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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舟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班主任危机”

这个词，这个概念意指在当代教育环

境下，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愿意当班主

任，或者从事班主任工作的热情逐渐

消减。也就是说，很多教师觉得班主

任给予他们的成就和价值远比不上他

们的投入和付出。从职业选择的角度

看，班主任实际上赋予了一位教师更

大的人生意义，因为班主任是在为学

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班级环境，让学生

的人生得到更好的发展，他可以更多

地参与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那么问

题来了，既然班主任赋予教师这个职

业角色更多的人生价值，为什么还会

出现“班主任危机”？

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回

答，但就我的观察和体验而言，最重要

的原因是班主任与周遭世界形成的关

系系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班主

任这个社会身份所在的网络角度讲，

除了最重要的与学生的关联之外，还

要与学校的教学、德育、后勤三个系统

发生关联，其中跟教学和德育的关联

要更多，当然班主任还要与家长发生

关联。关系网络的形成是为了更有效

地实现信息传递，我们会发现学校三

个系统、家长最终的信息传递终端是

学生，班主任更多起着信息中转或者

再传递、再表达、再宣传的角色。如

今，大多数学校不允许学生把手机带

进校园，使得班主任既成了信息传输

的中端，又成了信息传输的终端。从信息实现的角度

讲，班主任最多只是中端，学校希望把教学、德育落实

到每一个学生，但是从信息工具和手段的角度讲，他

却成了终端，因为学生并没有连入这个信息网络。

我们发现班主任每天都要收到学校的教学或德

育信息，而且都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否则信息就要

失效。信息失效而承担的责任班主任不可能完全推

卸。在以往，班主任有时间、有精力借助这些信息去

更好地创造独特和有个性的班级制度和文化；而现

在，班主任在各种信息轰炸中疲于奔命，已经失去了

他的自主性而更多地陷于信息泥沼之中。可以说，以

前班主任是这些关系网络的主体，而现在这些关系反

而成了班主任实现主体价值的障碍，也就是成了异化

的力量。

班主任工作，由于这种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作为

传声筒的“物”的性质更加凸显，而作为精神引领者和

班级制度创设者的“人”的性质在逐渐淡化。确定班

主任角色的各种关系系统反而成了束缚和异己性的

力量，这才是“班主任危机”背后真正的职业困境。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本以为复习是查漏补缺，复习

了才知道需要女娲补天，补着补着

发现还得请精卫来填海，最后才发

现，其实最好是请盘古来个开天辟

地！”这是前几天，在网上转发火热

的段子，虽然带着夸张色彩，但也显

示出中小学进入期末复习阶段时，

教师和学生的紧张状态。那么，期末

复习有没有办法甩开焦头烂额，变

得既轻松有趣又事半功倍呢？近

日，记者采访了我省一些中小学教师，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创意好点子。

和其他学科的局限性相比起

来，语文复习课翻新的花样最多也

最有意思。东阳市巍山第一小学教

育集团巍山校区六（2）班学生金佳雯

就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在班主任吴

彩平的指导下，用出诗集的方式代替

了重复抄背。“我最乐意给诗配图了，

配图的过程还能加深对诗的理解

呢。”金佳雯说。据校长金俊华介

绍，该校各年级开展不一样的趣味

期末复习，例如诗词背诵挑战赛、纠

错本巧妙运用等，引领学生在期末

复习阶段跳出单调机械的复习方式，

通过团队合作辅助学生查漏补缺。

还有不少教师模仿小学低年级

游考的形式，为语文复习设置了闯

关游戏或模仿表演等新载体。比

如，绍兴市上虞区华维文澜小学就推

出了“快乐大本营”复习计划。四（7）

班语文教师谭海明把平常的词语、

句子、段落的复习设计成“词语大

冲浪”“句子探险岛”“段落世界杯”

活动，每个活动又分设不同的等

级，并有相应的得分，让学生自主

选择，然后根据积分的多少，获得

不同的荣誉勋章，评选出“词语大

王”“造句能手”“最佳主播”等称

号，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怎样让学习变得轻松快乐，并提

升孩子的学科核心素养，这在当下

是亟需教师解决的一项课题。”谭

海明说。常山县第一小学教师郑

晓对听写很有自己的一套：她在听

写的时候采用“动手不动口”的表

演法，如遇到“怒目圆睁”“辗转反

侧”这类词，她就用肢体语言夸张

地表达。郑晓说：“听写是期末最

常用的比较有效的字词巩固法，常

规的听写都是教师读学生写，思维

深度不够，但是在表演过程中，学

生会去联想情景、捕捉细节，从而

促发多种思维活动，表演听写法在

学生中很受欢迎。”

给复习增加一点趣味，不仅教

师们绞尽脑汁，学生们也会自己生

发出很多好的创意。浦江县郑宅镇

初级中学901班的学生就刚刚结束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病句修改专题复

习课。主讲人是身边的同学，讲课

内容是近期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中出现的病句。“本堂课

的缘起是语文教师和学生的一次谈

话。教师在无意中谈到热播剧中出

现了很多语病，学生就此提议上一

节专门的病句复习课。”校长吴建伟

表示，相比常态课堂上教师是“红

花”、学生成“绿叶”的状态，这次“绿

肥红瘦”的课堂模式正是一种有益

的探索。

针对数学课的复习，运用最多

的办法是画思维导图。“通过思维

导图的方式复习不枯燥，整个过程

其乐无穷。”遂昌县王村口镇中心

小学四（1）班学生张文昕对记者

说。思维导图能有效地帮助学生

自主整理和复习整册书的知识点，

形成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让学生

在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学会自

主学习。每一名学生呈现的画图

成果都不一样，但都线条繁复、色

彩缤纷。“相较于单调的抄写背，学

生更喜欢这样的涂涂画画。”丽水

市莲都区教育局章媚说，“思维导

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

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

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

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就好比

把乱七八糟的书，用书架进行整理

并分类。学生用缤纷的色彩、创

意的线条，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知识

体系。”

“我出这张王牌，肯定能镇住

你们。”六（2）班学生徐熙皓举着手

中的“扑克牌”得意地说。即将迎

来期末考试的江山市中山小学，完

全没有过去复习阶段的紧张气氛，

学 生 们 一 下 课 就 三 五 成 群 打

“牌”。原来，这是该校由来已久的

毕业班扑克游戏复习方式。徐熙

皓向记者揭示了他的“王牌”小秘

密：“我把平时容易做错的题目写

到纸牌上，还进行了知识点加深、

改造，肯定能考倒他们！”数学教师

祝樟华介绍，为了方便学生相互问

答、相互查漏补缺巩固知识点，就

让他们把一学期所学的知识点都

做成扑克牌大小的卡片，这样装在

口袋里很方便，只要大家有时间聚

在一起就可以复习。而这个小窍

门，很快被其他学科的教师学去，

科学教师徐园园也让学生做了一

套科学“扑克牌”，如力学这一单

元，学生在牌中间画上镊子、起重

机等图形，提问这些物体的力学原

理。如今在班上，经常可以看见学

生数学、科学两套“牌”混着打的

情景。

□本报通讯员 雷银才

“在我们松阳，要找一个没当过李家

人学生的，可不容易。”临近春节，松阳县

三都乡中心小学教师李肃的家里，不断

接到一些来访或来电，前来表达问候和

感谢的都是他的祖辈、父辈所教过的学

生。李肃所在的松阳县樟溪乡李氏家

族，在当地颇有名气，因为五代人走出了

20多位教师，如今仍有6人奋斗在教学

一线。

李氏家族和教育的渊源要从李肃的

高祖父说起，这位名叫李廷芳的乡贤创

办了樟溪学堂（松阳县樟溪乡樟溪小学

的前身），1900年他以松阳县第一名、处

州府第二名的成绩高中秀才，并历任学

堂的校长兼国文教师。此后，他还创办

了松阳县立初级中学。

受他的影响，李廷芳的后人很多都

与松阳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

儿子李任16岁便开始学医，在抗战入伍

之前，也曾短期在樟溪学堂担任教师，虽

然是家族里教龄最短的一个，却培养出

了许多从事教育事业的后人，让李家成

了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他的儿子李

昕、李中、李戎退休前均为小学一级教

师，四子李达的儿媳是中学教师。孙辈

李征宇、李征宙、李征寰都是当地中学高

级教师。

2013年，李廷芳的玄孙李肃从浙江

师范大学毕业，不过他学的是非师范专

业的通信工程。李肃先后在不同单位上

班，2014年11月底，他回到了爷爷李昕

当年工作过的古市小学，当起了代课教

师。小时候被爷爷带大的他，记忆中的

古市小学是又小又破旧的模样，但当他

再一次走进该校时，看到的却是一副有

现代化校舍的蓬勃景象。年轻的李肃，

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教育的巨变。李肃

说，自己走上教师岗位，除了家族因素，

更多是因为看到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光辉

前程，“我是其中的贡献者，也会是成果

的共享者”。

自从站上讲台，李肃就发现教师这

个职业才最适合自己，也慢慢喜欢上了

它。2016年他考取了教师资格证，2017

年通过了县教育局的考试，来到三都小

学任教科学，接过了祖辈传下来的“接力

棒”，正式成为李家第五代教师。至此，

从高祖算起，李家共有20多人献身教育

事业。

与爷爷、爸爸当教师的时代不同，

虽然三都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但李肃

发现如今的学生已经“解码”了很多信

息化时代的产物，微信、抖音等软件玩

得不亦乐乎，而且他们对于学习的认识

和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肃决

定改变父辈那种严格得有些刻板的教

学方式，先和学生做朋友，然后再当他

们的教师。课堂上，他是严师，课后就

变身“孩子王”，和孩子们玩在一起。从

祖上教书依靠的“教材、粉笔和黑板”老

三样，变成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

段，与之相应的，李肃的教学方式也变

成了小短片、小视频、电影、新闻等形式

的“大集合”。

自高祖父开始的教育故事，李肃经

常听爷爷讲起，他感觉，人民教师迎来了

真正的黄金时代。李肃说：“不管从家族

渊源来说，还是教育的光辉前景来说，我

都乐意把自己最美的年华献给最美的教

育事业。”

小学生创作童话解读
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通讯员 戴佩佩）每天晚上的亲子共

读时间，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何幕一

都会和妈妈一起，朗读一则不一样的童话故事

《一坛水的胜利》。“因为这是我自己创作的童话，

用猴子妈妈和小猴子共同捍卫森林的故事，来诠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幕一说。

一直以来，南浔实验小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课堂教学、主题教育、日常管理之中，引

导学生从小在心中播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美好种子。“每个孩子都会背诵这24个字，也天

天跟着校园广播唱着《核心价值记心头》等歌

曲。可是，尽管口头上背得熟练，却仍有部分学

生难以在心中真正领会这24个字的含义，并在

生活中有效践行。”教师陈晓乡介绍。

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容？2018年年初，一个把核心价值观和

小学生童话创作融合的大胆设想萌生在陈晓乡

的脑海。“采用夸张、拟人、象征等手法的童话故

事是小学生所喜爱的，让课堂上的童话创作活动

成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阵地，这

应该是比较好的方式。”陈晓乡说。

陈晓乡和其余3位教师迅速成立课题小组，

制订方案，明确分工。“我们在教室黑板报上开设

《我们的小童话》专栏，主要面向二至四年级的中

低段学生约稿。”陈晓乡说。

一次次的指导，一次次的修改，一则则故事

慢慢成形。该校401班学生许乐新选择了“敬

业”二字为故事主题。为了引导孩子了解敬业，

妈妈以退休爷爷依旧发挥余热和爸爸爱岗敬业

不倦怠的故事作为启发，最终引导许乐新创作了

《勤劳的小蜜蜂》童话故事，并与其他55篇优秀

作品一起，被收录在学校自编成册的《小童话 大

故事》中。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积了100篇小童话，

除了多渠道投稿，还利用学校文化长廊和‘小水晶’

广播来展示这些优秀故事。”陈晓乡表示，后续学

校还将继续开展讲故事比赛、童话演绎等活动，让

更多学生体会到编演自己创作的童话的乐趣。

学生自主校外实践空间开张啦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 通讯员 陆 琦）“同学们，你们

平时是否有心创作？是否善写一手好字而无处施展？是否

善绘一幅好画而未能表现？现有一则好消息——我校‘新

艺+’店铺将于1月20日至26日再次开张！”这些天，宁波市

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学生们都收到了一张“英雄帖”，该校的

校外实践空间又启用了。

“新艺+”于2018年1月首次开启，是该校学生自主运作

的校外实践空间。学校在当地的一个商业广场为他们租赁

了500平方米店铺，一半用来寄售和展出学生自己创作的书

画作品（学生需要自负盈亏，不允许家长来购买），另一半用

来现场展示学生才艺。本次活动是第二届，又融入了新内

容：该校学生和结对学校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淘金坪乡学

校、溆浦县三江镇学校学生携手，共同创作并寄售作品，筹集

资金，成立“宏泰新城艺术助学基金会”，基金会的奖学金将

用于资助溆浦县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翁昌舟）“承承，你坐在门口干

什么呀？”“我在等王老师和齐

老师。”承承是一名重度残疾的

孩子，他口中的王老师和齐老

师是舟山市聋哑学校的两位送

教教师，专门为舟山那些因生

活不能自理等原因不能到校上

学的极重度残疾、多重残疾孩

子提供送教上门服务。

据悉，该校开展送教上门工

作已有7年时间，起初是由学校

党员教师自发主动地每周送教

上门，到如今已经形成一支专业

的送教队伍。学校会针对送教

团队成员进行专业培训，比如赴

上海参加物理治疗康复师培训，

提升送教教师专业能力等。

送教上门工作的主要内容

是定期入户给有需要的孩子提

供教育和康复服务。每年，该校

会对全市适宜送教上门的学生

进行摸底排查，建立专有档案

卡。同时，每学期初，学校资源

中心相关部门召开研判会，针

对送教学生实际特点，制订个

别化教育方案，然后送教教师每

周定期入户对学生进行个别化

康复训练。比如，针对肌肉力量

差的脑瘫学生，教师会提供动作

训练，给他们做身体康复按摩

等；针对情绪不稳定的自闭症学

生则会采取情绪疏导策略等。

产
生
﹃
班
主
任
危
机
﹄
的
根
源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动点小心思，让复习告别“无趣”

视点第

把最美的年华献给讲台

松阳一家五代走出20多位教师

连日来冬雨绵绵，天气阴冷，然而在衢州市柯
城区航埠镇中心小学的各个活动室里却是热气腾
腾。身穿明黄色劲装的小学生们在认真地练习一
招一式，准备参加浙江电视台“筑梦2019全民艺
术大联欢”的表演。

（本报通讯员 吴铁鸣 陈林林 摄）

残疾孩子可享受在家上学

日前，长兴县第四小学开展“幸福生活像花儿一样美”主题综合实践活动。学生们在园艺师
的指导下学习选材、修剪、扦插、造型，并完成“花开新时代”“花好月圆”“心花怒放”“花飞蝶舞”
等创意作品，寓寄对新年最美好的祝愿。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花开迎新春花开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