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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从城

昨晚，听王开东老师讲写作。

王老师讲了一个口香糖的故事。大

意是说，他不小心把口香糖黏在衣服上

了，花了很多时间一点一点挖，还是弄不

干净。最后在网上搜索到一种方法，用鸡

蛋清可以把口香糖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觉得挺神奇的，于是就自己做了一

次实验。傍晚，我买了口香糖，嚼完了粘

到衣服上，真是黏糊糊的，扯不下来。随

后，我打一个鸡蛋，把鸡蛋清倒在口香糖

上，静观其变。

不一会儿，鸡蛋清慢慢凝固，我轻轻

用手一抠，口香糖便脱离了。我第一次知

道，原来鸡蛋清还有这样的妙处！

我忽然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

“努力不是一味埋头苦干，而是用智慧解

决问题。”教育中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利用

“鸡蛋清”的原理。

一
我教一年级时，总有学生忘记带铅笔

或橡皮擦。

怎么整理笔袋、怎么整理书包、怎么

养成自理的习惯，我都一一讲过、强调过，

但每天总有一两个“小马虎”忘带这个，忘

带那个。

我正忙着安排学生写作业、读课文的

时候，总会有一个学生跑上讲台，怯怯地

告诉我：“老师，我没带笔。”

我很生气：“你天天来上学，笔都不带

来，干什么呢？”

他瞪大眼睛望着我，我也只能瞪大眼

睛望着他，“竟无语凝噎”。

我没有多余的铅笔给他，只能帮他

借。但也得有学生肯借，一来一回，浪费

时间，氛围打破，自己还一肚子火。

其实，这火可以消，在教室里准备一

个工具箱即可。

工具箱里有铅笔、橡皮擦、卷笔刀等

物品，每件物品贴有班级标志。学生万一

有东西没带，可以从工具箱借，有借必有

还，问题就解决了。

学生借东西都是自主操作，安安静静

地去拿，安安静静地去还，不打扰其他人，

当然我也不再生气了。

这个储备物资的工具箱，就是化解问

题的“鸡蛋清”。

二
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特别认真的教

师，他们认真的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常

常会加班到晚上十点，甚至凌晨。

他们加班无疑是为了学生，比如改学

生的作文，字字句句都看得很仔细，错别

字要改，病句要指出，内容要调整……每

个地方都不放过，一篇作文批下来，密密

麻麻都是红红的笔迹；批一本，就是大半

天，一边改，一边叹气、抱怨、难受。他们

努力工作的这种状态让人心疼。

我批作文要看两遍。

第一遍是粗略浏览，只是了解一下大

体情况，看看目标达成度如何；第二遍就

仔细过目，寻找亮点，发现共性问题，思考

解决策略。

是的，我只讲共性问题，个别问题要

么面对面交流，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先放过。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好的作文不

是教师改出来的，而是要学生自己慢慢

地悟。

学生唯有从内心深处有方向感和获

得感，方能进步。因此，对一个班级的作

文指导，一定要从共性问题出发，让学生

自己去寻找写作方法。

刚开始，我以为这么做是因为自己

比较懒。有一天读到《王栋生作文教学

笔记》一书，作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让

我喜极而泣：我的“懒”，反而让学生变得

很勤快。

“寻找亮点，解决共性问题”就是我作

文批改的“鸡蛋清”，方便，管用。

我没有看不起那些工作兢兢业业的

教师朋友，而是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一样，

多多寻找和使用“鸡蛋清”。

三
常有家长提出给孩子换座位的要求，

大部分是因为孩子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每当此时，有的教师总是一口回绝家

长：“座位我们都是轮换的，你的孩子不能

搞特殊。”

倒也没错。每周一轮换，在原则面

前，一视同仁，才是公平。

但班主任工作，也需要“鸡蛋清”。

如果家长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一

般会先安抚他们的情绪：“好的，收到。孩

子是什么原因看不清？是电子产品看多

了，还是坐姿不对？在学校我会关注的，

请你们也要多注意这个问题哦。”寻找问

题原因的同时，让家长开展自我反思。

从家长个人角度来说，看不见班级全

貌，只看见自己的孩子，这完全可以理

解。要求所有人都能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这是强人所难。

如果学生上课确实有困难，我会答应家

长换座位的要求。作为教师，在能力范围内

为学生和家长解决问题是理所应当的。

但一周之后，又要轮换座位了，其他

学生也不可能一直坐在后面，需要轮换坐

到前面来。这时，我就要询问学生的眼睛

状况，如果没有好转，就建议家长咨询专

业的眼科医生，看看是佩戴眼镜呢，还是

需要治疗。一切尊重现代医学，教师不要

妄下判断。

不要把力气花在跟家长的争吵上，要

有理解、关心和支持的态度，然后要大家

一起想办法。否则，无论你多么努力，都

不会有人在乎，因为你也不在乎别人，只

能自己默默忧伤。

理解、共情、有效解决问题，就是家校

沟通的“鸡蛋清”。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考验。面对任何

问题，我们都可以先思考，除了使劲“硬

抠”，可以找一找有没有像“鸡蛋清”一样

更好的工具。

翘 楚
学校就是家，学生

就是孩子，教师们怎么

会不想着让学生吃饱

吃好呢？真正的爱，不

用行政命令，一定是自

觉行为。

摆 正 心 态 ，师 生

同 餐 其 乐 融 融 ，意 义

重大。

zmh3652
支 持 师 生 同 餐 。

一是可以增加师生感

情，师生一起吃饭时可

以 聊 聊 学 习 、聊 聊 生

活、聊聊班级；二是无

形中教师参与了中餐

管 理 ，在 教 师 的 示 范

下，学生会好好吃饭，

不挑食，不浪费，做到

光盘；三是吃得让家长

放心，让社会放心。

嘟嘟先生
我们这里早几年

就已经实行师生同餐，

但不同的学段情况是

不一样的。

中学尤其是高中，

学生在窗口排队自己

买菜，这个选择权跟教

师是一样的。

现在关注的“师生同餐”主要是在幼儿

园和小学，即学生吃什么菜，教师也吃一样

的菜，一般是两荤一素，有的学校再加个汤，

教师的分量可以比学生多一点。

师生同餐的初衷是保证学生能够吃好，

这个初心还是不错的。然而我们习惯“一刀

切”，这样管理是方便了，却是不加区分。

比如，如果学校有条件，教师们自掏腰

包，菜品的标准能不能高于学生？

dzh6024205
师生同餐，更应师生同食。学生看着教

师的菜盘里更丰盛，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yhglll
教师陪餐、校长陪餐、局长陪餐……本

质上是在释放校园用餐的安全和营养信号。

傅伟平
师生同餐不是说教师吃的饭菜必须要

和学生一样，初衷是利用制度促使学校、教

师关心学生的吃饭问题——学生有没有吃

饱吃好？许多地方教师的餐费和学生不一

样，实行同餐比较麻烦。另外，即使不同

餐，也不能说明教师不关心学生，或侵占学

生利益。

杨铁金
师生同餐，要弄清几个问题：是同一餐

厅，还是同一餐桌？是同一时空，还是同一菜

品？真正的“同餐”应该是师生同窗口、同菜

品、同餐桌吃饭，体现师生一致，教学同体。

但其中会关系到一些师生同步的细节

问题，如：教师的伙食补贴是月月清，而学生

的餐费一般是学期末结算；教师因工作安

排，经常无法保证与学生同步吃饭；师生年

龄差异较大，中年教师有慢性病需要忌口；

等等。

因此，应该因校制宜，尊重师生选择。

龙泉许东宝
和教师一起吃饭，学生应该是高兴的。

很多时候，想见教师一面也难。课堂上有纪

律，不能跟教师聊天；下了课，教师也很忙。

而且，见了面，学生也放不开，很难聊出心里

话。师生同餐，给了师生一个机会，对促进

师生关系，解决德育问题很有帮助。

师生共餐，最主要是公平、公开。教师

吃跟学生一样的饭菜，是对食堂工作的监

督，教师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了什么想法，

可以及时给食堂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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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教师候课，你怎么看？

教育需要更多“鸡蛋清”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新湖校区
蒋 孝

开学伊始，我按照惯例，早早地排好班级值
日表。紫葡萄队、西瓜队、橙子队、苹果队、梨子
队……各队人数、队员工作固定，按周轮流值
日，周而复始。

可没想到，或许是因为学生们进入二年级，缺
少了一年级时那种新鲜劲和干劲，在一年级实行
得畅通无阻的“分组劳动法”，在二年级瞬间失效。

常有小组长跑来“告状”：某人不做值日就
去玩啦，某人厌倦想换岗位啦，某人抱怨工作
分配不公平啦，某几个组员工作懈怠啦，不一
而足。

劳动是学生们成长成才的必修课，这样下
去可不行。

有一天，临时需要一个学生拖地，我在班里
问：“谁能帮忙拖地？”出乎意料，几乎全班学生
都高高举起了手，一副抢着干的架势。

难道抢着做的工作才有趣？我忽然想到，
平时的劳动任务是定死的，一点变通的余地也
没有，学生没有了自主的空间，也就没有了新
鲜劲。

我在网上定制了一批印有学生姓名的磁
贴，按照学号排列在教室前面的小磁板上。小
磁板的另一半贴上一份劳动表格，每天的工作
都打印在表格中，比如打扫教室过道、倒垃圾
等，一共8项。每一项的下方都有一个空格。
学生们每天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将自己的姓
名贴填入对应的空格中。

8项任务选完即止，第二天再由劳动组长把
表格清空，让学生们重新选择。

新的办法一经颁布，立刻在班里引起轰
动。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想“抢单”，常常早读还
没开始，任务已经选完了。

因为是自己选择的工作，学生们干起活来
劲头很足，效率很高。一时间，教室里窗明几
净，地上纤尘不染。

这下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万万没料
到，过了一段时间，新的问题冒了出来。

原来，有的学生离家近，每天早到，总能优
先选择任务，晚来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贴
满的表格唉声叹气；还有个别不爱劳动的学生，
大可以“解放双手”，当“甩手掌柜”。

于是，我又改进了劳动规则：每个学生每周
工作不超过两次，由劳动组长统计，按月择优颁
发“劳动奖章”。

那些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表格中的学生，则
由劳动组长负责提醒、动员、鼓励。

从此，我再没
有 听 到 小 组 长 的

“告状”声。学生们
的 劳 动 状 态 更 积
极，劳动习惯更好，
教室环境也更整洁
清爽了。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
胡 莎

我执教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

册第八课第一框《公平正义的价

值》，在讲到公平的意义时，运用了

山东省冠县农家女被冒名顶替失

去上大学机会的案例。

讲完之后，我问学生：“如果有

特权，你会不会使用？”

小卢上课很认真，也很有自己

的想法，喜欢回答问题。他回答：

“如果我有特权，我肯定会用。”

我立马追问：“如果你的特权

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呢？”

小卢回答：“别人受到的伤害，

关我何事？”

小卢只看到特权的便利性，而

没有看到特权对公平秩序的破坏，

也没有看到公平的环境对个人的

重要性。

“假设你有特权，特权之上还

有更大的特权，权权相逼，层层压

迫，这与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有何

区别？”

小卢回答：“社会就是弱肉强

食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一个

蓝翔技校的学生去面试，企业会要

谁，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一部分学生开始附和小卢。

我知道小卢直话直说，他的父

母是体力劳动者，从小给小卢灌输

的思想就是好好学习，摆脱劳碌

命。学习好，以后就能轻松赚钱；

学不好，只能一辈子给人打工，甚

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继续与他在课堂上辩论，会耽

误整节课，我就让小卢先坐下。

下课后，我去找小卢谈心。针

对他上课时的发言，表扬他善于联

系生活实际来回答问题；针对他被

灌输的“弱肉强食”的思想，我指

出：“你只看到了世界的一小部分、

一个方面。”

“公平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

高考制度就是非常公平的选拔制

度。哪怕你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国

家现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即使只

是在工厂里拧螺丝，也能逐步通过

劳动得到认可。”

随后，我专门设计了一堂班队

课，介绍浙江省的职业教育。

课堂上引入了新的时事内

容：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00后小

伙马宏达，夺得第46届世界技能

大赛特别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

目”冠军。

紧接着，在我校5月份的劳动

实践中，我又带领一队学生去职业

学校参观。

这次参观也改变了我对职高

的看法。职高的校园并不是平平

无奇的，相反，它比一般的校园环

境要丰富得多，有各种专业训练

教室，比如训练物流技术的VR教

室，也有训练中医推拿针灸的教

室等。

学生的体验和收获也很多，他们

知道了，职业高中也可以参加高考，

也可以在今后的人生中大放异彩。

第三节课，我让学生分享，重

新谈“社会是否公平”这个话题。

很多学生说：“虽然社会上存在着

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国家在努力创

造平等的生存环境。”

我又问：“你觉得在公平的环

境中，特权会存在吗？”

学生们都说：我们应该反对特

权，特权会损害大家的利益，破坏

公平的环境。

最后我总结：“重文化轻技术

的局面正在扭转，技术人才已经纳

入人才考核体系，考试并不是唯一

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式。但努力学

习仍是终身大事，我们只有相信公

平，维护公平，通过不断学习，才能

让自己这颗金子发光。”

公平的环境要靠每个人来维护

近日，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探‘影’戏剧，享‘玩’乐趣”主题活动。幼儿们在家长志愿者的带领
下，了解皮影戏的起源和制作，被皮影戏中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深深吸引。在欢快的音乐中，“孙悟空
大闹天宫”引得台下掌声不断。接着，幼儿们迫不及待地挑选自己喜欢的皮影人偶参与表演，充分感受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摄）

劳动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