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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和军
目 前 学 校 实 行 晚

托，学生在校时间延长，

在教室的时间变多。假

如每个教师再去候课，

如何保证学生拥有完整

的课间十分钟？表面上

看，候课有利于学生做

好课前准备、能更快集

中注意力，以进入下一

节课，但是如果连课间

都没有休息好，如何保

证听好课？因此，我觉

得没有必要候课，关键

是要让学生养成课前准

备的习惯。教师准时进

入教室，喊“上课”，师生

互致问候的环节就是提

醒学生收心的过程。

zmh3652
教师能提前到教室

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师

生交流，特别是方便为

学生答疑。

我一般都是提前进

教室，如果学生没问题，

就和学生聊聊天，冬天

一起在走廊上晒晒太

阳。如果是两个班级连

着上课，我一般是这个

班下了课，就直接去下

一个班。一名教师的教

学质量如何，业务水平是

一个方面，能走进学生心

里是更重要的一面。

小监视器
对 学 生 的 养 成 教

育，不能总以多管、什么

都管的方式进行，这样

会让学生觉得处处受束

缚。上课铃声响起后，

学生迅速进教室，教师

进行及时静心的引导和

养成教育，这种方式更

为积极有效。候课没必

要，当然，偶尔一两次的

候课也未尝不可。

张祖平
主动去教室里候课的，往往是想尽办法

帮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的教师。这些教师或

许受到一部分家长的欢迎。但是，和拖堂一

样，大部分学生是不喜欢这样的教师的。考

分不是教育的唯一。课间十分钟应该足量还

给学生，让他们喝水、如厕、看看窗外的绿树、

做做课前准备、趴在课桌上小睡一会……

还有一种主动去候课的教师是班主

任，他们需要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地宣布各

种信息。现在班主任事情实在太多，给班

主任减减负吧。

力 耕
从以上坊友们的回复看起来，大致分

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但这两种意见的

本质是不冲突的，都是为了圆满完成教学

任务，为学生的正常学习和发展考虑。

一方面，教师候课有很多好处，比如可

以快速梳理教学设计流程，使课堂教学更

加有条理；同时也有助于拉近教师与学生

的距离，使学生养成预习的好习惯，快速进

入学习状态。

另一方面，教师候课也有如下弊病：教

师在课间出现在教室里，无形中给学生增

加了心理上的压力；有的教师过于“认真”，

提前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剥夺了他们休

息调整的时间。

此外，由于选课走班变动教室、场地之

间距离远近等因素，教师候课并不一定能够

达成。如果一项制度不能适应校情学情，就

必然不能长期坚持，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因此，候课制度的制定要从适应学校

现有条件出发，为最大多数的师生利益和

成长着想，做好各方利弊之间的平衡，不能

搞“一刀切”“两张皮”“走过场”，提倡和鼓

励良性候课，并将其落到实处。

□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
吕玉华

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小团队，在这个小团
队中，有各司其职的班干部，有每天认真劳
动的值日生。通过师生沟通，形成师生和生
生间的合作，大家共同完成班级日常事务和
教育活动。

班级信息沟通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有班
级公告栏展示、教师亲自宣布、学生帮助传话
等多种渠道，但总还是有一些学生的理解力
不足、参与感不强，导致信息的漏读或误读。

为此，笔者尝试在班级中设立广播员职
位，发布的信息包括班级内部的消息、代班
主任或任课教师发布的消息、学校近期活动
开展情况等。

此举对整个班集体起到多方面的正向
促进作用。

一是宣传沟通更便捷。
广播时间可设在晨会时间或放学前的整

理活动时间，需要全班学生在场收听广播。
班级的一些公告或近期须知，直接交给广播
员去发布，任务明确，不会疏漏。广播员让
班级学生及时了解校情班情，在班主任、任
课教师与本班学生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二是引导舆论更正确。
一个班集体有时就像是一个微型社会，

一定会形成班级自己的舆论导向。广播员
借助广播内容，就能形成舆论话题，正确引
导班级舆论。比如，当班级中发生的事情能
体现正能量，广播员要及时宣传，弘扬正气；
当班级中出现不良现象时，广播员要及时披
露并批评。学生同伴共同监督，互相促进，
班级风气会越来越好。

三是提升能力进步快。
对学生个人来说，班级广播员工作可以

提升个人多方面的能力，而且进步很快。担
任这一职务的学生大多认真投入，观察班级
动态，分析问题本质，沟通能力、演讲能力日
有进益。当然，这个岗位可以由教师推荐
人选，也可让学生轮流担任。

四是主人翁意识更强烈。
广播内容都来自班级，与班级中的每个

人密切相关，所以大家都很关心。每个学生
都可以供稿给广播员，因此他们的主人翁意
识空前强烈。学
生在写稿的过程
中也锻炼了观察
能力、辨析能力
和写作能力。

□江山市峡口小学 姜 玲

数字技术可以提供更多、更丰富

的教学资源，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和

管理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课程内容，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

力。下面就以人教版四年级下册《颐

和园》为例，来粗浅地谈谈如何适时使

用课件以促进语文课“三味”。

一、文化味
语文是甜的，我努力引领学生细

细地咀嚼语言，把语文课上出浓郁的

文化味。

语文教师要把学到的知识融入教

学过程中，把课文本身所蕴含的生命

形态、情感意识、道德情操、文化要义

有机转化为个体的审美体验。

《颐和园》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之

一是，在使学生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

同时，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熏

陶。于是我在教学设计中杜绝浮华，

删繁就简，融听、说、读、写为一体。如

上课伊始，以诗的形式出示7句话：

“她，构思巧妙，建筑精致。她身上能

找到全国各地有名的园林影子。她有

‘皇家园林博物馆’之称。她被誉为

‘世界文明的有力象征’。她是中国的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她拥有的长廊还

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她就是位于

北京西郊的颐和园。”

“把你写字的手高高举起……”我

一边说着“颐”字的笔顺，一边放映出

颐和园的大门，在舒缓的丝竹音乐中，

枯燥呆板的课堂呈现出声情并茂、意

蕴盎然的文化气息。

二、人情味
我用多媒体课件寓情于境的方法，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悟到作者用词

表达之精妙。语文课应该让浓浓的人

情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学会体

味生活。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老师暑假去北京，还专门拍了几

张颐和园长廊楣子上的彩画，一起来

看看。”出示彩画并播放丝竹音乐后，

我让学生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假如

你此时就置身在长廊之中，微风从昆

明湖上徐徐吹来，那些美丽的彩画就

展现在你的眼前，你有什么感觉呢？”

学生们发出阵阵惊叹声，有的学

生说：“似乎把我带到童话世界、人间

天堂。”

我激动地说：“是呀，漫步其间，会

产生一种‘人在廊中走，神在画中游’

的感觉，你能把这种感觉读出来吗？”

我知道，此时学生已经体会到课

文语言所描述的颐和园景色，教学中

的一些重难点也迎刃而解。

三、儿童味
课堂是塑造学生语文能力的启蒙

场所，也是激发他们快乐与梦想的主

阵地。要在语文课上体现儿童味，就

需要关注儿童的需求、特点和发展阶

段，把更多的童趣融入到课件中，唤醒

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好，让我们来一次集体旅游，

走进颐和园。请游客们一边游玩，

一边看屏幕，圈出导游重点带我们

游览的景点。”本节课用导游式的师

生共读，引领学生寻找关键句段，理

清作者思路。

请学生读第2节的第1句后，我

说：“我想问问大家，导游刚才带我们

游览了什么地方？”

学生回答后，我又说：“刚才那位

导游介绍得很好。但我想，他很累了，

是不是换个导游继续行程？”然后，我

指名另一个学生继续读课文，并适时

问学生刚才“游”了什么地方。

在有滋有味的语文课堂里，教师

是思想引领者、总导演，最坎坷的路

让学生去走，最美的图画让学生去

画，最精彩的戏让学生去演。这样的

语文课会让学生始终对学习表现出

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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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从容的，沸腾

着……”一首《和光同尘》（电视剧《大江大

河》主题歌）由天籁般的童声合唱演绎，揭

开了一场教育研究成果论证会的序幕。

谁能想到，3年前，这些学生大多曾自

卑、封闭、孤独；而且他们也患上了很多都

市孩子的“病症”——丢失了运动和劳动

的机能，阻断了与泥土接触的机会。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3年后的今天，同

样是这一群学生，能大方而自信地站在陌

生的客人面前，用多个声部合唱、展示非

遗手工作品、自主开会讨论事务、用

SketchUp搭建3D模型……

这里是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中心小

学，一所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乡村学校。

近日，学校请来多位专家进行“乡土大课

堂”省级课题论证，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采访。

一
萧山教育十大片区中的南片位于会

稽山北麓，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教育态势

在全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2020年，浙江省特级教师郑巍巍来

到被她称为“河上小学堂”的河上镇中心

小学担任校长，率先在南片实施了乡村教

育综合改革。

学生俞梦瑶的妈妈回忆：“很远，我就

看到有一位老师站在校门口，向每一个进

校的学生说‘早上好’。我问孩子，‘这是新

来的老师吗？’孩子不知道。我在心里想，

太好了，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教师。”

那是9月1日开学第一天，郑巍巍给学

生和家长留下的印象是：端庄、亲和、敬业。

然而，上任不久，她就遇到了难题。

当然，如果不想改革就不会有难题，虽然

难题的出现在她的预期之内，但是难度超

出了她的预期。

一所学校最难改的是人心。“镇上30

多岁、40多岁的人回到家就是刷视频，没

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就一直待在自

己的舒适区。”俞梦瑶妈妈说的是家长，可

教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阅读学习、教学研讨、总结反思、课程

设计、活动设计、家校合作、个人规划……

优质学校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常规做法，农

村教师闻所未闻，当然也就不能理解——

“把课上好、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已经够累

了。”很多教师在私底下抱怨：“上级‘空降’

了一位校长，却带给咱们这么多任务和要

求，而且做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无用功。”

二
郑巍巍认为，要改变一所学校一定要

从文化入手。而学校文化分为三个层级：

首先是表层文化，包括校园环境以及各种

活动，这是能被人看到的，同时也很容易

被人复制；其次是中层文化，包括学校的

制度、团队、课程，需要管理者投入一定的

时间、精力和智慧；最后是深层文化，也就

是办学理念，看不见却影响深远。

郑巍巍说，她将《第二曲线创新》作为

床头书，思考着教育理念的自我迭代。

2007年，她在宁波市北仑区淮河小学开

展“儿童可能性”教育，那所学校的学生大

多是外来务工者子女；今天，在河上小学堂

她要为隔代教育下的乡村孩子造梦。她要

为他们“打开一片天空”。

在淮河小学，她为学生打造了一座

“阳光城”；而在河上小学堂，她把学生的

综合实践课堂命名为“天空之城”。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毕诚指

出，“上世纪就有很多教育家如陶行知、晏

阳初、梁漱溟等，他们在做乡村教育时有

一个共同的观念：中国的文化之本在乡

村”。因此，他很赞赏像郑巍巍这样教育

家型的校长扎根乡村。

然而，郑巍巍觉得“此乡村非彼乡村”，

在当今乡村振兴和教育共富的背景下，乡村

学校有责任培养具备大国公民意识的学生。

“在新时代，乡村学校应该培养什么

样的人？”郑巍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仅要能“向下扎根”，还要“向上生

长”；不仅要能“走出去”，还要愿意“留下

来”；不仅眼里要有小学堂、家乡的小河，

还要有大胸怀、大格局。正像《和光同尘》

歌中所唱的那样：“宽广的大河，来自八方

汇聚的小溪；奔腾向前的大江，来自高山

的哺育……”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才能

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集聚更大的力量。

三
“今天的学生应该以怎样的形态来学

习？”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综合部主任方

凌雁给出了确定的答案，“不是强调知识

的传授，而是把学生的问题转化成课题，

在项目研究中串联学科知识，让学生在做

中学，在解决问题中培养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以应对他们成人之后

世界的不确定性。”

郑巍巍作为综合实践学科的浙江省

特级教师，所擅长的正是以项目化学习的

方式帮助学生提升多元能力。自然而然

地，她将眼光锁定在了河上镇的10多项

市、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

学校的围墙打破了，课堂的范围扩大

了。镇上的徐同泰酱油铺、萧山科举文化

馆、萧山抗战纪念馆等，成为学生常去的

游学打卡地。

“小学堂，大课堂”，不仅“出得去”，还

要“进得来”。河上板龙、甑山庙会、联发

马灯、紫霞河灯、东山背马纸罗伞、西山红

石篆刻、河上桔红糕……这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不是进入了学生的拓展性活动课

程，就是以白描或油画墙绘的形式展现在

校园里。

小学堂不仅是校内和校外的联结点，

也成了过去与未来的联结点。

郑巍巍在一扇白色的门前驻足，让来

访者观看门上线描的“宇航员”。她告诉

记者，很多学生把这幅肖像叫作“未来的

人类”。推门而入，这个房间的天花板、地

板和四壁都笼罩在动态投影图像之中。

书法、花卉、名画……各种图案在墙上、桌

上、人的身上流动，而且通过数字交互技

术，访客可以用手势使图案产生变化。

副校长戴红介绍，这个小小的沉浸式

空间竟然包含了20多种课程。

一名女生向记者演示了怎样用平板

控制“小飞”机器人，假如预制的指令不够

用，她还能直接上电脑，用Scratch编程语

言添加指令。她说，学校目前一共拥有30

台“小飞”。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已有不少学校引

入了这样的人工智能课程，但别忘了一个

前提——这是一所小学，而且位于乡村。

数字化教育对于乡村学校的意义就在于：

它可能是得以连通世界、连通未来的唯一

路径。

四
“你看那盛放的花儿，来自期盼的种

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3

年来，河上小学堂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校史陈列室里“第一名”的奖状奖杯越

来越多。更神奇的是，学生的成绩并没有

因“玩”而下降，反而突飞猛进。一场场

“硬仗”打得人不得不服，还破天荒地出现

了生源回流现象。

但就凭着这些乡村教师，河上小学堂

目前已申报了各级科研成果20多项；而

且流动出去的教师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将

河上的理念和方法辐射到全区其他学校。

因此，在这次论证会上，很多专家都

认同：河上小学堂进行的是一次中国乡

村教育的有益探索，为同类学校提供了

一套可复制的经验，展现了一个可借鉴

的样本。

小河流淌着的梦是星辰大海
——河上小学堂乡村教育综合改革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