期‘五个一’的成

功方法，以简明、实效、有特点、可操作为原

则开展新的‘校园070主题教育戏剧深化

行动’。”周志君介绍，该行动方案分为“三

个一”递进：一次070教育戏剧观摩，让全

区中小学相关负责教师观摩到如何运用

“教育剧场”来深化零欺凌教育目标；一场

070体验式戏剧实践，全区中小学能够通

过一个创作周期，鼓励学校创建出“校园零

欺凌特色戏剧校本”参与全区的零欺凌体

验式教育戏剧大赛；一个070创造性教育

戏剧联盟，将学校的070教育成果应用到

社会和家庭教育。

砂石比亚（楼主）
昨天学校布置大扫除任

务，我给学生领来扫帚、抹

布，让他们自己动手。我则

用拖把拖地，拖到一名女生

跟前，她不但不起身搬动一

下椅子，反而说：“老师，你

太跨空（永康方言，意思是

没事情做）。”我顿时无语。

请问，该怎么培养学生的劳

动习惯？

陈升阳
人生路上，总会遇到不

理解你的人，甚至反对你的

人，不必太在意。太在意别

人对你的评价，等于撕扯自

己的美好。

吴笔建
教师起到的模范作用应

该可以引导学生，教师不妨

趁机教育：“教室这么脏，在

这样的环境里学习舒服吗？

我们应该养成保持教室清洁

卫生的习惯，是不是该一起

行动了？”

一统江湖
培养劳动习惯，首先要认识劳动的价

值。现在是唯成绩论，学生和教师都没机

会认识劳动的价值。

翘 楚
学校渐渐地弱化了劳动教育，比如学

生不打扫厕所，不提倡社会公益劳动，不

去学农基地生产劳动，说是为学生安全考

虑。带着学生满大街扫地、擦栏杆什么

的，社会不认可，以为学校只是为了拍照，

好出风头。

学生在家基本不用干活，过着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你要说家长

宠孩子，家长理直气壮：“我只求他好好学

习，考个好学校。”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劳

动，家长会有意见：“孩子是来读书的，干

活还需要到学校里来吗？”

家长鄙视劳动，不认为劳动是光荣

的，家务都包给保姆和钟点工，孩子哪有

机会劳动呢？农村学生也是这样了。

龙泉大喇叭
劳动习惯培养的话题太好了。整个

社会都应该崇尚劳动，因为劳动创造了一

切。一个学生即使考上数一数二的高等

学府，也总要走向社会，不可能一辈子待

在象牙塔里。劳动是一个人最基本、最核

心的素养。因此，一个家庭、一所学校要

把劳动教育的位置摆正，孩子的事情就是

要他自己干，比如整理书包、扫地、铺床

等，家长和教师要引导好，千万别伸手帮

孩子干，这样才能培养劳动习惯。

俞和军
劳动习惯培养关键在家庭，如果在家

里什么都不让孩子做，即使在学校承担大

扫除之类的活，回到家还是老样子。

龙泉大喇叭
在安全的前提下，高年级学生（尤其

是农村的）还是应该去田间地头参与实际

劳动，进一步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含义。平时在用餐时，才会有“光

盘”意识，不浪费粮食。有时间，学校也可

以去组织学生体验环卫工人和建筑工人

的辛劳，每时、每刻、每处进行劳动光荣的

教育。

原动力_wr8rY
有道是“习惯成自然”，培养学生劳动

习惯贵在坚持。我们的做法是：其一，从

一年级开始，每个学生自带一件劳动工具

上学，比如拖把、扫帚、抹布等，让学生学

会正确使用和保管劳动工具；其二，每人

安排一个劳动岗位，比如擦黑板、拖地等，

每学期轮流一次，每天课务结束后安排10

分钟劳动时间；其三，要求家长积极配合

学校，让学生在家完成力所能及的家务，

比如整理自己的房间、洗碗等。

当“校园欺凌”遇上“创造性戏剧”
——杭州市上城区开展“校园070（零欺凌）主题教育戏剧深化行动”

如
何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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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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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惯

□湖州市南浔开发区实验学校
宋国萍

世界上有很多节日，都寄寓着
美好的情感。204班的早餐节，自
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做了 8 年早餐的主
妇，常常会在忙碌了一个夜晚之
后，第二天清晨依然为父子两人做
一顿丰盛的早餐。

在入学新生的第一次家长会
上，我一般会与家长们分享经验，
告诉他们：“忙”不是不管孩子的理
由；在家吃的早饭要比从流动摊贩
买的更有营养。

教育的美好，从早餐开始。早
餐，是孩子与父母一起享受爱的重
要时刻。家长要尽自己的能力给
孩子用心准备早餐，不仅为他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更对他行为习惯
的养成、生活态度的建立、价值观
的引领等方面产生影响。

于是，我决定在9月3日晚上
启动早餐节，在班级QQ群布置了如
下任务：

从本周到下周，两周内将开展

本班“早餐节”活动。请您选择两周

中某一天的早餐，拍摄照片，以“学

生姓名+早餐名”的方式上传到群相

册“早餐节”。谢谢。

信息发送后，我内心其实惴
惴。我们班的家长近半都是初中
文化的农村青年，还有不少是外来
务工人员，甚至有的学历只有小学
三年级。他们会支持我搞这么特
别的节日吗？

第二天清晨6点多，我发现自
己的担忧是多余的，已经有早餐照
片上传至群共享了。煎饼、蒸饺、
牛奶、荷包蛋、小米粥……与丰盛
的早餐相映成趣的，是学生们一张
张明媚的笑脸。

通过照片，似乎就可以感受到
家长们温暖的眼神，也仿佛听到了

学生惬意地打饱嗝，以及背上书包
笑盈盈地和家长道别的声音。

我马上通过“校讯通”平台进
行表扬，并提醒大家注意营养搭
配。两三天后，上传的照片更多
了，家长们互相点赞，彼此鼓励。
我竟然也忍不住上传了为儿子做
的早餐与夜宵，来凑热闹。

当天，我在QQ上推送了去年暑
期大热的微信图文：一位长兴教师
妈妈为孩子做的 30 天“古诗早
餐”，不仅营养均衡，还精心摆盘，
用一句古诗来演绎，如“春江水暖
鸭先知”“两个黄鹂鸣翠柳”……诗
意与爱心融合在一起，令人惊艳。

我在想：明天的QQ群相册又会
上演怎样的精彩？

果不其然，第二天群相册中有
多幅早餐照片更加精致，摆盘也
讲究起来了，还配上了诗意的名
称，有“祖国未来的花朵”“可爱的
小太阳”，还有“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色满园关不住”……令我忍不
住点赞到手酸。

到了周五，我给学生们布置
作业：利用双休日和父母一起下
厨做早餐，记录下“最美的早餐长
什么样”。

享受了几天超级丰盛早餐的
宝贝们一听我布置这个作业，炸
锅了：

“老师，我不会做早饭。”
“老师，我早上起不来。”
“老师，爸爸妈妈不让我进厨

房的。”
……
还是农村孩子呢，怎么都那么

娇气与矫情？这一周，家长们做了
那么多，学生们觉得幸福又快乐，
可他们只是“被给予”。

我说：“同学们，你们都有一双
勤劳的小手，还有一个聪明的脑
袋，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呢？老师相
信大家都可以在爸爸妈妈的陪伴

下，完成这次作业的。下个月，我
们要开一场班级‘早餐派对’，专
门展示你们做的早餐，评出‘最佳
营养师’，好吗？”

二年级的学生就是这样可爱：
他们点点头，若有所思。

到了周一，我就收获了这样的
文字：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鸡蛋搅

碎。可是筷子在我手里怎么那么

不听话呀……唉，打鸡蛋都这么麻

烦，做早饭真不简单。（鑫鑫）

油热了，油烟味浓起来了，一股

热气飘在空中。我想逃，可是妈妈

看着我呢。我的手抖着，把蛋“扔”

进锅子里，蛋一下子炸开了……好

可怕。（彤彤）

小小一顿早饭都要花这么多

时间，看来做妈妈也不容易啊。

（阳阳）

……

而这个双休日我也没有闲
着：是时候给家长们开一场关于
早餐营养的讲座了。朋友圈里
的科学老师给了我很多资料，我
的讲座可以用网络直播的方式
进行。

“最佳造型”“最棒营养”“最佳
亲子搭档”……早餐节在一张张奖
状中接近尾声。两周的时间不长，
早餐承载了一段段厚重的情感。
在未来的日子里，学生们能够继续
每天享受充满爱的早餐，这是我觉
得最欣慰的事情。

□永嘉县乌牛镇岭下小学 金 甫

近日，我随县研训员下乡调研时发现，

课堂中教师们的板书越来越少，甚至有教

师从始至终一笔未动，这种现象不得不引

起我们的思考。难道板书在教学中真的已

经落伍，应该退出课堂了吗？

与一些教师探讨此问题，概括其主要

原因在于观念：许多教师认为一堂课中如

果没有使用多媒体课件、电子白板、实物

投影仪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这节课就不

是一节能体现新理念的好课。正是因为

有了这种观念，才使得一些教师，尤其是

年轻教师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多媒体课件

的制作上。

我们并不排斥反而是大力提倡多媒

体课件的使用，生动形象的多媒体教学，

确实能给学生提供声、形、色等多方面的

感受，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关键处具体、形象的演示，能有效

地突破重点、化解难点。这些优势自然是

传统教学媒体所不能及的。

但这并不说明传统的东西就过时了，

不再需要了。许多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

课件，逐渐忽视了板书，甚至出现了“无板书课堂”。

其实无论在条件相对落后的过去，还是在信息技术日

益发达的今天，板书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

视的。

一是板书具有传递的持久性。课件里的画面会

随着下一个画面的出现而消失，而板书是随着师生

的思维逐渐展开的，能展现完整的知识体系、整堂课

的重点和纲目，方便学生做好笔记，抬头一看，一目

了然。

二是板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多媒体课件的播

放顺序是固定的，很难根据课堂反应及时调整；而板

书却可以随写随擦，增删调整都很方便，尤其是教师

在课堂上突然而至的灵感，往往是教学艺术的动人之

处，可以立即在板书上呈现，却无法加到多媒体课件

中去。

三是板书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教师在黑板上书写

的一笔一画，都在悄悄地向学生传递信息。学生动笔

能力的提高离不开教师在板书中所起到的示范作用。

因此，投影屏幕不能完全替代黑板，作为传统教

学象征的板书，仍是现代教学无法舍弃的。教师不仅

要重视板书，还要讲究板书的字体、布局、形式，等等。

选择教学手段并不是越高级越好，多媒体教学手

段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黑板板书，反而要与之有机结

合起来。一节课中，往往需要用到多种手段，不同的

手段各有优势，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我们的课堂才会

灵动而富有实效。

板
书
已
经
落
伍
了
吗
？

早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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