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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擦小卫士
□临海市白水洋小学 徐华丽

开学后，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听家长说，刚给孩子
买的橡皮擦又不见了，希望教师帮忙找找，教育教育。

我仔细关注了一下，教室里随处可见橡皮擦的身影，
各式各样，有的像口香糖，有的像口红，还有的像西瓜……
课堂上，学生用铅笔戳橡皮擦，导致橡皮擦大多残缺不全，
有的被“摧残”得千疮百孔。课桌上、地面上都是橡皮渣，
学生的手上、袖子上，还有书本的封面上都是黑黑的一片。

我想起一篇文章里提到的“橡皮擦定律”，即从橡皮
擦就可以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看到如此惨不忍睹的场
面，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为让学生正确使用橡皮擦，培养他们良好的听课习
惯，我把使用橡皮擦的情况纳入他们的日常评价，在每周
周评中加上一项“橡皮擦小卫士”的闯关活动。

具体方法是：每人发一块带有姓名的专属橡皮擦，如
果弄丢可凭20个大拇指兑换一块新的。班里会留几块特
殊的橡皮擦，写上“一（1）班公用”，方便忘带或丢失橡皮
擦的学生借用，但需要凭一个大拇指换一次借用机会。
每周五下午评一评班级“橡皮擦小卫士”，评上的学生在
个人“好习惯养成”一栏上加分。

于是，每个学生都收到了礼物——带有自己名字和
爱心的一块橡皮擦。虽然这块橡皮擦并不漂亮，可当学
生们看到上面印有自己的名字时，特别兴奋，如获珍宝，
爱不释手。

我趁热打铁：“同学们，恭喜你们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
橡皮擦，相信你们一定会珍惜这带有特殊标志的橡皮擦。”

看着学生们兴奋的脸庞，我问：“你们知道橡皮擦是
怎么来的吗？”

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我没多说什么，打开一段
准备好的视频。通过观看视频，学生们知道需要先将橡
胶粉碎，与多种物质混合并加热，再将原料冲压到各种形
状的模具里，等它冷却后，橡皮擦才能成型。

看到视频中轰鸣的机器与工人忙碌的身影，学生们
感慨不已，原来橡皮擦到自己手中需要经历这么多道工
序，小小一块橡皮擦来之不易。

我鼓励大家：“希望你们能好好地珍惜它，争当‘橡皮
擦小卫士’。”

看完视频，我又结合网络上搜集的资料，介绍橡皮擦
的其他功能。除了可以擦除字迹，橡皮擦还可以清除皮
包、沙发等皮质品表面的污渍，电路板上的氧化膜，以及
车门上的脚印。

听完我的介绍，学生们瞪大眼睛，满眼惊叹，看着不
起眼的橡皮擦竟然还有这么多功用。

上完班会课，我看到不少学生把手中的专属橡皮擦
像宝贝一样收藏到文具盒中。我感觉他们已迈出胜利的
第一步，相信他们一定会慢慢改掉上课玩橡皮擦的坏习
惯，并合理利用手中的橡皮擦。

不过，一年级的学生终究还小，记得快，忘得也快。
每周五周评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别忘了争当“橡皮擦
小卫士”的闯关活动。

每次奖评他们都特别高兴，拿出橡皮擦左看右看，看
它是否完好，有的跟我解释在什么情况下用过，还说每次
使用都没敢用力擦，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教室里的橡皮渣不见了，
学生的个人卫生也得到了
很大改善。学生们不仅改
掉了玩橡皮擦的毛病，而且
可以不用橡皮擦了，因为他
们写作业的态度更认真了，
书写也更工整了，错误率大
大下降，成绩逐步提升，人
也变得更自信了。

□刘 波

最近，笔者阅读《浙江教育报》刊发

的《教师要写好三篇文章》以及“浙派教

师”微信公众号上的 2023 年度教育教

学论文系列微课推文，深有感触。正如

《教育教学论文怎么写？资深编辑带你

“零基础”入门！》一文中所提到的参评

论文写作要有提前量，至少提前一个学

期，甚至是两个学期。这也说明教师要

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论文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笔者认为，好的论文是做出来的，同

样也是写出来的，这两者是不能顾此失彼

的。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有深入的思考，

并在一定的教育写作水平加持下，才能写

出一篇好的教育教学论文。

很多优秀的校长和教师在实践中的

做法大同小异，但是其中的一些校长和教

师会多走一步，把自己的做法写下来。在

坚持写的过程中，评职评优所需的论文就

水到渠成了。

前不久，笔者听了宁波国家高新区实

验学校校长罗树庚的线下讲座，并读了他

的一本新著《迷恋专业成长：让教育充

满智慧》。正是因为罗树庚在写作上比别

人多走了一步，他不仅成为浙江省特级教

师和正高级教师，也跻身宁波市名校长及

甬派教育管理名家培养对象行列。

尽管教育写作能力是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的一项重要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位教

师都具备这项能力。不会写是能力和方

法问题，而不愿写则是态度问题。态度问

题必须先解决，能力是可以提高的，方法

也是可以改进的。

笔者认为，教师要提高教育写作水

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在积累中构建素材库
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好文章也

要有一定的素材。教育写作素材的积累，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时有意识地收

集自己感兴趣的素材，另一种是为了写一

篇文章专门收集相关素材。前者是“直奔

主题”式，后者则可谓“水涨船高”式。“水涨

船高”式可能更适合教师，因为在写文章的

过程中收集素材，也会激发教师写作的思

路，两者相辅相成，让写作具有可持续性。

素材一方面来源于日常阅读的各类

材料，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平时观点的梳

理。思维的火花稍纵即逝，可以利用手

机的语音速记功能，随时将这些想法记

录下来。

构建素材库可借助云笔记的多端协

同功能。笔者用的是印象笔记软件，所有

资料可以在电脑端、手机端、iPad端同

步。这样，笔者在手机端输入的碎片化思

考，或是在微信上转存的文章，打开电脑

就可以看到。这些素材可以在库中分类

存放，方便写作时调取。

在实践中提高写作力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抱怨自己不会

写的教师，往往平时是不写的，正因为不

写，所以不会写。平时不勤加练习，就想

提高自己的教育写作水平，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教师的教育写作水平有高低，这是

事实。但那些教育写作水平高的教师，

也不是天生就会写文章的，杨一成的文

章《只有坚持写才慢慢学会写》（刊登在

《浙江教育报》2023年2月24日）给出了

最好的答案。

教育写作是非虚构写作，教师的写

作能力是在实践中提高的。教师每年都

会有一些写作实践的机会，比如年度工

作计划、工作小结、读书心得等。从功利

的角度而言，这种日常写作写好了“用

处”不是很大。但任何一篇称得上文章

的文字，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都涉及逻

辑运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如果每

一篇都认真写的话，就是一种有效的写

作训练。

目前，很多学校都在开展读书活动，

要求教师提交读书心得。有些教师随便

从网上下载一些材料拼凑一下应付了事，

这样就白白浪费了一次练笔机会。与此

相反，镇海区不少教师每年认真撰写10

多篇读书心得，通过“啃读挑战”提高教育

写作能力，因此他们的学科教学论文写作

水平提升很快。

在打磨中形成代表作
打好教育写作的基础，不仅要构建素

材库，而且要提高写作力，但仅仅做到这

两点还不够，教师在教育写作上还要定一

个小目标，那就是一年用心写好“三五篇”

文章，形成自己的代表作。

“三五篇”是虚指，教师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一年写几篇；代表作也

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理解，比如短期代表作

或在一段相对较长时间内的代表作，后者

的要求显然要更高一些。

写出一篇文章并不难，但要写好一篇

文章却不容易。用写好代表作的心态，好

好打磨几篇文章，几年坚持下来，就能写

出一篇像样的学科论文，去参加教研部门

组织的论文评比或向相关刊物投稿，应该

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笔者就是按照这三步行走在教育写作

之路上的，正因为有素材库的助力和写作

力的锤炼，每年都能形成一定数量的代表

作。但笔者承

认，自己离完成

高质量的教育代

表作还有一定的

距离，需要继续

努力，深耕实践。

（作者系宁
波市镇海区教育
发展研究院研
训员）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董芳蕾

五班上美术课的纪律一直

不是很好，总有几名学生经反复

提醒后，仍随意大声讲话，一直

不动笔画画。这个学期一开始，

我就跟他们约法三章：上课被教

师警告三次的学生要打扫厕所。

规章一颁布，这个班级的纪律

确实好了一段时间，学生通常在得

到两次警告以后，自我约束会更明

显。而我也小心地使用这个权责，

以提醒为主，不随意警告。

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学生吃

到“红牌”，他们觉得“罚扫厕所”

不会真的执行，课堂纪律又开始

松懈了。

上周的一节美术课，小A被

我警告两次以后，仍不收敛，继

续转头和后桌讲话，一脸无所谓

的样子。

我想了想，终于对小A提出

第三次警告：“你放学后得留下

来打扫厕所。”

我看到小A的眼圈红了起

来，整个人像被雷劈一样震惊，

他没想到这次我会动真格。

放学后，我陪着小A去执行

“惩罚”。他开始找理由：“后排

的同学骂我，我才跟她对骂的。”

我给他冷静分析怎样正确

处理：“第一，如果碰到这样的情

况，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举手告诉

老师；第二，你在被警告两次以

后，没有重视被警告这件事（后

排的学生也被警告了，但她只被

警告了一次）；第三，你是画得较

好的学生，但是这节课你的白纸

上只有几根线条，说明你对课堂

练习不上心。”

他沉默了。我们来到保洁

间，我指导他先冲洗拖把，然后

拧干，再去男厕所拖地。男厕所

不大，我站在过道上等他。他不

情愿地拖起来，但很快就拖好

了。我指给他看地面的反光，让

他补拖不干净的地方。他倒是

爽快地去补拖了几下。

我们又去保洁间冲洗拖把并

拧干。等他洗完手，我问他：“经

过今天这件事，你记住了什么？”

他说：“记住了上课不能违

反纪律，不能随便讲话。”我想，

这次“惩罚”一定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在这件事的发生过程中，我

确实想过打电话给班主任或家

长，但我终究没有按下拨号键，

而是选择陪伴他完成任务，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件事是在美术课

堂上发生的，不需要移交班主

任处理；我也不觉得是学生品

德问题，不需要找家长查问原

因。作为任课教师，一有事情

就去找班主任，那班主任应该去

找谁呢？就算班主任能圆满处

理，也是依靠班主任树立起来的

权威，无关任课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规则建立。

任课教师、班主任、家长只

有明晰自己的权责，才能正确管

理学生，而不是一味“踢皮球”。

其次，打扫厕所不算体罚，

应该属于劳动教育。我们学校

的厕所很小，瓷砖地面很容易

打扫，而且保洁阿姨每天都在

清理。

让学生花5分钟拖一下地，

这种轻松的劳动对于当下被过

度保护的“小主”是一种切身的

体验，教育效果也一定比单纯、

反复的谈话要好。

最后，小A打扫厕所的过程

我全程陪伴，以防止发生不良后

果。比如：学生有可能不愿接受

这一“惩罚”，师生出现僵局；或

学生恶意对待，故意把厕所环境

搞得更脏；甚至发生学生滑倒等

意外事故，学生因此受伤……

当然，事后我跟班主任和家

长都沟通了，但并不是以“投诉”

的态度传达，而是客观交代了事

情发生的经过，表达了我对此事

的想法。

我想，教育除了表扬和赞

赏，也应该有惩戒，但它必须是

在学生可接受的范围内。

童抒雯（楼主）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

的公众号推文《教师过剩、高

校 关 停 ，人 口 如 何 影 响 教

育？》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

中指出，“到2035年全国将有

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

教师过剩，小学教师需求量

过剩较大，初中教师先短缺

后过剩”。

有专家预测，未来的教

育供求关系将会发生两大转

变：一是学校招生困难，面临

关闭、撤并；二是学校转为小

班化教学。

面对这一趋势，您认为

这会对未来教学生态带来什

么影响？

徐如松
到 2035 年，义务教育阶

段教师将过剩 187 万人，这

个 说 法 有 点 危 言 耸 听 ，原

因 如 下 ：一 是 眼 下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教 师 总 量 是 偏 紧

的 ；二 是 教 师 编 制 数 是 动

态 平 衡 的 ，每 年 有 教 师 退

休，也有新教师招聘进来，

就算总数过剩 187 万，均分

到 12 年，每年也不过 15 万；

三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的推进，教师编制一定会

有所增加。

龙泉许东宝
教师真苦，辛辛苦苦教

了一辈子，到最后还面临下

岗的风险。教书育人无上光

荣，希望职能部门能为广大

教师考虑一下，让大家风光、

安全地着陆。

故乡的那棵树
我认为这个消息也许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下的

“ 教 师 热 ”产 生 影 响 ，但 是

影响不会很大。毕竟要到

12 年 以 后 ，况 且 文 章 中 也

已 经 指 出 ，即 使 教 师 人 数

真 的 过 剩 ，也 可 以 通 过 小

班 化 教 学 化 解 ，未 必 会 关

闭学校。

leilei3138
过剩是必然的，也许没有那么快，但迟

早会到来。这是由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等

多重因素决定的。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过

剩的不仅仅是教师这个职业。但也不必惊

慌，总会有解决之道的。

zmh3652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教育走小班

化之路，更能满足人们对美好教育的需求。

俞和军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除了开展

小班化教学，要避免学生过度向城区集中。

赵占云
“12年后教师过剩”是对未来的预测，是

一种居安思危的警示，而不是威胁。其实教

师过剩在不少地区已经显现，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大

量人口涌入城区，致使城区学校超负荷运

行，班额越来越大；而不少乡镇学校师生比

却在不断地降低，很多教师被迫分流到其他

乡镇。若是12年后这种现象在全国铺开了，

那将是一场教师的职场生存危机，必须受到

重视。

张国平
有人调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所谓

“教师热”，热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稳定的

编制。在我看来，学生减少、教师过剩反而

可以优化的结构性问题，不会对“教师热”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

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拍 案 惊 奇

提高教育写作水平“三步走” 如
何
应
对
十
二
年
后
教
师
过
剩
近
二
百
万
？

这次我真的“惩罚”了学生

近日，温州森马协和国际学校举行反校园霸凌活动，通过爱的抱抱、设计T恤、制作反霸凌勋章
和停车牌、自编反霸凌戏剧等形式，倡议师生用行动抵制校园霸凌。图为由学生自主改编和排练的
戏剧《影》，灵感来源于近期真实的校园霸凌事件。 （本报通讯员 潘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