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视窗
责任编辑：叶青云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83

E-mail：xysc4@sina.com4 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1.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胡欣红

你印象里的高中生是怎么

样的？开开心心没有烦恼？许

多科目轻松学？不要以为这样

的高中生只有在电视剧里存

在，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他

们来自一所乡镇中学——嵊州

市黄泽中学。带出了这样一群

学生的教师名叫韩晓，是一位

高二语文教师，很多人被她在

抖音上分享的故事深深吸引。

在自媒体时代，用抖音记

录生活的教师很多。抛去抖音

这件外衣，韩晓传递的“笑笑也

能学好”的快乐教育理念，更具

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高中阶段是学习压力最

大的时期，在很多人印象中，

“苦学苦教”似乎是应对考试

的唯一法宝，所谓的快乐教育

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

义而已。

其实不然。快乐教育与提

升成绩并不是对立的。快乐教

育并不是没有学习压力、不好

好学习，而是保持一种轻松愉

悦的心情迎接挑战。换言之，

学生只要用最大的努力，做最

好的自己就足够了。同样是学好，为什么一

定要苦学，难道开心地学就不行吗？心情沉

重压抑地学习和愉快开心地学习，哪种会取

得更好的成效，应该不言自明。

奉行快乐学习、快乐做事人生态度的韩

晓，向学生传达了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不要

愁眉苦脸的快乐教育精神。虽然班级里总是

笑声不断，欢乐满满，但丝毫不影响学生的学

习，她班里的学生在许多学科都名列前茅。

教与学的智慧在自然而然中释放，教学

与搞笑结合，教师用开朗的性格感染学生，学

生轻松愉快，更愿意去学习，学得更有劲，关

键是学生获得了更好的身心成长，这才是最

好的教育。学习是需要一定天赋的，快乐、健

康、积极向上的心理才是真正影响孩子一生

的。看似轻松搞笑，实则渗透着教师爱和教

育的大智慧。

“我们认识韩老师之后好像从来没有为

什么事情苦恼过。”“其实和以前相比，我只是

学习的心态变了，感觉学习不是一件辛苦的

事，生活也不压抑，充满着各种乐趣。”学生们

的由衷感言，无疑是对快乐教育理念的最好

证明。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人却对快乐

教育有很深的误解，不少家长觉得那种很严

厉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其实，让学生怕的教

师不一定是好教师。亲其师，则信其道。教

师如果让学生喜欢，学生的学习自然会取得

进步。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

挑一。”“很羡慕韩晓的学生，很遗憾我儿子的

学生时代怎么就没碰上这种教师。”“进好学

校不如遇好教师，只能说遇到韩晓的学生真

的很幸运。”……网友们的实名“羡慕”，道出

了很多人的心声。

教育的方式很多，而成功的多是在走心

过程中抓到了“心”。具体做法可能不一定效

仿，但精神可以借鉴。尤其是在一味强调苦

学的当下，快乐学习无疑是一股清流。借鉴

其精神，激发学生内心的力量，何愁不能获得

更好的成效？

快乐是动力的源泉，希望每个孩子都能

遇见属于自己的一位良师益友，愿有更多的

韩晓式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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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孩子住校一周回家来，一放下书包

就嚷嚷着要手机，然后一头扎进网络游

戏的“怀抱”，饭不吃，觉不睡，家里人和

他说话也不爱搭理……

每到周末，类似的吐槽在网上和朋

友圈里经常可以见到。青少年沉迷网

络游戏的现象，屡见不鲜，已经被不少

人看作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一大“痛

点”。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除了规范行业制度、加强行业监督以

外，特别提到了需“积极引导家长、学校

等社会各界力量履行未成年人监护守

护责任，加强对未成年人健康合理使用

网络游戏的教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

确的网络游戏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

记者由此走访了我省多所中小学的教

师，听一听他们对帮助青少年走出网络

游戏沉迷的见解。

正确看待网络游戏的价值，不再一

味喊“打”，成了越来越多中小学教师的

共识。学校和教师正在努力的，不是如

何让学生摆脱网络游戏的桎梏，而是让

学生合理掌控玩网络游戏的程度，甚至

把网络游戏变成一种学习资源。

“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硬堵、严禁肯

定不是上策。作为家长和学校，需要从

源头上分析孩子为何会沉迷游戏。”诸暨

市城西小学校长侯科顶认为，学生接触

网络游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紧张学

习后放松的需要；二是游戏的闯关、奖励

等的设计确实有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

三是部分学生回家后呈独处状态，没有

可交流的同伴，慢慢走向了虚拟世界。

“我们需要拿出比网络游戏更有魅

力的东西去吸引孩子。于教师而言，可

以设计更有趣、更有挑战性的阅读、数

学等学科游戏，把网络游戏比下去；于

家长而言，放下说教的威严，保持平等

的朋友心态，站在儿童的立场倾听他们

的‘小幼稚’‘小烦恼’，把孩子紧紧地

‘攥’在自己身边。”正如侯科顶所说，为

了把学生拉出深陷网络游戏的泥淖，目

前广大中小学都采取了教师教育和家

长引导双管齐下的方法。

杭州滨兴学校教师姚贺国说，自己

也曾深受沉迷游戏之害，因此他格外能

理解网瘾学生的心情。“我的经历让我

明白，对网络游戏的沉迷是因为现实世

界的空虚，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找

寻不到自我存在感，无法与真实生活建

立有效连接，那么网络娱乐必将避无可

避。”姚贺国说，他一方面通过陪学生谈

心的方式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另一方

面通过各种各样的班级活动激发他们

体验感受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最为关

键的还是要取得家长的配合，通过真实

世界的温暖陪伴，帮助他们摆脱网络沉

迷的虚幻控制。”

江山实验小学新生入学前，教师就

有意识地在家访中了解学生上网玩游

戏的情况，及时与家长达成共识，引导

孩子绿色上网。低段班主任利用家校

联系本即时反馈评价，开展阅读马拉松

比赛等，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弱化其

网络游戏热情；中高段则通过开展一些

主题辩论赛，让学生在参与中自然而然

地明辨是非。该校信息教师也会在课

堂上推荐优秀的网站给学生，如迪士

尼中国官网、国家少儿数字图书馆等，

这些新奇又好玩的网站，对学生的吸引

程度不亚于网络游戏。学生既能体会

到闯关成功的乐趣，也能获得许多课外

知识。如信息教师许玲就推荐了《金山

打字》游戏，由两名学生合作，分别扮演

警察和小偷，如果警察打字速度快，就

追上了小偷，如果警察打字速度慢，小

偷就逃脱了。“这样的分组竞赛，学生玩

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间提高了电脑打

字技能。”

男生王哲（谐音“王者”，取自网络

游戏《王者荣耀》）沉迷网络游戏，被教

师送去了一所游戏学校，在那里他每天

只能打游戏、背攻略，王哲渐渐觉得枯

燥，竟偷偷看起物理课本……这是温州

翔宇中学学生新媒体工作室最近拍摄

的微电影《我就是王者》讲述的故事。

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里面有不少细

节，都是搜集自学生们的真实事例。该

校正在探索将新媒体与教育教学相结

合的方法，其中就包括合理开发网络游

戏教学资源。工作室负责人、指导教师

王莉告诉记者，现在年轻家长居多，常

常不自觉地在孩子面前玩游戏，孩子耳

濡目染，自然容易对游戏上瘾。“我们把

身边的故事拍成微电影或编排成话剧

之后，不仅能引发学生思考，也能使家

长受到启发，正视自己的问题，这比零

散的班会、讲座形式更有效。”

青少年沉迷网游怎么治？

□本报通讯员 夏 娟 郑长军
王 博

一位教师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

孩，带领一群学生在操场上弯弯腰、踢

踢腿、齐步走……在宁波市鄞州区塘溪

镇第二中心小学，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

幅温暖的画面。这位教师是该校的体

育教师叶挺，小男孩是三年级学生小泽

（化名）。

小泽今年10岁，因患脊髓灰质炎，

下半身缺乏力量支撑。2017年，为让

儿子能够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享受学习

生活，妈妈朱女士将他送到塘溪镇第二

中心小学。至此，他与叶挺开启了一段

特殊的师生情。

“小泽，今天要不要我来抱啦？”每

次上体育课，叶挺都会提前去班里接，

再把小泽抱到操场上。这句话一问，就

是两年多；一抱，也是两年多。

“这孩子平时走路需要扶墙，但人很

乐观，总想着去外面参加活动。”叶挺说，

体育课上，其他孩子能跑能跳，走得飞

快，小泽根本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叶挺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决定抱着小泽上体

育课。小泽的下半身力量不够，不好背，

肚子也有点大，一压就会喊疼。叶挺要

抱着小泽上体育课，还要管理班级其他

学生，确实很考验人。叶挺慢慢摸索，最

终找到了让小泽最舒适的姿势——用让

他双腿垂下的方法抱着他上体育课。

课堂上，如何让小泽融入其他学生

的活动？叶挺为此绞尽脑汁。互动性

强的游戏，小泽不能参加，但他又很喜

欢课外活动。为让小泽参加班里的体

育活动，叶挺萌发了让他参加足球运动

的想法。“我们班的足球课与其他班的

足球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小泽是守门

员的‘常驻嘉宾’。”叶挺说，因为小泽无

法正常站立，特意为他留了一个坐在草

坪上的足球守门员位置。

付出终有回报。如今的小泽性格

开朗乐观，身体情况也有所好转。因为经

常参加体育活动，对小泽的肢体康复起到

了促进作用，现在他可以在室内慢慢地挪

步了。更让人欣慰的是，在一次次的足球

运动中，小泽和同学们互相配合，抗挫折

和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建兰中学
成立首个5G校园科学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5G时代来临，信息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

响越来越显著。当5G牵手校园，会给师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11月

12日下午，杭州市建兰中学携手杭州移动，打造5G全覆盖智慧化校园，

成立首个5G校园科学实验室，学校也同时成为杭州移动“5G+智慧校

园”示范基地。

建兰中学一直走在智慧教育的前沿。今年9月，该校在杭州·云栖大

会上正式发布了“建兰大脑”，此次通过5G校园科学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

步提升“建兰大脑”的智能化水平，丰富“建兰大脑”的应用场景。5G进校

园后，将给课堂带来美妙变化：VR多媒体课堂使得学生在学校就能实现

滑雪、制作陶瓷、游览世界……以前属于文本的一切不可感知将会形象化、

具体化；5G纸笔课堂实时收集学生的写作内容，直接反馈到“建兰大脑”进

行批改，在数据沉淀后，让反馈信息实现家校互通。5G也将给学生的生活

带来不少便利：电子学生证具有轨迹定位功能，实现短信通话、SOS紧急呼

叫、零钱支付；科学实验室里还能“变”出AR试衣镜、电子笔、全息风扇等，

供学生体验。

本报讯（通讯员 许建萍）“学校禁毒教育氛围浓厚，师生参与度高，方法多样化，很

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日前，义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市教育局监察科和城镇职业技术

学校相关负责人来到东阳市吴宁三中教育集团汉宁校区，参观和交流该校禁毒教育的开

展情况。该校多次被评为“金华市禁毒先进单位”，是金华市唯一一所全国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6·27”工程示范学校。

上一节禁毒教育课、读一本禁毒书籍、看一部禁毒专题教育片、出一期禁毒黑板报、办一

次“珍爱生命，拒绝毒品”演讲比赛……吴宁三中不断构建禁毒教育新模式，夯实主阵地。走

在校园里，随处可见禁毒教育展板、禁毒宣传专栏、学生禁毒作品展等。该校网上禁毒知识竞

赛已做到全员参与，且满分率在20%以上，排名全省第一。

“学校对禁毒宣传一直都很重视，还有专门的禁毒队伍。”集团总校长张大军说，学校

聘请了禁毒辅导员，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开展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家长、社区群众

了解毒品的危害，提高全民禁毒意识，提升抵制毒品能力。

“今后，我们将拓宽教育宣传渠道，利用国旗下讲话、班主任放学前总结等时间加强

禁毒教育微课程建设；学校还计划专门挪出一个场馆，开辟禁毒教育基地，让学生系统地

认识和了解毒品的危害。”张大军说，学校还会继续加强家校合作，让师生、家长一同参与

到禁毒工作中来，培育“人人都是禁毒工作者”的良好环境，织好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毒品预防安全网。

建德市杨村桥镇是当地有名的草莓小镇。
杨村桥中心小学在校园内开辟了“草莓园”，让学
生体验亲手栽培草莓。图为学校邀请当地莓农
为学生作指导。

（本报通讯员 吕 刚 潘伟松 摄）

“三位一体”织好禁毒教育网

超暖，抱着身残学生来上体育课

近日，湖州市社会心理学会的12位志愿者
讲师来到该市仁皇山小学，为一年级学生开展了
一堂以“爱护我们的身体”为主题的儿童防性侵
知识课。围绕认识自己的身体、分辨和防范性
侵、遇到性侵时该怎么做等内容，通过提问、举
例、玩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防范意识。

（本报通讯员 王赞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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