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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新学期开始作业电子化，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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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作为家长，你会给孩子做饭吗？还

是随便用快餐、排档、外卖打发一顿？作

为家长，你会教孩子做饭吗？还是觉得

厨房里的水、火、电会带来危险？作为家

长，你会禁止孩子做饭吗？是不是认为

孩子的第一要务是读书，其他事情都没

有意义？近日，在由中国食育倡导者行

动——“食话”发起的“厨房很有趣?了不

起的小孩”分享大会上，3个10岁刚出头

的小孩交出了答卷。在他们惊人的厨艺

和出色的脱稿语言能力的背后，站着的

是注重儿童食育的家长。

不断尝试失败的小怪人
小虎（范宸，杭州马可波罗国际学

校七年级学生）两岁就跟着妈妈进了厨

房，如今12岁的他，进入厨房的方式与

常人不同——带有很多科学元素。想

知道小虎是怎么吃西瓜的吗？只见他

将一个西瓜削掉一块皮，然后拿起一台

电钻，通上电源，将剧烈转动的电钻头

伸进西瓜里将瓤打碎，最后在西瓜的底

部插上一个金属水龙头，一个西瓜“啤

酒桶”就完成了。

然而用这个真的能喝到西瓜汁吗？

打开水龙头，什么也没流出来——失

败。没用几下，水龙头就掉了，瓜里的固

体和液体都流了出来。可是小虎也有成

功之作，那就是用自家花园收获的草莓

制作的草莓果酱。

由于小虎小时候在加拿大生活，整

个家都是他探索生活的实验室，他从小

就养成了爱思考、爱动手的好习惯。他

平时爱好收藏古生物化石，用手机摄像

小孔拍苍蝇腿，干过许多把大人的下巴

惊掉的事。这样一个“科学小怪人”进了

厨房，真不知道会整出什么样的“黑暗料

理”呢。

微小的幸福放大一百倍
相比“出口转内销”的小虎，扎两根

小辫的小满（尹来仪，宁波海曙外国语

学校三年级学生）就显得“很中国”了。

“小满”这个名字来源于中国的二十四

节气，她和妈妈合作的“节气料理”视频

赢得了超高的点击率。小满在二年级

的时候，已经是爱奇艺美食节目《朝画

夕食》的主讲人了。

按节气准备食材是老传统，别说人

人都知道的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冬

至的水饺，还有霜降的杮子、谷雨的香

椿、白露的龙眼……学问可大着呢。

小满为大家展示了她的拿手菜。秋

葵的吃法一般是在沸水中汆熟后凉拌，

小满却将它切成薄片，漂在水蒸蛋上，像

一颗颗绿色的小星星。

奶奶嗓子不好，小满就趁秋天做了

橘肉酱，还有蜂蜜柚子茶，送给奶奶。

她说：“好好爱家人，就是每天为他们做

健康的食物，可以把微小的幸福放大一

百倍。”

小满今年夏季的招牌手艺是一道甜

品冷饮——“金风玉露一相逢，鲜奶遇见

芒果泥”。她时时刻刻记着妈妈的话：

“学习很重要，但懂得照顾自己更重要，

哪怕冰箱里只有一碗剩饭和一个鸡蛋，

也要有做蛋炒饭不让自己饿着的能力。”

厨房是他的另一个学校
相比尚显稚嫩的小虎和小满，已经

上初二的Aaron（陈龙泽，杭州英特外国

语学校学生）有点国际化正规军的味

道。他是杭州星曜堂（法式烹饪培训机

构）首位未成年学徒，其厨艺受到米其林

三星大厨的亲手指点。

Aaron不仅做西点有一手，文章也

写得很棒，自己还开了一个美食公众号，

很多成年人都是他的粉丝呢。Aaron自

曝爱上烘焙是受妈妈的影响，后来妈妈

不做了，他却一直在做。巧克力蛋糕、榴

莲蛋糕、水果鲜奶蛋糕这3款作品还在

微信上赢得了不少客户，但由于质量不

稳定，损耗了大批的榴莲和土鸡蛋，营销

模式变得入不敷出，再加上面临升学压

力，Aaron的家庭手工作坊宣告失败。

但Aaron的公众号写得越来越成

功，连杭州JW万豪酒店的经理也找上

门来，盛邀Aaron去餐厅尝试高科技的

“分子料理”，让Aaron大开眼界。“简直

像做梦一样，做梦都没有那么神奇。我

一定要学好化学，真不敢相信，做美食还

能促进学习。”Aaron感叹道。

毕竟Aaron仍是个普通的小孩，课

余时间总是被培训班占据，也想玩同学

们在玩的各种游戏，但成为美食达人的

诱惑实在太大了。接下去的故事是：为

了“写出点深刻的东西”，Aaron报名参

加了一期7天的法式烹饪培训班。因为

人小个矮，厨师不让他接近明火，于是

Aaron学习了西点制作，目前已经掌握

了MOF浮云卷、拿破仑、椰子凤梨塔3

款高级作品，准备明年去法国见见世面。

通过学习西点制作，Aaron觉得自

己变得越来越爱整洁了，还有了认真记

笔记、看笔记和反复练习的习惯。所以，

Aaron称厨房是他的另一个学校。

人与自然通过食物连接
这次分享会还汇聚了许多演讲者，

他们分享了许多关于食物的知识，比如

人类的肤色和所吃的食物之间有什么关

系，国际上为保护濒危海洋生物设计的

海鲜评分系统是怎样的，便便的颜色和

形状如何标示出你昨日的饮食……主持

人还带领孩子们体验如何不用冰箱将一

包牛奶做成冰淇淋。当天通过网易视频

收看的观众达到24万人次。

据介绍，本期分享会得到了联合国

项目事务署的支持，希望食育能在中国

普及，面向学校、社区和家庭，引领孩子

们了解食物，亲近自然，热爱科学，倡导

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可

持续发展作出努力。

那央青青（楼主）
前两年，学校响应上级文

件精神，专门开辟了一个教室，

安置放学后家长不能及时接走

的学生，每天由一位值日教师

管理。刚开始还不错，托管的

学生不是很多，家长也能第一

时间接走。慢慢地有点变味

了，托管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

教室已经坐不下，有些家长来

接孩子的时间也推迟了，到晚

上 5:30 教室里还有七八个学

生，值日教师也不能离开。《告

家长书》一般开学初就下发

了，规定了学生最后的离校时

间，但收效甚微。试问，你们

学校遇到过此类情况么，有什

么好的举措？

龙泉许东宝
晚托班是为晚下班的家

长着想，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

学生和家长服务的表现。然

而，有了晚托班，肯定要有教

师跟班，必然要牺牲教师的休

息时间。

那央青青
晚托班的教师主要任务是

管好学生纪律，让他们在教室

里做做作业或看看书，进行兴

趣辅导不太可能，一则一至六

年级的学生都有，授课内容不

好选择；二则家长陆续来接，学

生也静不下心来。

赵占云
我们学校办晚托班也有两三年了，刚开

始人数较少，后来越来越多，学校就把学生分

成两个班：一、二年级放得比较早，组一个班，

其他年级再组一个班。

在托管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托

管教师是每周轮换的，但学生还是那批学生，

这就导致“菜鸟”教师跟“老油条”学生共处一

室，往往在每周的前几天会比较吵，管理难度

较大；第二，托管时间允许学生做家庭作业和

看书，但往往有“屁股尖”的学生坐不住，再加

上陆陆续续有家长来接孩子，其他学生根本

没法安静下来进行学习；第三，部分家长认为

学校托管学生是理所应当的，总有几个学生

到天黑还是没人接，搞得值班教师怨声载道。

杨铁金
晚托班本来是面向部分学生的，为了解

决家长不能及时接孩子的问题，但家长的要

求不断升级，不仅要求教师看管好他们的孩

子，最好还能代替家教，给孩子辅导学业。如

此一来，家长就不能完全满意了。所以，学校

一定要做好调查摸底工作，为最需要的学生

做好最有效的服务，不能随意增加晚托班的

附加功能。

龙泉许东宝
不管怎样，学校组织了晚托班，而且有教

师坐镇，应该很不错了。这一服务项目是解

决“三点半”后的难题，真正为晚下班的家长

考虑，是纯公益的。但我觉得一是应该有个

时限，二是要严格招入程序——父母要提供

晚下班的单位或社区证明。

阿 国
这是一项政府的便民服务举措，需要广

大参与其间的教师无私奉献，家长理应怀着

感恩的心享受这项服务，切不可把这当成理

所应当，甚至觉得不参加就吃亏了。

翘 楚
一下子在规定的时间里让学生全部离校

是做不到的。之前我在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任教，每天即使守到晚上5:30也不行，因为一

些单位的下班时间正是5:30。即使路上不堵

车，家长赶到学校也要6:00。所以，托管至何

时，托管到哪里，要有机变。建议在 5:30 之

后，将滞留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交给24小

时值周的领导和门卫保安管理。

初中学校有晚自修，可以将学生一直托管

到晚上8:10。等晚自修结束送走学生，教师回

到家里，将近9:00。教师的工作量在增大，且

值班补贴无处可出，一切都是为了学生。

□湖州市教育局 屠红良

随着秋季开学，许多学校也

为学生组织了摸底考，本意无非

是想查漏补缺，检验暑假期间学

生有没有预习新课，为新学期的

学习做好准备。然而，开学摸底

考已经变味，滋生了很多弊端。

一是增加了学生压力。学习

是一项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经过

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学生身心

已十分疲惫，需要通过假期来调

养。而目前学校组织的开学摸底

考的内容基本上是新学期的新课

内容，有的是一两个单元，有的是

整个学期，主要考查学生的学科

预习效果。

原本是学生们最自由和快乐

的寒暑假，却被学校硬生生地套上

了“紧箍咒”，让学生平添了不少压

力，致使他们疲劳、焦虑、怨怼。

作为教育人，我们应该明白，

学习只是学生人生征途中的一部

分，并不是全部。学生的身心健

康、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远比分数

更重要，放假的目的不是为了迎接

考试，而是给学生一个放松身心的

时间，还学生一个快乐的童年。

二是催生了补习热潮。学校

让学生暑假在家自学，而且开学

后还要组织考试，有的学校甚至

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再次分班。家

长岂敢不重视？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分个好点的班级，不落后于别

人，不管经济上是否承受得起，也

不管学生心里愿不愿意，刚刚放

下书包的学生又被家长催着重新

背起书包，往返于各类补习班学

习数学、英语、科学……甚至有的

学生一门不落。

君知否，补习班门口的交通

拥堵为的是哪桩吗？开学摸底考

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寒暑假的补

习热。为吸引生源，有的补习机

构还专门为学生私人定制了课程

表、作息表、接送表，寒暑假俨然

成了“第三学期”。

三是助长了师德失范。本应

在开学后才学习的知识，为什么

要让学生提前在假期里学？教师

还没教的新课内容，学校却要来

一场考试，检测学生的掌握情

况。这开学摸底考，无疑有转嫁

教育责任之嫌。

除了催生补习热潮，恶化了

教育生态，还助长了某些教师有

偿补课等违反师德的行为。有关

资料显示，寒暑假中为学生补课

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一是社会教

育培训机构，二是大中专在校生

及毕业生，三是在职教师。

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水

平良莠不齐，大中专在校生及毕

业生又经验不足，于是在职教师

成了许多家长的不二选择。

近年来，尽管在教育部门的

“三令五申”下，在职教师的有偿

补课势头有所扼制，但仍有一些

人禁不住高额利益诱惑而铤而走

险，甚至引发了一股教师辞职

潮。辞职后干什么？下海干培

训！有的利用原所在学校的名头

和人脉关系，为自己谋利，给教育

抹黑。

家里有个超会做饭的孩子会怎样 晚
托
班
，托
管
至
何
时
才
合
适
？

画面中的男孩为小虎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陈畅畅

我是一名班主任，在学校里的身
份就是一个“管家婆”，平时除了和学
生们亲密相处，更是要对他们的学习
生活“管头管脚”，一个不注意就会发
生安全事故。

这不，去年新带的一年级，今年
升到了二年级。教室换了，教室门前与
别的班级教室相比多了个特别的地
方——长条石凳。这石凳浇筑在走
廊边上，和廊柱相连，并不高，学生挪
挪屁股就能爬上去。

这可乐坏了班里的那一群“小皮
猴”，一下课，他们就爬上爬下，有的
从石凳上面“开飞机”跳下来，还招呼
不远处的伙伴来观赏。这里就成了
课间活动特别热门的场地。

看着欢乐的他们，我心里却在犯
愁，他们哪里知道这欢乐背后潜藏的
危险呢？

石凳只有半米高，可石凳的另一
面，离塑胶地面却有1米多高。万一
不当心，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于
是，我在班级里禁止学生攀爬石凳。
可是苦口婆心地讲道理、举例子，软
的硬的都上了，还是屡禁不止。怎么
办呢？

一次课间，我回教室做课前准
备，又逮住了一个正在石凳上爬的学生。严厉地批
评过学生之后，回到办公室，看着窗台上的绿植，平
复一下心情。突然，我灵机一动，一个主意在我脑中
形成了……

下午班队课，我布置了一项任务——护绿行动：
从今天开始，每个学生允许自带一盆喜欢的植物到
班级来养，植物就摆在教室门口的石凳上。

我还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比如期末“班级养护小
能手”的评选。学生们一听，热血沸腾，不到3天，石
凳变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课间，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围在那里，一起谈论、
观赏、浇水、清洁杂物……学生们还主动自学了植物
的养护知识，我经常听到他们相互之间的提醒：

“×××，你的花儿有点干了，该浇水啦。”
“×××，你的×××长得真漂亮呀，我好喜欢。”
从这件小事上，我发现，学生们天性贪玩，没有

安全意识，如果仅仅靠强
制的手段，去堵，去防，反
而事倍功半。这时，教师
需要智慧转“堵”为“疏”，
把危险的石凳转变成绿色
满满的盆栽园地，就是在将
教育的“危机”变为“转机”。

﹃
危
险
﹄
的
盆
栽
园
地

开学摸底考当禁

近日，义乌市慈善总会和教育局在前店小学举行“大手牵小手，慈善校园行”慈善文化进校园现场
会。会上，向全市中小学捐赠1000册《孝德感乌》图书，公布4家慈善文化进校园示范单位，同时举行的义
卖活动筹得善款7000多元。图为义卖现场。

（本报通讯员 董亚娟 王漪萍 摄）

从教感悟

前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