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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无 定 法

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第

招
323

□朱华贤

我的书柜里有3本别人新赠的书：一

本名为《另一只眼看课堂》，作者李国良，

是一位农村小学校长，书由延边大学出

版社出版，我掂了掂，有些厚重；一本是

《激扬的水花》，作者俞玲玲，是一位城区

教师，曾获得杭州市优秀班主任称号，书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本书的作

者为朱雪晴，是当地名校的副校长，书名

叫作《走，我们去找好教育》，由湖北教育

出版社出版。

翻看这3本书，蓦然间，我有一种感

觉：难道是教师写书出书的春天来了？

对于一些大咖来说，出书是小菜一

碟，出版社会争抢着要出他们的书；而对

于中小学一线教师而言，出一本书谈何

容易？我也曾经“侍弄”过几本所谓的

“书”，尝尽了这过程中的甜酸苦辣。

既然不容易，为什么还要出呢？

为名？媒体对此没兴趣，这几位作

者在当地教育系统小有名气，出书并不

能使他们更加扬名，书出没出，对他们的

工作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

为利？这类书的读者仅限于当地教

师，印数也就两三千册而已，畅销的可能

性近乎为零，而成本则至少要3万元，书

的去向主要是赠送同行和朋友。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想出书呢？这

成了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封面颜色来看，这3本书分别是深

蓝、靛蓝、浅绿，总之并不抢眼。这说明

他们一开始就对销售没抱多大期望值。

我豁然开朗：思想之树常绿。“一本

好书源于思想，一瓶好酒源于匠心。”这

曾是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语。没有思想

的书，就是语言垃圾，就是一堆废纸。

一本好书的背后，是一名良师，必定

对教育有自己的思考，必定有一些独创

性的探索。

作者把这种思考和探索系统地梳

理一番，整理出来，形成规范的文本形

式，变成能够直接触摸、长久保存的物

质载体——书。我想，这大概就是作者

的初衷。

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哪怕怎

样起早贪黑，教一辈子的书，还是在原地

踏步。有些教师就是这样，教着教着，感

觉自己越来越不会教，学生的意见也越

来越多。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独立思

考，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的教

育教学模式和风格。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3本书的作

者我都熟悉，他们的教龄都在30年左

右，平时的教学风格鲜明、特色显著。如

果不梳理、不总结宝贵的经验，他们总觉

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喜爱的职业，

也无法更好地眺望未来、继续前行。

这些年，教师待遇日见其涨，有房有

车也不稀罕，自掏腰包出书，经济上也完

全能承受。只要家人支持，有何不可？

因此，我不认为教师自费出书一定

是出于功利，追求功利也未必是作者的

真实意图。仔细想一想，一个没有思考

没有特色的教师会考虑出书吗？一个不

打算在教育事业上继续有所作为的人会

考虑出书吗？

帕斯卡尔曾说，人是一根有思想

的芦苇。意思是说，人的肉体像芦苇

一样很脆弱，一旦赋予了思想，就会力

量倍增。

教师不仅要授人以知识，还要给人

以力量，思想启蒙尤其重要。假如教师

自己没有多少思想，是不可能引领学生

产生思想火花的。

那么，教师的先进思想从何处来？

一是学习，与时代同步；二是实践，在大

胆的实践中不断磨砺思想。写作就是一

个艰难磨砺的过程，从写文章到著书，不

只是量的增多，往往是质的飞跃。

平时思考的吉光片羽，是散珠；当把

它们串成项链，整理成一本书，就升华成

了一个思想系统，变得非常有意义。

孔子“述而不作”，一是因为他忙着

“信而好古”，实现他“克己复礼”的政

治主张；二是因为在2000多年前，出书

比今天更为不易，一刀一刀地在竹简上

镂刻何其艰难，哪像我们现在用键盘和

鼠标就可以完成。

孔子没有“作”，但有他的弟子们在

帮他“记”。不然，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论

语》，孔子的思想也就不能光照今人。

拿孔子做例子，一线教师可能会觉

得太高山仰止了，而且孔子的学说也不

是每一句都适合今天的时代。但一线教

师要学会发光，太阳的光是光，星星的光

是光，萤火虫的光也是光。千百只萤火

虫聚焦起来，能照亮屋子一隅，或许还能

照亮一方山野。

当然，我并不是倡导一线教师个个

都争取著书立说，我尤其不主张通过出

版社正式渠道出书，这并不现实。教师

应以教书为要务，以“述”为主业，继承

“先师”孔子的教育传统。

我主张的

其实是：教师

除了“述”，也

应该有“作”，

努力腾出时间

写一写。

因为，思

考让人活跃，

让人年轻，思

想 的 高 度 决

定 着 行 走 的

距离。

作业“熔断”
□绍兴市蕺山小学教育集团
骆海燕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如何落

实“双减”要求，成为学校思考的重要

课题。我校教师认为，要“统筹作业

内容与类型”，但部分学生仍因各种

原因，无法顺利完成作业。针对这一

问题，我校经过研究，制定了“作业

‘熔断’”机制。

我校“作业公示”制度规定：“小

学生睡眠时间应在10小时左右。若

因作业量、作业难度、学生生病等情

况无法完成作业，可由家长通过书面

说明、电话沟通、网络留言等方式告

知任课教师或班主任，停止完成作

业。事后可以视情况免做，或以降低

要求、延迟上交等方式处理。”

2021年10月26日晚，书圣校区

五（1）班班主任俞亚彬收到家长留

言：“老师，今天我家女儿作业可能来

不及做，我让她先睡，能不能明后天

有空的时候再补？”

由于那段时间学校组织学生外

出活动频繁，学生回家后感到疲惫，

没有精神完成作业。俞亚彬根据情

况，果断执行了“作业‘熔断’”。

类似这样的案例虽是少数，但

仍客观存在。“熔断”，是停止，更是

保护，制度一推出，受到许多家长的

好评。

那么，学生又是怎么看的呢？迪

荡校区五（10）班袁佳妍认为：“（作业

‘熔断’）这个办法减轻了我的学习压

力，也保证了我的睡眠时间。”

在书圣校区三（5）班班主任陈

诗琪看来：“作业允许免做、降低要

求、延迟完成，具有现实意义。这样

教师就不会盲目布置作业，而会尽

量精简内容、协调各科、控制时长，

保证学生在一小时的书面作业时间

中，学得高效。”

六（3）班胡清源家长则表示：“现

在如果孩子到晚上9点还没有完成

作业，我会及时向班主任申请免做或

者延后，以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

那么，会不会有学生为了不做

作业而滥用“熔断”呢？在该班周子

喆妈妈看来，作业并不能“一‘熔’了

事”：“这一机制只是为学生提供一

个缓冲，作为家长，要明确自己的孩

子是因为什么不能完成作业，是主

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孩子

自身习惯欠佳，要一起帮助孩子反

省和改进。”

六（4）班邱天妈妈感到：“六年级

学生已经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这一

机制赋予了孩子自主管理的空间，给

了 孩 子 安

排 学 习 的

主动权，可

以 提 升 孩

子 的 学 习

内驱力。”

池沙洲（楼主）
这是“求智书友会”好书

共读活动中的一道思考题：

学生有学习自主性是教师们

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但这种

状态难以实现的主要障碍是

什么？是教师不能充分信

任学生，还是学生确实达不

到自主的要求？

采菊东篱
这是大家追求的一种理

想状态，只是极少部分人能

达到。要看教师的引领和指

导，关键是使学生形成内在

驱动力。

不说学生，单说成年人

（这里特指教师）的学习自主

性都堪忧。

举3个例子：

一、池老师的《师匠之

美》共读活动，抢书时似乎人

很多，但参与坚持打卡的不

多（不能肯定没有参与本次

学习）。

二、很多网络直播活动，

如2021年第三届全国统编小

学语文教科书课例教学观摩

交流活动，我所接触到的朋

友中参与听课的很少。

三、平时不看报，但每年

《浙江教育报》刊登参赛论文

标识时，很多人都会来找我

要一份。

言传身教很难，达成学

生的自主性学习更难。

带 鱼
说真的，教师有学习自

主性的也不多，就像这个群，

每 天 读 书 打 卡 的 30% 都 不

到。所以千万不要去要求学

生自主性啥的，大多数学生

还真的是靠教师和家长逼出

来的。

澥幼陈丹丹

对于学生而言，自主性其实是非常高的

要求，必须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主动学习的

能力，还有坚持学习的能力。这几项能力别

说是学生，哪怕是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也不

一定能全部拥有。

也正是因为学习自主性的难度比较高，

教师自然会对学生的自主学习产生一些担

忧，去指导学生，这样一来，学生的自主性更

加无法保持。

诺 爸
我带的新班级叫“自觉中队”，口号是：

“打理每一天，而不是打发每一天。”“站起来

的次数永远比倒下的多一次，就是坚持。”

近 4 个月来，学生有良性的发展，尤其

是在“自觉”方面。

我觉得要实现自觉，至少需要3个条件：

第一，教师要相信学生。不急于求成，

不一刀切，要学会“等”。

第二，教师要看清学生。看清学生的兴

趣点，学生对感兴趣的事一定会自觉去做，

教师需要做的仅是肯定和鼓励。

第三，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无到有难，

从有到优易。教师要引导学生发展个性和

特长，兼顾学习，学生就易于接受。

做到上面 3 条，一定能成功或接近成

功，学生自觉学习只是时间问题。

沐 芣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最初来自家庭影响，

家长积极上进，做事勤快、严谨，孩子也会养

成一定的自主性。比如在按时完成教师布

置的任务后，学生会给自己安排额外的学习

任务。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也需要教师的培养，

如果我们只给学生“要自主学习”的指令，而

没有配套的程序，学生会一筹莫展。

不同年级有不同的培养方法，比如一年

级，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读课文、读绘本，发现

作业错误主动订正、找教师二次批改。年级

越高，自主学习的任务也会更多。

□衢州市白云学校 兰晓花

好多家长和学生误以为“双减”是

减作业、减学习内容，殊不知“双减”的

实质是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

习，减少教学中师生的无效劳动。如

何达到这一目标呢？让学生乐学。孔

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即是。

根据我30多年的数学教学经验，

让学生喜欢学习数学，除了让他们喜

欢数学教师——这是乐学的外部动

力；更应让学生领悟和欣赏数学的美，

这才是他们乐学数学的内部动力。

数学教师要尽量在有限的课堂时

间里，让学生从数学的美中体验到学

习的乐趣。

一、展现数学的对称美
毕达哥拉斯说：“一切立体图形中

最美的是球，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

是圆。”说的就是圆的对称美，“对称”

是人们最容易领略的数学美感之一。

在生活中，设计师偏爱对称美，而

数学中的对称美是现实世界的再现和

延伸。线段、角、等腰三角形、等边三

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腰梯形、圆

等，都是轴对称图形。教学时，教师可

在课前让学生动手画一画、折一折、剪

一剪，鼓励他们自主发现对称物体的

特征。上课时，教师可以利用课件一

组组演示对称图案，让学生说说生活

中还看到过哪些物体是对称的。在动

手动脑的过程中，学生不断领略数学

的对称美，并产生乐趣，为乐学数学做

好充分的铺垫。

二、领略数学的简洁美
“世事再纷繁，加减乘除算尽；宇

宙虽广大，点线面体全包。”22个字，

把数学如诗的简洁概括得很到位。数

学的简洁能让人更快、更准地把握其

精髓，使其更具通用性。

在教学时，数学教师应该千方百

计地让学生领略数学的简洁美。如在

学生刚学习乘法时，我让学生听写算

式：7+7+7、5+5+5+5、8+8+8+8+8、

20个 9相加……等到 100个 4相加

时，学生不胜其烦：“老师，太长了，写

不完呀！”

这时我就因势利导，引入乘法的

教学，学生就能明白乘法其实就是加

法的简便运算。

还有在循环小数的循环节上加点

的记法，以及其他一些定律、公式等，

让运算由繁到简，让人印象深刻。

三、挖掘数学的奇异美
现在很多小学数学题设计新颖，

突破了原有的规律，数学教师如能及

时挖掘它的奇异美，会为学生提供解

题的动力。

如在学习分数小数互化时，我出

示题组 1/9、2/9、3/9、4/9、5/9、6/9、

7/9、8/9，让学生把它们化成小数。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不难发现，结

果 分 别 是 0.11…、0.22…、0.33…、

0.44…、 0.55…、 0.66…、 0.77…、

0.88…，其小数部分的十分位刚好是

分数的分子，并一直循环下去。

这一奇特现象使学生发现，原来

化小数还可以寻找规律。随后在寻找

完全数的任务中，学生看到原本不相

关的一列数却因数学的特殊性而联系

在一起，从而出现变幻莫测的规律，体

会到数学学习的奥妙无穷。

正如罗素所说：“数学，如果正确

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有至高的

美。”在教学中，数学教师如能依靠美，

引导学生追求美，能让他们摆脱苦学

的束缚，走入乐学的天地。

实
现
学
习
自
主
性
的
主
要
障
碍
是
什
么
？

一线教师自费出书有何不可？

数学学习的本质是感受数学之美

“双减”政策实施后，亲子关系是更融洽，还是更紧张？学生是更快乐，还是更焦虑？近日，金华市湖海塘小学拉
开了嘉年华系列课程展示周活动的帷幕。上个学期，仅六年级学生就围绕“双减”主题，在班级、年级中举行了60余
次辩论赛，邀请浙江师范大学辩论队选手帮助辅导。决赛分为学生、教师、家长3个组别，每组评选出获胜队伍和最佳
辩手。参赛家长以班级为单位报名，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成为“上阵父子兵”，如602班卢泽睿和爸爸卢铭，分
别获得各自组别的最佳辩手称号。卢铭表示，这次的辩论赛给了他一次拉近亲子关系的机会。

（本报通讯员 朱炳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