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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不可成为教师手中的“皮影”
作者：朱雷云

回顾我们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上世纪 80 年
代末期，班里有一台录音机，就算是教学“奢侈品”了。 现如
今，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电子白板等多媒体“动车”组
合的使用，更是让我们的课堂生动、有效了起来。 然而，细
细研究，多媒体已经或多或少成为教师手中的“皮影”。

多媒体在现代课堂的“喧宾夺主”随处可见。 走进年
轻语文教师的课堂，恍如信息技术课：镜头一个接一个，
画面一幅跟一幅。 教师不费口舌，没有精当的板书，没有
学生各抒己见的争论，更没有学生精彩思想的呈现。 活脱
脱地，语文教师成为了电脑的操作者，这样的课堂教学收
效甚微，长此以往，语文教学将陷入新的泥淖！

教师是学生课堂探究的引导者。 多媒体技术只是课
堂教学的辅助手段，是引导学生探究的桥梁。 多媒体应
该用来展示学生探究的成果，并成为学生探究的有效动
力。 多媒体应该是学生探究的手段，它的操纵权应该在
学生的手里，而不是成为教师手中的“皮影”。

写在全国初中体育结业考试时
作者：钟 腾 李宏伟

“丁零零、丁零零”的下课铃回响在喧闹的操场上空，
三三两两的学生欢呼着从偌大的操场迅速撤离。 夕阳余
晖映射下的青草与星点分布的几点白花， 外加上一个私
下里被同学们称作“魔头”的我，还站在空旷的操场尚未
离去。

为了让学生能在今年的中考体育结业考试中取得好
的成绩， 为了能完成学校下达的体育结业考试优秀生人
数比例……我硬生生将一堂堂充满乐趣的体育课变成了
一堂堂应试教育训练课。 尽管每次上课都让我感到无奈
与心酸，但为了以上种种，我只能“坚持”。

近年来，体育课的教学性质与锻炼功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与转移。 在以应试教育为主流的滚滚大潮中，体育在
多数学校中只是可有可无的“亮点”或装点门面的“花瓶”。
体育课堂教学在当前学校紧抓安全教育的现实面前举步
维艰，一辈辈体育人在被边缘化的教育夹缝中艰难前行。

如今社会各方对教育都有着自己的要求， 社会要的
是效应，学校要的名气，家长要的是脸面，学生要的是重
点高中的录取资格， 教师要的是价值体现和领导的肯定
与关注。 我们在各自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教
育的主体———“学生”的主观感受。 学生还要在“四大名
考”（计算机考试、实验考试、体育考试、月考或模拟中考）
的摧残下继续煎熬。

我们在一只手忙于减负的同时 ， 另一只手又增加
了许多摧残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更为隐蔽的选拔方式 。
我们在呼唤素质教育理性回归的同时 ， 又将素质教育
扼杀在社会各方的不良需求中。

作为一位教师，在自责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当前教育
的质疑与反思。 素质教育进行了多年，为什么我们前进的
脚步还是那么艰难？ 学生们在奔波于繁重课业的同时，依
旧要承受不同的心理煎熬和身体的酸痛侵扰， 他们绚丽
的中学时代还能给自己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热帖关注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宋 鸽教育行者

见怪不怪的“45岁现象”
□ 徐学红网眼·校园目睹之现状

行者无疆 印记有痕

“每位教师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对
于 26 岁便成为河北省三河市皇庄小学副校长的米
涛来说，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见过米涛的人，随时
都能被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尤其是阳光的笑容所感
染。 谈及米涛，三河市教师更熟悉的或许是“印记”
这个名字，这是米涛在网络世界的唯一“代码”。“印
记？ 很简单，因为我想不断地告诫自己———我要在
这平凡的教学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印记。 ”这
是米涛的答案，也正如他所说，这些坚实的印记正
在慢慢清晰深刻起来……

荒荒荒废废废 青涩的印记

“我压根就没想过当老师，但我的第一份工作
却是当音乐老师。 ”这句开场白颇让人难以预料。
如今作为皇庄小学教学副校长、 三河市兼职语文
教研员、 三河市明星教师、 廊坊市骨干教师的米
涛，当初怎么会没想过当老师，第一份工作竟然还
是音乐老师。

“这也是阴错阳差。 ”米涛笑着说，他是从农村
出来的，从小偏科严重，因为喜爱唱歌，成了廊坊师
范音乐班的一名学生， 又搭上国家分配的末班车，
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重点中学的音乐教师。

然而，那时的米涛内心却是很抵触教师这份职
业的。“实在是和我的心理期望落差太大了。每周仅
仅 4 节课，每天要应付教案、听课，我的音乐家的抱
负，我的合唱团的愿望……在这里都化成了泡影。”
再加上周围朋友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男人做教师没
出息，一辈子当教师太没意思”，这些话让米涛更没
了干劲，每天的上班也多是应付了事。然而，接下来
的事情改变了米涛的“命运”。

2000 年 8 月 24 日，根据三河的惯例，教师们
都要提前备课， 米涛照例从教研组长手里领过教
材，这时，突然有老师告诉他：“校长叫你去校长办
公室一趟。”米涛一溜儿小跑地来到校长室。校长并
没有说什么， 只是充分肯定了米涛一年以来的成
绩，这让米涛心里很美。 可是，后面的话犹如当头
棍，一下子把米涛彻底“打昏”在地。“我的大脑一片
空白， 只记得校长说：‘根据工作需要你要调离，小
伙子，是金子到哪都能发光。’”直到今天，米涛都不
知道校长还说了些什么，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校
长室的，那时的他走在绝望的边缘。

“那时，我不知道该对我的亲人、朋友说些什
么———在他们眼中，在这样的国办中学上班可是件
值得炫耀的事啊！”接下来的日子里，米涛和往常一
样，正常上下班。 只是上班的地点不固定。 有时，在
小河边；有时，在树林里；有时，在乡间小路上。 “因
为，怕人看见，最终我躲进了一片玉米地。 ”在那片
碧绿的玉米地里，米涛一呆就是 7 天。 在这度日如
年的 7 天里，他想了很多，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地

步？ ———自己的轻浮、业务上的不求上进、得过且
过，是最大的问题。米涛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真的
就跌倒在这里了吗？ “不！ 我不会就这样倒下去，从
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我一定得让自己的人
生道路上留下精彩印记！ ”

就这样，工作一年之后，米涛被调到了一所农
村小学。

顿顿顿悟悟悟 勤奋的印记

2000 年，在经历了中学的挫折后，米涛来到了
一所农村小学。这是一所无论是师资水平还是软硬
条件都无法和原来那所中学比拟的学校。“但是，我
的心静了下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既然入
了教师的这个门，就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米涛动
情地说。

在这样一所农村小学， 他先后从事过音乐教
学、数学教学、计算机教学、品德教学，甚至兼职管
理教师食堂。 几乎所有小学的课程他都教了一个
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努力赢得了教师、领导
的认可。 2002 年 9 月，米涛被提升为教导主任，同
时担任着毕业班的教学及班主任工作。

作为教导主任， 米涛毫无经验，“记得第一次
排学校的总课程表， 从下午一直排到深夜 1 点才
完成，急得自己直掉眼泪。 ‘省双基验收’时，小小
的‘八册一卡’把我弄得头昏脑胀。 为了理清它们
的关系，我把自己关在档案室里一呆就是几天，浑
身长满了痱子。”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理论
水平，米涛把各个学科的《小学课程标准》、《解读
新课标》 整整学习了 3 遍， 读书笔记记了满满两
本。 米涛边说边将他厚厚的几大本学习笔记放在
记者的面前。

作为班主任， 他借鉴魏书生老师的管理方式，
采用“金字塔式”管理———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
用，在他的班上几乎人人都是“官”，大到班长，小到
“粉笔管理员”、“自行车管理员”，人人有事干，事事
有人干。 用老师们的话说，“米老师的班，老师在与
不在一个样，甚至不在比在更好”。米涛每周还会利
用一两天的时间进行家访。渐渐地，学生们喜欢他、
家长们欢迎他。米涛指着学生的毕业照说：“短短一
年的班主任经历，家访笔记记了厚厚两本。 和孩子
们至今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值了！ ”

行行行者者者 执著的印记

2005 年 9 月， 米涛调到现在的单位———三河
市皇庄小学，担任教学副校长。 这是一所办学规模
和师资力量都较高的学校。他作为一名新提拔的年
轻副校长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刚到这里，由于年纪
轻，一些年龄大、资历深的领导、老师对我始终抱着

怀疑的态度，甚至工作中也不配合。我知道，这是大
家信不过我啊！ ”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

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 首先要在业务上过关。
因此， 米涛主动请命担任了五年级的语文教学工
作，坚持与教学一线老师们并肩作战。并且，他还提
出在教学中凡是要求老师们做到的，自己一定先做
到。同时，米涛还努力加强自身业务学习，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2007 年三河市农村现代远
程教育现场会，2008 年廊坊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现
场会相继在皇庄小学举行，米涛所执教的语文课赢
得了在场领导、教师的高度评价。 2008 年 11 月，河
北省教学评估组听了他执教的古诗 《送元二使安
西》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众人给予米涛无数赞许时，他说：“哪里是我
水平高啊！ 而是我知道自己的时间没有别人充足，
所以需要付出的就应该更多。 ”

米涛坚信：只有业务过硬，教学领导的腰杆才
能直，老师们才能信服。

变变变革革革 飞跃的印记

2009 年，三河市教育局立足新课程改革，拉开
了改革课堂教学、打造高效课堂的序幕。 在学校全
力支持下， 米涛在参观学习名校经验的基础上，查
阅了大量关于教学模式建构、 教学方法论的书籍
后，坚定地相信这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变
革，将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米涛信心满满地准备带领大家投入课堂改
革的时候，同事们的冷水也“及时”地向他泼来。

老教师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什么改革没经历
过，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抓成绩，他们那套不过是
花拳绣腿。”中年教师说：“人家那是中学，和咱们小
学的学情不一样，我看咱们这么做行不通。”年轻教
师说：“我们才参加工作不久，课堂有时候还驾驭不
了，这样开放式的教学我们恐怕收不住，孩子们翻
了天可怎么办？ ”

面对着这样不同的声音，米涛开始搜集相关的
视频影像资料，找出教育专家对课改学校的客观评
价，推荐《高效课堂 22 条》、《发现高效课堂密码》等
相关书籍给老师们阅读，使大家从形式到理论上有
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 并且，他还根据自己实地参
观的经历，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教师进行专题培
训，为教师们“洗脑”。仅开始的几个月，米涛便组织
教师专题培训 8 次，渐渐地，老师们意识到了改革
的意义所在。“态度决定成败”，“态度决定高度”，正
是因为有了教师观念的转变，才有了学校课改的渐
入佳境。

“当然，仅仅有态度的认可、工作的热情还是不
够的。 ”米涛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本《课标》说道，“我
们必须知道高效课堂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并努力达
成三维目标，最终落实到学生身上，以学生为本。 ”

正是因为米涛和校长段昱宏始终保持着清晰、
冷静的认识，学校的课改才没有像一些学校那样仅
仅是走个过场，流于形式。

在皇庄小学的课堂上， 有学生冥思苦想的安
静，有小组交流的投入，有全班展示的火热。 课下，
有学生自主创办的广播站，有学生主动参与学校管
理的“认养林”……学生们爱学了，会学了，更重要
的是，自信了。一个农村小学连续 3 年在全市的“读
书节”演讲比赛、综合知识竞赛中名列前茅，改变了
人们对农村小学学生“木讷”、“不善表达”的成见。

随着课改的深入， 在校长段昱宏的带领下，皇
庄小学在课堂模式创新上形成了“321 教学策略下
主题统整 学案式教学模式”。同年 10 月，三河市教
学模式课堂改革现场会在该校召开。 两年里，来该
校参观学习的干部教师达 1000 余人次。 河北省教
育厅原副厅长韩清林在实地考察该校的课堂改革
后予以了高度评价。而米涛个人同时也担任了三河
市语文兼职教研员，成为三河市骨干教师、河北省
重点培养语文骨干教师等，并且连续 4 年获得“市
优秀教学领导”的称号。

“面对成绩，有喜悦，但更多的是一种压力。但
是，我内心充满欢乐。 因为，我已在新的教学路上
留下了‘印记’！ ”米涛微笑着说，笑容中露出行者
的执著。

“主任，这个案例 45 岁以上的老教师是不是就
不用写了？ ”“校长，那个研究课让年轻教师上就行
了，放过我们吧。 我们把课上好就行了。 ”这是我在
基层工作中经常听到的 45 岁及 45 岁以上教师的
说法。

是否应该对这个年龄段的教师放松要求？ 带
着疑问，我与同行进行了交流。有的人认为“年龄
大了应该照顾，这也体现了管理者对老教师的关
心”。 有的人认为“45 岁以上的教师都定型了，再
怎样磨炼还是那样”。还有的同行认为“这个年龄
段的教师比较成熟，学校管理的重点应该放在年
轻人身上”。

那么，其他省市的学校又是怎样面对这个年龄
段的教师呢？我又上网进行了搜索，竟然发现 45 岁
是很多文件、方案、活动参与范围的分界线。 例如：
“某高校要求 45 岁以下教师开博客”，“阳光运动启
动，45 岁以下教师都得下乡交流任教”，“45 岁以下
学历未达标中小学老师须参加成考”，“45 岁以下

的教师要参加教师交流”， 这些政策文件的表述意
味着，一切培训、学习、活动与 45 岁以上的教师毫
无关系。

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个“45 岁现象”？ 也许是
受了孔圣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影响？ 到了
40 多岁，社会普遍认为，人应该比较成熟了。 但是，
我认为，待人处事的成熟，并不意味着专业的成熟。
人生是不断学习发展的过程， 学校中尤其应该如
此，专业再成熟也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思想。当
然，过了 45 岁，人的体力、精力确实不如从前，照顾
老教师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要
照顾老教师，而放松或放低对工作的要求。 因为我
们要对学生负责，对自己负责。

我们必须要承认，岗位对人的要求不会因为年
龄的增长而降低， 况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后喻时
代，文化反哺是后喻时代的最基本特征，也就是老
年人应该向青年人学习。不同地域的学校教师退休
的年龄是不同的。 以女教师为例， 如果是 52 岁退

休，那么 45 岁在岗的教师还有 7 年才能退休；如果
是 55 岁退休， 那么 45 岁在岗教师还有 10 年才能
退休。在这 7 年或者 10 年中，我们的教师还要教多
少学生？ 教师是个不进则退的职业，这个职业是最
需要读书、学习、研究的职业，因为我们不仅要面对
教育对象的今天，更要想到教育对象的明天。 任何
人在这个岗位上，都应该不松懈、不倦怠、不自满、
不止步，这是职业的要求，也是良知的诉求。

作为管理人员，作为教育工作者，让我们关注
“45 岁现象”吧。 让我们关注他们成熟的经验，帮助
他们把经验提升并传递给年轻人；让我们关注他们
的倦怠，唤醒他们的工作热情；让我们关注他们的
生活，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热爱工作；让我
们关注他们的学习，因为唯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保
障课堂的鲜活……

学校中出现的“45 岁现象”是怪还是不怪？ 全
凭良心使然，全凭责任甄别。

（作者单位系山东青岛市南区嘉峪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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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本报评论员 翟晋玉

米涛（左四）与学生们在一起

日前， 一张湖北孝感一中高三学生在教室内打吊瓶
的照片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个 “史上最刻苦吊瓶
班”，不少学生在一边学习一边打吊瓶。

这一“感人”场景令人不禁想起中国古代读书人“头
悬梁锥刺股”的恐怖画面。

但在古代，真正为学习而“头悬梁锥刺股”的人其实
并不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以
孝为先的读书人不会轻易伤害自己的身体， 很多人更明
白“苦学无益”的道理，像王阳明那样连续几天对着竹子
“格物致知”以致晕倒的人只是极少数。

求知是人的本性，学习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其中
充满了生命成长的快乐。 可悲的是，很多学校把学习变成
了一件纯粹痛苦的事， 其主要工作似乎不是教学生学会
学习，而是在比拼谁的学生学习更加“刻苦”。 没有乐趣的
学习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精神，自然不会有吸引力，当然也
就更谈不上学习的效率了。

“吊瓶班”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科学的精神和
方法在我们的教育中是多么的缺乏。 这种缺乏首先表现
在，教育者对保健和医学常识的无知，对学生健康的置若
罔闻。 医学专家指出，“氨基酸注射液”主要针对营养严重
不良的患者， 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随意注射氨基酸可能带
来各种不良反应。 选择静脉注射氨基酸“简直愚昧”！

其次表现在不遵循教育的规律， 不以科学的精神和
方法来对学生进行教育。 不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教会他们学会学习，而是大肆补课，题海战术，死拼时间
和体力。 这种反教育的“教育”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
更直接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为健康学生打吊瓶这一荒唐现象再明确不过地说
明，不是学生病了，而是我们的教育病了。 在“一考定终
身” 的体制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现象不仅没有改
变，甚至愈演愈烈。 如果想过“桥”，学生就必须拼命考取
高分以挤掉别的考生。 尽管高考升学率近年来已经大幅
提升，但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却丝毫没有降低。

“吊瓶班”已成为当下应试教育的新标本，或许这只是
应试教育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全国类似这样“刻苦学习”
以备战高考的学校绝非个别。 一些学校用“没有高考，你拼
得过富二代吗？ ”、“今天不玩命，明天命玩你”等口号来激
励学生玩命学习。 很多高中的标语口号让人仿佛置身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紧张的气氛让人倍感压抑。

这些口号表明， 丛林社会的法则已为当下中国教育
奉为圭臬，中国教育的生态已经被破坏得满目疮痍，危机
四伏。 在日前举行的中美素质教育论坛上，教育学者杨东
平提出，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要迎接这一挑战，变危险为机遇，学校就必须彻底转
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教育
行政部门则需要认真反思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试招生制
度，打破“一考定终身”现象，为高中毕业生提供选择多所
学校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