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前表演
□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 吴月斐

期末复习阶段，教师是辛苦的，学生更
辛苦。

下午第二节课铃声响了，我走进教室，
看到学生们很是忙碌，有几个抬眼看我，青
涩的眼神里掩饰不住疲惫。我本打算讲评
一下错误率高的几道题，却看到一个酷爱唱
歌的男生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嘴唇微动，于
是就说：“帆帆，你干脆唱出声来怎样？大家
听你唱完再上课。”

他显然是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以为
我看见他的怪样要批评他，有点吃惊。其他的
学生都打了个激灵，来了精神，起哄起来：“好
好好，来一个。”

教了他们3年，每个人的秉性我都比较清
楚，这个叫帆帆的男生善于表达，不容易怯
场。对于我的邀请，虽然没有先例，他觉得有
点不可思议，但还是马上调整过来，露出笑容。

在学生们的鼓动下，帆帆爽快地站起身
来，清了清嗓子。他歌声嘹亮，演绎完美，学生
们跟着鼓起掌来。

一曲唱罢，学生们困意全无，个个眉开眼
笑，我想现在可以开始讲题了。

我始终认为：教师钻研教法、启迪认知是
必须的，但走进学生的内心，想学生之所想，急
学生之所急，乐学生之所乐，才能深得学生之
心，是更重要的能力。

课堂自然有相应的规则和步骤，但这一
切的前提还是要适合学生。教学有它特有
的节奏。教师有时候放下一些威严，转移一
些目标，“浪费”一些时间，并不意味着走了
弯路。

课堂除了传授知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是营造师生关系，当氛围调适到最合适的程
度，更有利于知识的传递与吸收。

因此，课堂没有标准，只有适合，教师在教
学中实现教育的美好，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长
的喜悦，这就是彼此成就、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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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沙洲

上半年有一部大火的电视剧《繁

花》，导演王家卫沿用了个人化的摄影风

格，营造了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的都市场

景，给观众留下了“这是一部商战剧”的

印象。

也许你不会认同，但从编辑的角度来

看，我觉得这部剧主要讲的是如何写文章。

爷叔在咖啡馆指导汪小姐写检讨

书：“本人汪明珠……重新写！”这是较明

显的例子。

如果说，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程序

驱动着机器运行；那么，人类自然语言

形成的文本，是主导人与人之间的行

为、社会组织运转的基础。病历、合同、

证书、上诉状、请假条……只要文字得到

双方认可，人的关系和行动方针就能确

定下来。

别小瞧一篇文章，哪怕只有千把字，

都有可能推动历史，比如《共产党宣言》

《大宪章》《权利法案》等。无怪乎，中国

历史上第一位文艺评论家曹丕把文章抬

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

汪小姐无论是在编还是下海都逃不

了写文章。写文章的目的是“影响他

人”，包括触动情感、颠覆观念、协调事

务、筹备活动等，让事情朝着公认的美好

目标去发展。

一线教师写的学科论文也是如此。

从表面上看，写论文是为了科研考核或

评职称，但其实这是识别一个教师是否

优秀的手段，论文的原有功能应是——

学术交流。

为了在各级各类论文评选中脱颖而

出，打通科研考核或评职称的路径，很多

教师能够想到的就是以量取胜，以为文

章写得越长越好，案例堆得越多越好。

为了用案例凑字数，一些论文做成

了案例集，甚至从网上将别人的案例粘

为己用；为了“有图有真相”，证明自己真

的实践过，有的论文能塞进数十张照片，

彩色打印成一本摄影集；为了彰显自己

的解题能力，数学论文醉心于“一道题的

N种解法”，硬是把论文编成了偏、难、怪

题的习题集；英语论文也不容错过炫技

的机会，满篇尽是全英文课堂问答，有的

甚至通篇找不出一个汉字……

这些论文貌似专业性、学科性很强，

却失去了本初的意义。

诚然，“案例型合集”也是一线教师

的劳动结晶，至少也经历了一番“上穷碧

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过程，和

“手抄课例”一样也动了脑，于事有补，聊

胜于无，总比捧着手机刷短视频强。

但长此以往，论文质量难上台阶、不

上不下，继而一降再降，直至教师们失去

科研的兴趣和信心。

一个人倘若没有了灵魂，就如同行

尸走肉；一篇文章如果丢掉了灵魂，虽然

不至于那么可怕，但也担不起“大业”“盛

事”的美名，仅仅是一堆乏人问津的文字

块罢了。

电视剧《繁花》第23集掀起了一个小

高潮，起因是一篇绝妙文章。

为拿到上海市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

的一个文本——上市批文，上海服饰公

司与卢百（原型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上演了一场名额争夺战。

卢百背后的南国投，其“资金的支持

接近于无穷大”，按照局外人的推断，胜

负已分。

但服饰公司临时聘请阿宝为承销商

代表，在招股会上“路演”，用一场限时三

分钟的发言力挽狂澜。

意外的结局让南国投大惑不解，也

让服饰公司高层欣喜若狂，深信幕后一

定“有高人指点”。

没猜错，阿宝的背后是爷叔再一次

面授机宜，反复斟酌立意和措辞。但到

底是什么底层逻辑让这篇文字发挥出如

此强大的力量？

首先，阿宝依照爷叔的指示，去服饰

公司调研具体数据，发现公司有70%左右

的员工是原国营工厂的优秀纺织女工。

接着，阿宝跑上海市纺织局，签下意

向书，使服饰公司成为全市下岗工人重

点安置单位。

然后，阿宝就能放手修改原稿中爷

叔认为深度不够的价值观表述——“引

领时尚潮流”。

“决战”之时，阿宝绕开股权结构、财

务指标等对方已占上风的话题，集中火

力于社会热点——下岗工人再就业问

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从上海的“母亲工业”——纺织业

的百年历史开始讲起，讲到纺织业女性

的高贵品质“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懂面

料、懂穿着，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

乐于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理想”。

在公布了服饰公司上市后扩大规模

的计划——“开出更多的连锁门店”后，阿

宝承诺“对人员的吸纳也要成倍地推进”。

同时，他还不忘埋汰一下南国投，

“股票上市不能成为资本游戏，要有实实

在在的产业”，表示“社会给予我们认可，

我们必当承担责任回报”。

这一场演讲触及当时政府与老百姓

共同关注的问题，调动了评委们的情绪，

扭转了已经倾斜的天平。

再联想到我们很多教师写论文，连

篇累牍，尽是同质化的案例；挤掉水分，

干货只剩下一点点。若想文字精练，只

怕字数不保，删去任何一段、一题、一例，

都似剜却心头之肉。

字数似可比作南国投的资金量，如

果“才情”允许，限制放宽，那么“实力”也

可以雄厚到“接近于无穷大”，获奖岂不

如探囊取物？

《繁花》第23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是：一篇文章是否优质，关键要看是否有

正确价值观引领。

阿宝认为“要击败综合实力领先的

卢百，狭路相逢勇者胜”，必须与对手比

一比“社会价值”。

奈何芸芸众生，都是结果论者，包括

与阿宝关系较近的李李，也认为“这与公

司上市无关”。

爷叔的幕后指点，虽不免有“死马当

活马医”的成分，但反映了他的认知：深

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并不是

GDP，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水涨船高。

同理，教育事业追求的目标也不是

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而应是学生的全面

发展。

教育领域曾经有那么多的格言：“以

学生为中心”“让儿童站在舞台的中央”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生活

即教育”“玩中学，学中玩”……

也许，因为年年讲、月月讲，人们对

这些格言逐渐无感、忽略，没有几个人真

信，再有道理也都沦为一时的口号。

也许，很多教师与沉浮商海的李李

一样，以为价值观与行业无关，即社会价

值与资本市场无关，一如教育价值观与

论文学术性无关。

语文教师的研究对象成了文学，过

度解读文本，曲解作家原意，难道是想

成为文学家？数学教师的研究对象成

了习题，一朝解出难题则沾沾自喜，这

是甘于当一个做题家？英语教师的研

究对象成了英语，以平时写字、说话甚

至做梦都不用一个汉字为傲。殊不知，

这也只是英语国家普通人的母语水平，

远远达不到可被称为英语语言学家的

程度……

教师的研究对象是人，是学生，是学

生在学习生活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学

科教育），以及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的

学生（德育）。教师的个人奋斗目标何其

一致，社会也日益形成共识，那就是德高

为师，身正为范，弘扬教育家精神，“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论文不能水，这水分终会是煮青蛙

的“温水”；但论文需要一点点水，那就是

将豆浆凝聚成豆腐的“卤水”——正确的

教育价值观。

童抒雯（楼主）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浙江

一些学校推行“素课日”，即每位

教师每周有一天重新用黑板、粉

笔授课。有教师表示，减少电子

设备的使用，可以保护学生的视

力；而教师在板书的同时，学生

也在思考，可以保护学生的想象

力。也有教师表示，传统授课方

式对教师的基本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池林刚
为回归而回归的话，我感觉

是教育的衰退。多媒体教学和传

统教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

不适合，要看教师选择的结果。

电子白板、实物展台使用多

年，已经成为小学教师（尤其是数

学教师）离不开的教学助手。因

为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适量

的图片、视频和音频能够降低学

习的难度，减轻学习的负担。

吴笔建
大部分教师是熟悉教材和

教学目标的，使用传统的教学手

段也比较熟练，不用多媒体课

件，对上课的影响不会太大。

多媒体是辅助教学的一种

手段，但现在很多教师过分依赖

课件，离开了课件就不知如何上

课，暴露出自身的短板。

俞铁钢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本来

就是教师的舞台。传统的授课

方式有不少优点，师生可以更好

地互动，相较死板的人机互动更

有人情味。再加上现在的教学

用具配备齐全，“素课日”是这个

多媒体教学时代很好的调味剂，

教师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yhglll
无论是备课还是听课的效率，黑板都不如

白板。但凡事过犹不及，教师依赖白板，可能导

致消极备课，甚至人文素养降低，也对学生的视

力产生影响。两者需要结合，不可偏废。

教师回归黑板教学，需要做的教学准备有

很多：了然于胸的课程主线、清晰明确的课堂指

令、精干凝练的记忆要点、高效活泼的课堂组

织、形象可学的示范活动，还有距离更近的师生

关系。

因此，我支持定期小范围组织黑板教学，不

建议作为日常规范。

俞和军
白板不是黑板，只是屏幕；多媒体只是辅

助，而不能代替传统教学。

现在学校一旦停电，很多教师就不会上课

了。为什么？教师很少去钻研教材、研究课堂

了，为什么？因为课件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教

师都成了课件播放员。

声光电的过度刺激会削弱学生的想象力，

让学生失去思考的机会。

龙泉许东宝
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无论走进哪一

所学校、哪一间教室，映入眼帘的都是现代化的

教学设施。

过去为了获取先进设备，教育工作者们费

尽心思；而一旦拥有了这些资源，再想回到那个

仅有“素课”的时代，显然是不可能了。

往昔上“素课”，是由于物质匮乏。除了偶

尔放映一下幻灯片，用蜡版印刷试卷，教学只能

依靠教师个人的讲解。

然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人工智能

必将进入校园，因此在课堂中继续使用多媒体

工具是必要的。

现在的课程门类繁多，学生文化基础厚实，

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需要借助视听辅助工具

来提升教学效果。

当然，信息技术的应用应是恰当的而不是

盲目的，应是真正从学生实际需求出发的，而不

是不加选择的。

□金华市金东区教育体育局
教育中心 江美华

在小学科学《空气占据空间》

公开课上，一名教师按照预设，指

着装满沙子的矿泉水瓶，请一个

学生上台，设法把一块小石子放

进瓶子。

谁知学生不按套路出牌，捏起

小石子就往瓶子里塞，竟硬生生将

其塞进沙子里。当然，瓶子里的沙

子也漏出一些来。

学生的意外之举，让该教师慌

从中来，及时提醒：“不能用力，不

能用力，小石子只能轻轻放。”

最后，在教师的刻意要求下，

该学生重来了一次，终于“成功”地

让小石子停留在沙子表面，让这堂

课的“沙子占据空间”这一概念可

视化。

在很多的课堂上都会出现上

述情形，学生未必会顺着教师的思

路，接着教师的话头，说出教师想

要的答案。

德国诗人歌德曾说：“在一棵

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形状完全相同

的叶子，在一千个人中也很难找到

两个思想感情上完全协调的人。”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当学生的思维和教师的预设不相

符时，很多教师往往满脸不悦地予

以阻止，掐灭学生创新的火花，抹

杀难得的课堂生成点。

反之，如果教师沉着冷静，宽

容对待学生的“调皮举动”，课堂上

是否会呈现另一番情形呢？可能

连教师自己也会为此惊喜。

细想，学生把小石子塞进沙子

里，不是有沙子漏出吗？如果把沙

子换成水，水是不是也会溢出？两

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在教师的追

问下，学生定然也能得出“小石子

占据沙子空间”的结论。

如果还不放心，那不妨让学生

做一个“用力戳”和“轻轻放”的对

比实验，其实最后为学生建立的是

一样的“占据空间”概念。

因此，教师不要总指望学生

的“配合”，有时候学生有意无意

的“变轨”，反而让课堂更具灵

性。教师需要的是课堂智慧，应

当提高本领，随机应变，化解教

学中的意外，让课堂更贴合学生

的实际。

本话题可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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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市江东科技幼儿园从细节入手抓幼儿膳食，比如每周向家长公开食谱，每天将幼儿的用餐情况发到家
长群，定制可插电移动保温餐车，用破壁机使食物细小化。图为该园家长品鉴日活动场景。

（本报通讯员 刘玉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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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论文需不需要体现教育价值观？

假如学生不“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