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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学校
有望突破师资培养困境

浙江省教育厅近日颁布的《浙江省教师发展学

校建设标准》明确提出，要将教师发展学校建设纳入

高校师范生培养创新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并从

制度建设、经费保障、师资培养、教学管理、教研协作

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该标准的出台，意味着教师

发展学校将突破师资培养的困境，赢得一片叫好声。

长期以来，教师的培养模式与实践效果脱节。

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基本不管基层中小学教师使用

的实际；同样，聘用教师的基层中小学也不了解师范

院校的教学情况。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建立教师发展

学校并纳入师范生培养体系，对于打通职前培养与

职后使用、突破师资培养的结构性困境，有着重大的

意义。

教师发展学校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新事

物，是师范教育体系的重大创新。只要教师发展学

校转变办学方向、明确办学目标、主动融入师范院校

师资培养体系，积极作为，定会为师资培养开辟更加

广阔的空间。

@黄文辉
来源：蒲公英评论

让免费“晚托班”
成义务教育标配

近日，杭州滨江区推出免费课后服务，一直到傍

晚5点，运行成本全部由财政负担，不向家长收取任

何费用，相当于是校内的免费“晚托班”，不但经济实

惠，而且安全靠谱。

事实上，全国不少中小学校也都开始了课后服

务的试点工作，这对于化解“下午3点半难题”，具有

积极示范意义。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托管班相比，

让中小学校承担课后服务责任，自然会让家长们更

踏实、更放心，但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托管时

间内的活动质量如何保证、会不会变相“补课”或乱

收费、如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作

出妥善的安排。

因此，落实好这一新政，政府部门要搞好顶层设

计、保障投入，对学校课后服务的内容进行严格把

关，加强常态化管理，并引入家长委员会进行监督、

评价，一旦发现借机进行文化课补课、乱收费等情

况，必须坚决予以制止，严肃追究责任。此外，还应

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合作，真正把好事办好

办实，让免费“晚托班”成义务教育标配，让家长不再

为接送孩子而发愁，让教师不为额外加班而焦虑。

@付 彪
来源：人民网

幼师招聘
师德考核只是第一步

近日，全国高校2018届毕业生教育人才招聘会

在吉林省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多家幼儿园及幼

教机构在招聘条件中，除了要求学前专业和具备教师

资格证以外，还增加了师德考核环节。

近年来，师德失范事件屡有发生，在关于幼儿园

教师师德的新闻报道中常出现诸如“虐童”“红包”等

词语。除了这些公开报道的师德“显性失范”，还存

在着大量的“隐性失范”，如幼儿园教师对自己职业

认同度低、工作态度消极等。

增加师德考核环节无疑是幼师准入的必要措

施，但这只是第一步。保障幼师工资福利待遇，加强

对幼儿园的规范管理和有关部门的教育督导，建立

长期有效的教师师德培训和评价机制等，都是提高

幼师师德水平不可缺少的环节。

@刘 斌
来源：湖南教育新闻网

考研占座，校方是否该反思？

近日，济南长清大学城齐鲁工业大学校园内，

众多“考研党”凌晨4点就在图书馆前排起百米长

队，图书馆5点半开门，他们要在寒风中驻足一个

半小时。

距离考研已经不足一个月了，考生们进入了最

后的冲刺阶段，早起占座也成为常态。对此，学校应

该思考的是：教学资源是否存在不足，为何考生们连

一个基本的学习环境都不能保证？

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是“教书”的基础

条件。大学理应提供完备的公共教学资源，自习

教室就是其中之一。倘若有着足够的考研自习

室，学生们又何苦早起一两个小时，争先恐后地去

占学习场地？

我们注意到，有部分高校采用了微信预约的方

法，只要前一天在相应的微信平台输入个人信息，便

可以成功地预约自习座位。同时，一些高校专门设

有大量的考研专用自习室。这样的人性化举措值得

学习。

考研占座实质是一种无奈，我们更应该督促校

方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要让考研的学子们花

费不必要的时间，从而影响学习效率。

@苏伊真
来源：红网

□许成国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沉淀，人心

的涵泳。学校教育依靠的是潜移默

化，是熏陶，它需要岁月的发酵，更

需要教师的身正为范。只有这样，

学校文化才会入心入脑，起到育人

的作用。

如何做到文化立校，途径不

一。“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有一点该

是共识，那就是特色。特色最为迷

人，也是学校文化的基点。没有特

色的文化是平庸的文化。纵观古今

中外，凡是经典文化必是有特色

的。有思想、有情怀的校长，无不以

建立属于自己学校的特色文化为根

本追求。哈佛大学的“真理”，北京

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的“刚毅坚卓”等均是

如此。

文化最怕雷同，最怕千校一

面。雷同的文化累人、僵化人，一如

应试教育摧残人。应试教育大盛之

下，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勤、

实、严”空而不见，“孝悌、忠信、躬

行、明理”虚而难行；“忠、信、勤、勇”

成了门面，“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成

了装饰……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

等模式大行其道、纵横四方。

改革校园文化，必须连着“以人

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连着“以学

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连着“教育现

代化”的追求和“公平优质教育”的

梦想。也唯有如此，学校文化才是

有灵魂的个体，才会生动活泼、充满

激情。

文化立校，文是起点，人是终

点。唤醒个体的责任意识，抵达责

任教育终点，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之一，也是这个时代的呼唤之一。

这种精髓与呼唤，是一种价值的回

归，具有稳定的、恒定的、永久的意

义，它包含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

思想。这种文化育人不该是坐而论

道，而应是“知行合一”，是知中有

行，行中有知；是心与心的沟通，是

潜移默化的涵养；是一种快乐，内化

于心，外显于行；是师生间彼此的唤

醒和激活，一种情感、意志的砥砺，

而不仅仅是智识教育、命令教育和

灌输教育。

校训、校风、教风、学风是校园

文化最直观的体现。文化是森林，

这些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就是森

林里的一棵棵树。看到这些树，即

可窥见一所学校的文化，看到学校

对于自身校园文化的提炼与总结。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弥漫，那么，校训

则是一种集聚，显示了一种自信和

定力。

文化育人，要有一种感性，一点

智性，一点诗性，一点耐心，一点野

性。对于校园文化来讲，怕的就是千

校一面，求的就是和而不同。我们

应放眼于学生发展、时代发展，使校

园文化真正成为一道有个性、有色

彩、有思想的风景，进而成为有影响

力的教育因子。我们不要忽略每个

生命成长中的需求和梦想。无数名

校长、无数名校的教育实践都证明了

这一点。

（作者系岱山县教育局工作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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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校最怕千校一面

□李 强

“鹿晗、马云、库里和可爱的

物理老师哪一个最帅？”看了这样

的物理考题，相信直接送上“这是

什么鬼”“笑喷了”的学生一定有

很多。让人不得不问的是，这样

的奇葩考题意义何在？

考试的目的在于检验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比帅”与

物理八竿子打不着边，这不是瞎

胡闹嘛。而事实上，这种瞎胡闹

也不算少，早前“荣登”某中学物

理试卷上的考题就有：“下面哪位

是帅哥中长得最胖的？”这究竟是

考物理还是考生理，不少家长直

呼“傻傻分不清”。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创

新”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

兴趣。因为在“弃考物理”现象层

出不穷的现实中，广大物理教师

有责任和义务激发学生学物理的

兴趣，从而把这门基础学科学起

来、考起来。不过，用“比帅”这种

无解且无聊的考题，显然是一厢

情愿。

这是一个追逐“网红”的时

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有的人

为了能红起来简直忘乎所以，之

前就有医生在手术台上边给病人

做手术，边搞网络直播……那么，

这位出“比帅”考题的物理教师会

不会也有这样的心理？

我们知道，形式对于实质而

言，永远居于辅助地位，对实质有

所裨益者则优，对实质无所裨益

者则劣。既然“比帅”很奇葩，无

意义可言，对于这类的“新”“奇”，

显然应归入谨慎摒弃之列。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始终把

心思放在如何授好课上，用教师

的魅力和学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物理本严谨，而“比帅”太奇

葩，愿此类考题就此打住。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近日，一张“丰城中学2017—2018学年上学期高三物理考试”试卷引发了网络刷屏。“调皮”的老师出了

一道世纪难题：鹿晗、马云、库里和可爱的物理老师哪一个最帅？(12月3日澎湃新闻)

这样的考题不妨多一些
□夏熊飞

一张物理试卷上竟然出现

与科目毫不相干的人，还要求

“比帅”，称之为奇葩考题确实也

不为过。

不过笔者倒是想为这样的

奇葩考题点个赞、叫声好。一

来，考题虽与物理科目没有任何

关联，但存在也无伤大雅。从新

闻中我们得知，这张试卷为丰城

中学高三年级第四阶段的学习

测试卷，只是一次阶段考试，而

并非竞赛类甚至高考等非常严

肃的考试。因而，在这样的试卷

上幽默一把，并非什么太过火的

事情，更犯不上口诛笔伐。

二来，如此幽默的考题，有

助于学生放松。我们都知道，

高三是极其关键的一个阶段，

学 生 往 往 都 处 于 高 度 紧 张 的

状态，面对的大大小小的考试

可谓不计其数，能在整体严肃

的学习氛围中，偶遇一道任课

教师与名人“比帅”的考题，会

心一笑之余，紧张的情绪或许

就能得到放松。

再说，有这么可爱的物理教

师，教学效果想必也不会差到哪

里去。一位会在物理试卷中加

入幽默元素，以期让学生“放松

一下”的教师，在教学中必然不

会是个照本宣科、机械古板的教

师，而是会想方设法创新教育方

法，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的

氛围中增长知识。

只可惜，现实中这样用心良

苦、风趣幽默的教师属于稀缺

品。更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教

学、考试都是形式刻板、缺乏新

意的，而教师也都是端着架子与

学生交往，缺乏平等以及与学生

做朋友的理念。现在的中学生

个性更加鲜明，自主意识也更加

强烈，传统的教学模式很容易引

发他们的逆反心理。

应试教育在短时间内难以

彻底改变，林林总总的考试还将

是学生们不得不跨越的一道道

槛。但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不

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准与教育

艺术，让自己变得风趣一点、诙

谐一点，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从

而让教学变成一件更加有趣的

事情。

所以，“鹿晗、马云、库里和

可爱的物理老师哪一个最帅”的

奇葩考题不妨多一些，至少这样

的师生关系看上去不那么紧张。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考“比帅”有什么意义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家委会
怎成挡箭牌

近日，在四川雅安市天全县第二初级
中学的家长会上，各年级家长被动员捐
1200元至1500元的“感恩费”。家长委员
会成员用点钞机验钞，教师也在现场。有
家长表示，这个捐款属于给教师交的加班
费，因为学校要利用周末给学生补课。家
委会劝捐，显然背离了家委会的宗旨，超出
了家委会的职能范围。

（王 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