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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谈 □ 吕传彬

选择一种
有境界的舍弃

□ 王维审

一个拥有健康品格的孩子是如何养成的？ 关于
这个问题， 我曾问了身旁有孩子的家长及许多在学
校担任教职的朋友。 他们大致认为，有的孩子之所以
看起来自信又健康， 并不是因为念了什么明星小学
或幼儿园， 真正的原因是父母在每一天家庭生活里
的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了良好生活品质的典范。

如果生活忙碌的父母没时间去观察孩子的成
长，只是把孩子丢到学校，就认为尽到责任了，这样
的父母是教不出自信又健康的孩子的。

在德式教养观里 ， 父母的生活教育是孩子品
格教育的基础工程。 不要小看那些很琐碎的家务，
它们对孩子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比如 ，孩子从小
看着妈妈为这个家用心煮饭 ， 那么孩子的成长记
忆就是，妈妈“温暖的饭菜香”是家的幸福味道。 又
如，孩子从小看着爸爸维修家里的东西 ，他们就会
学到， 凡事都可以自己动手做 ， 想过有品质的生

活，就要有生活的基本功。
另外，许多生活常规，如教孩子遵守“红灯停绿

灯行”的交通规则、过马路注意安全、垃圾要进行分
类……这些小事情，父母做给孩子看，孩子就会模仿
学习；而等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看到父母偶尔忘了
守规矩，还会反过来纠正父母的错误呢！

德国教育家皮切尔夫人在一本书中回忆，有一回
她搭电车，看到一对父子上车后投币买票，但卖票机
出了故障，怎么投都没办法购票成功，只见那小男孩
很焦急地跟爸爸说：“爸爸这样不行，我们没有买票搭
车等于是坐黑车，这样是犯法的。 ”后来，皮切尔夫人
看到那位爸爸很冷静地带着儿子去跟司机说明无法
买票的原因。 当她再看到小男孩时，他的脸上洋溢着
轻松的笑容。 于是，皮切尔夫人在书中写道：“这个小
男孩的洁身自爱，一定来自父母平时的教导。 ”

在孩子念书前，先教会孩子如何过生活。 德国孩

子 3 岁上幼儿园， 教师们就开始教导生活常规，例
如，玩完玩具后，一定要物归原处；学习自理生活，小
至自己穿鞋，大到当起爸妈的“小管家”。 一家人在吃
完早餐或晚餐后， 德国的妈妈和爸爸都会要求孩子
和他们一起将碗盘收到厨房去。 有时，妈妈用吸尘器
吸完地后，会请孩子帮忙拖地。 许多年龄小的孩子其
实不可能将地拖干净， 妈妈的用意只是让他学习为
家里付出。

不过，当孩子不喜欢做家务时，该怎么办呢？ 德
国妈妈们是这样做的：先从孩子喜欢的事情做起，例
如，喜欢烹饪的孩子，可以帮妈妈洗菜、切菜及布置
餐桌；热衷园艺的孩子，可以给花园浇水……

念书前先学会过生活， 是一个孩子生命的基本
养分，这可以让孩子更独立，更相信自己有能力；而
父母的言传身教可以让孩子建立生活的秩序与规
则，给孩子受益一生的“财富”。

局内人

教研员苦处知多少
□ 潘璋荣

我常常听到很多一线教师对教研员批评的
声音 。

原因有许多，比如：一些教研员在一线的时候，
教育教学并没表现得优秀，甚至表现比较差，而他们
到了教研室却总是批评一线教师不会上课； 有些教
研员的指导能力差， 批评教师的教育教学并不让教
师心服口服；有些教研员从不给教师上“下水课”，只
空谈理论，不切身示范……

总之， 很多教师认为， 教研员似乎只管信口开
河，指手画脚，自身并不需要什么真本事，而且似乎
教研员是“天马行空”，高高在上，过着逍遥快活的批
评教师的生活。 其实，教研员的苦，是一般教师想不
到的。

自身素质不足之苦。 一些教研员的基本素质并
不高。 我们的教研工作，长期没有一个民主科学的聘
任和管理机制，而上级官员的意志，并不一定围绕教
研室本身的真正需要。 甚至在部分教育局官员眼里，
教研室就是一个变相的“养老院”或“福利院”。 这样
一来，教研员的素质就难以保证。

以我多年的教研经验看 ， 绝大多数教研员对
自身素质是有自知之明的 。 他们深知自己的教育
教学功底跟一线教师比较起来并不占优势 。 他们
在下校检查和指导工作时 ， 常常内心是感到胆怯
和心虚的。 因此，他们常常不愿意下校听课 ，不愿
意下校指导教学工作。 他们之所以下校，是迫于领
导的安排。

教师、学校不配合之苦。 有些教师的专业素质
不高，却对教研员的指导非常反感。 不管教研员说

的是对是错，他们常常喜欢顶撞教研员。 我们遇到
这种教师，就像教师遇到“不听话 ”的学生一样 ，感
到很头痛。

还有些教师，总是回避教研员听他们的课。 你本
来计划听他的课，他跟你撒谎说这节课是让学生“自
习”的；或者他本来是要讲课的，但是看到教研员来
了，就让学生做作业或试卷。

也有极少数教师，专业素质还算不错，甚至相当
不错，但是因为个性桀骜不驯，认为没有谁够格听他
的课，拒绝教研员听课。 遇到这种教师，教研员也非
常头痛。

除了教师不配合之外，还有学校不配合的问题。
譬如我曾联系到一所学校举行全市教学比赛， 结果
被该校领导拒绝了， 因而这个活动只好放到乡下学
校去举行。 乡下学校往往规模小，没有先进的教学辅
助设备，比赛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反馈制度不合理之苦。 反馈制度不合理，是指一
些地方的教育局、教研室或学校，要求教研员听课之
后，一定要向该校的主要领导或全体领导进行“汇报
性反馈”，也就是要“指名道姓”地指出每个教师的缺
点、问题和错误。

这样一种反馈制度， 实际上就把教研员的下校
听课变成了“向学校领导告状”。 很多学校的领导，平
时很少进入教师的课堂听课， 有的甚至根本不听教
师的课，而一旦教研员听了课并且提出教师的问题，
他们就会借此狠狠地批评教师。 我把这个情况称为
“把教研员当枪使”。

我的观点是， 教研员只是教师工作的引导者和

帮助者。 教研员当着教师本人的面沟通的时候，可以
详细地指出教师的问题和错误， 但是这些问题和错
误一般并不适宜向学校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汇报。
一旦汇报，就容易导致教师被领导批评和打击。

这种不合理的反馈制度， 导致了教师和教研员
的对立。 它是教师普遍害怕和抵制教研员听课的重
要制度性根源， 也是广大教研员不愿意下校开展教
研工作的重要原因。

缺乏教研自主权之苦。 先说一个故事，一位素质
很不错的教研员刚刚进入教研室的时候， 怀揣着为
本市教育出力的强烈愿望，找到副市长，大谈发展该
市教育的理想和设想。 该副市长说，你写个书面材料
吧。 他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万多字的方案，然后兴
致勃勃地交给副市长。 副市长扫了一眼他的报告材
料说“给你们教育局长看吧”……结果，这个凝聚了
这位教研员多年教育思考的发展报告， 最终没有一
个领导愿意看一眼。

我们的教育部门并没有研究和制定让教研员自
主开展工作的制度。 教研室受制于教育局，教研员受
制于教研室领导。 教研员的工作一般就是在领导的
统一部署下做些“常规性”事情。 教育局和教研室规
定教研员每学期去高三听几轮课， 就去高三听几轮
课；规定教研员开几次“高考研讨会”，就开几次“高
考研讨会”。

教研员做任何事情都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任
何一方面的抵制或不配合， 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工作
和计划停摆，因而其工作的实效是十分有限的。

做一个好教研员，不容易啊！

有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向我“吐槽”他在教
学中遇到的困惑。

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他要求学生每
天都写一段“心情”，形式不限，可以是日记，也
可以是简单的涂鸦配上寥寥的文字。慢慢地，学
生喜欢上了这份“额外”的作业。现在，有的学生
可以自己制作完整的绘本故事， 有的学生写起
了连载小说，有的学生把几年的“心情”日记做
成了集子。 最为重要的是，学生们因为写作，喜
欢上了阅读，喜欢上了语文，喜欢上了学习。

为了让学生坚持写下来， 他每天都要把学
生写的所有“心情”读一遍，还要写几句鼓励的
话，这让原本就琐碎的教学工作显得愈加繁重。
办公室的人调侃他：“还嫌咱们的常规工作太少
吗？ 你这不是找活干吗？ ”也有人背后嘲笑他：
“这么折腾，也没见成绩好到哪里去！”因为在小
学阶段，学校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写日记，教务处
检查也只看高年级学生的“周记”。所以，在很多
人看来，他做了这么多学校没有要求做的工作，
纯粹是“自找麻烦”。 说的人多了，他也开始动
摇，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这绝对不是个案。随着社会中的功利
思想对教育的影响， 许多教师的独立精神也开
始丧失，价值判断也变得模糊，“坚守”往往变成
“妥协”，甚至“放弃”。 教育是慢的艺术，教育的
价值显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前人栽树， 后人
乘凉” 已经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形容教育效果的
延时性。 因此，很多教师不得不在“为了学生一
生奠基”与“为了自己的考核成绩”之间权衡着
利弊，做着艰难的选择。这位语文教师的困惑也
许就在于此， 自己所做的一切确实对学生一生
的成长有利，自己也为此而付出了很多。 但是，
在现有的评价制度下， 这份付出却不可能给自
己带来任何现实的“利益”。

在有些教师看来 ， 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是
即时的，为了在各种评定中得到认可 ，自己的
教育就必须在短期内得到收益。 于是，有人选
择了揠苗助长，选择了应试教育 ，选择了速成
教学。 很多不能提高分数的教材内容被抛弃，
很多不利于考核的教学环节被省略 ， 很多不
能带来即时效益的教育活动被压缩……教育
好像是一个疯狂的“跑分机”，一路轰鸣 ，奔着
功利而去。

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
应该有所舍弃。而我们教师需要的，就是这样一
种有境界的舍弃。机械重复的枯燥练习，或许能
够短期内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 或许会带来年
终考核的优秀， 但与学生的自由快乐和健康成
长相比，就应该舍弃；身陷俗世的利益追求，也
许可以为自己谋得一份荣誉， 争得一些现实的
收获，但与教师的自尊自信和长远发展相比，就
应该舍弃。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牵引一股波涛行走
的， 可能是它身边的一段岸； 牵引千条江万条
河，后浪推着前浪向着同一个既定方向前行的，
则只能是那众望所归的大海。 ”我们当教师的，
是做牵引一股波涛的河岸， 还是做牵引千万条
大江大河的大海？

我希望是后者， 因为只有舍弃了眼前的小
河岸，才有可能收获教育的大格局、大境界。

广角镜

“作业神器”倒逼作业改革
□ 郭文婧

用手机拍下暑假作业的试题，上传到一款手机
软件“作业神器”，在线就可以得到最佳答案。 家长
觉得孩子的“投机取巧”是在糊弄家长，更是在糊弄
自己，于是断网；孩子向家长请教，家长却也解答不
了 ，只得对 “用手机软件抄答案 ”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对此，专家称“作业神器”有利有弊，应预防孩子
产生依赖。 （《西安晚报》8 月 19 日）

专家的理解，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运用得当，
“做作业软件”就是一名家教，可以帮助孩子明晰解
题思路；如果孩子自控能力差，纯粹靠抄写答案来应
付，就百害而无一利。 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虽然孩
子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自我控制的能力， 但自控
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需要随着孩子
神经系统的整体发展而逐步成熟。 因此，完全指望以
孩子的自控能力来规避“做作业软件”的负面影响，
恐怕不现实；而在父母都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完全指
望家长的监督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 ，孩子要不要假期作业呢 ？ 实际上 ，假期
作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19 世纪末， 科学家发
现，人脑就像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锻炼 ，因此 ，学
习是不能间断的过程。 科学家的实验发现，假期里

什么都不干的学生回到学校后 ， 相比那些假期里
仍然经常看书、学习的学生 ，成绩会受到影响 。 于
是，学校和教师开始给孩子们布置家庭功课 、假期
作业 ， 而且作业也基本上都是和课堂学习相关的
内容。

但是，人们很快又发现，社会竞争加剧让父母更
加繁忙，在没有大人辅导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学习效
率并不高，有时出了错也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所以
假期作业对学习的帮助是有限的。 于是，知识性的学
习任务， 学生基本上都在学校里完成了， 假期几乎
“放羊”。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普及，特别是电视、电
脑、网络的普及，没了作业的学生就主要“宅”在家里
看电视、上网、打电子游戏，不仅对学习没有帮助，还
因为缺乏运动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因此假期作业
的革命到来了。

今年 7 月 3 日的《扬子晚报》报道了美国小学生
的暑假作业：去远航、去探索基地、去旅行、开睡衣晚
会、和父母一起做游戏、吹泡泡、抓蝴蝶、去野餐、去
拜访别人、去图书馆、做书封套、烤饼干、带着微笑做
家务……当然也有要写的作业， 如写日记、 写读后
感、写诗、给教师写明信片、给爷爷奶奶写信、写调研
报告……这些作业，因为个性化，所以“做作业软件”

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强调动手实践，所以它锻炼的
不只是“拷贝”的能力，更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生
存能力、沟通能力等综合能力。

经过简单的比较， 我们也就明白了中外素质教
育的差距。 有需求就有市场，即使我们埋怨、诅咒“做
作业软件”，“作业帮”、“作业神器”、“作业帮帮圈”等
软件几十万、上百万的下载量仍然在那里，充值有偿
解题的商业模式也在那里。 既然对“做作业软件”堵
不了，就只有主动变革我们的假期作业、家庭作业、
课外作业了，让“做作业软件”没有需求，它自然也就
消失了。 实际上，实践已经证明，简单的题海战术，是
应试教育下的“工厂模式”，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创新能力，是弊大于利的。

面对“做作业软件”的挑战，要改革的，不仅仅是
假期作业、家庭作业、课外作业。 因为，如果课堂上教
师的教，依然习惯于过去简单的知识灌输，不能调动
学生一起分享探索的热情， 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学生通过网络得到“答案”的速度可能比
教师的教更快，甚至更准确、更丰富，那么，教师的权
威仍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禁网”、“禁手
机”等办法，注定只是下下策，而敢于迎接挑战，真正
实施素质教育，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

征 稿
网评天下，“评”字当先，为鼓励教师

积极评论身边现象、教育时事，特开辟网

评天下版面。
读 者 可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投 稿 至 zgjsbwp鄄

tx@vip.163.com，字数 1000-1500 字。

师道：为师之道，批判基础上建设；

广角镜：以社会万象反观中国教育；

校园目睹之现（怪）状：如题，重在描述，可

以不议；

纵横谈：对中国教育问题较为宏观的阐述；

有此一说：虽有偏颇，不无道理；

一吐为快：看到就说，直抒胸臆；

局内人：记录自己身为教师的无奈。

念书前先学会过生活

一吐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