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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群殴教师是全社会的恶之花

乡村学校从教 30年
教师荣誉徽标揭晓

本报讯（记者 刘亚文） 4 月 21
日， 教育部公布乡村学校从教 30 年
教师荣誉徽标评选名单，经过专家初
评、网络公开投票、终评等评审程序，
最终评出采用奖 1 名，由山西省运城
市博艺制版印刷学校李永华获得，入
围奖 19 名。

为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 进一步增强乡村
教师职业荣誉感，在全社会营造关心
支持乡村教师的浓厚氛围 ， 去年 9
月，教育部面向社会启动乡村学校从
教 30 年教师荣誉徽标（LOGO）设计
征集活动，得到全国高等院校、职业
学校、乡村学校师生以及专业设计公
司从业人员等不同群体的积极参与。
为确保征集活动的公平、公正，教育
部还专门成立由高校知名专家、中小
学美术特级教师和地方教育部门负
责同志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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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从新：
那个科学入口的引路人

□本报记者 黄 浩

襍新闻专递襊

第二次被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
会评为“优秀会员”后，2015 年 9 月，邓从
新再次来到北京。

这位来自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中
心小学的科学教师， 尽管长期身处乡村，
但对北上广等大城市已毫不陌生。 在荆州
教育信息网、监利科普网等网站上，关于
邓从新的消息每隔一阵就要更新一次，而
标题不得不频繁使用“再次”，如“邓从新
再次走进中央电视台”、“邓从新再次被评
为全国模范教师”、“邓从新再赴京领奖”，
等等。

30 多年出色的小学科学教育生涯，让
邓从新收获了无数荣誉和奖项。 但回过
头，他觉得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找到了人生
的意义。

7 年前， 本报记者曾对邓从新的科学
教育进行采访，如今回访时，他的科教之
路依旧在继续。

“是什么信念让你坚持在农村做了 30
余年的科学教师？ ”初见邓从新，记者开门
见山问道。 邓从新若有所思地说：“能与一
群有志于科学教育的朋友交流，这才是人
生中的一大乐事。 ”

时不时出入各级各类科学课教学活
动、 各级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比赛场所，
指导学生创下 “15 年 16 个项目获得全国
17 个奖项”的成绩；与不少小学科学教育
界的“大牛”成为“哥们”，并长期保持专业
的交流；从普通乡村学校一隅，走进中央
电视台《小崔说事》、《西部教育》的演播大
厅……邓从新带领学生看到大千世界的
神奇，然后他摘掉光环，钻进学校的一亩
三分地， 继续和孩子们一起走进田园、走
向丛林，在炊烟与蛙声中做着属于他们的
朴素“科学梦”。

“不能让农村孩子落伍”

今年开学时，邓从新带的五、六年级 4
个班的科学课变了样。

“同学们，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一起
看几集娱乐节目。 ”邓从新故作神秘地按
下了播放键。

那是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大型青
少年科学梦想真人秀节目《少年爱迪生》，
里面记录着全国各地青少年的 “发明创
造”———通过多功能起身助力装置帮助老
年人起身与蹲下，通过电能无线穿墙实现
隔墙取电，用特别的清洁配方研制出更安
全的清洁剂……这些神奇又好玩的作品
都是同龄人发明创造的？ 学生们大开眼
界，更令他们惊奇的是，看着看着，他们发
现，本校学生李妍的作品“农膜摇摇乐”也
在节目中现身。

那不是我们学校的师姐吗？ 这个“彩
蛋”让学生们兴奋不已。 抑制不住创作的
冲动，他们拉着邓从新问，老师，我们也能
上电视吗？邓从新趁机说，电视台的大门永
远是向你们敞开的。从现在起，你们就留心
观察、用心思考，随时给我提供科学发明的
小创意吧。

孩子们马上忙活开了。 菠萝外皮有凸
起的刺毛， 如果发明一把带夹子的小刀，
削皮时就直接夹住菠萝旋转一周，是不是

会省去许多麻烦？ 扫地时总会遇到黑暗的
角落，如果在扫把上装一盏灯，是不是能
清楚地看到角落里的脏东西，然后将它们
一扫而尽？ 孩子们的创意谈不上多么新
颖，但都来自生活。

在《少年爱迪生》这档电视节目里亮
相的，大多是来自城市的孩子，他们的创
作往往显得“高大上”一些。

几个与邓从新一起“见过世面”的学
生回来后，心里很忐忑：城市里的孩子玩
的都是高科技电子产品，我们农村娃折腾
的这些玩意儿是不是太土了？ 黄歇口镇中
心小学是一所乡村学校， 由于条件限制，
当地科技教育的开展总是捉襟见肘。 早年
间，家长听说学校“折腾”科技教育，也是
一脸不以为然。

但邓从新不这样认为。 他告诉学生，
科学研究不分城市与农村， 无论研究什
么，科学研究的方法总是一致的。

在邓从新看来，引导孩子从好奇到创
新是科学教师的使命， 哪怕条件再简陋，
也要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

“农村落后，但不能让农村孩子落伍，
用科技活动安顿好留守儿童，让他们在活
动中增添自信”。 正是坚守这样的信念，30
多年来，邓从新始终扎根黄歇这片不大的
农村土地，通过自制教具、自编教材，将家
门口的科学教育做出了大名堂。

在邓从新眼里，农村科学教育大有可
为。 他经常引导学生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沼气是怎么产生的？ 家乡的萤火虫为什么
减少了？ 太阳一年四季东升西落的轨道一
样吗？再如，当地有哪些常见的动植物？它

们的生长环境、生活习性、生长规律是怎
样的？ 这些司空见惯的素材，都成为科技
教育活动不竭的源泉。

正是在观察生活的过程中，一个个鲜
活的创意喷薄而出。

在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留守儿童李
妍表示，农民早稻育秧使用过的农膜往往
被随意处置，经过一年冷热变化，第二年
使用时，农膜就会发生褶皱，而且极易破
损。 这不仅增加农民种田成本投入，而且
造成环境污染。 李妍提出，能不能搞一个
发明，解决这个问题？ 邓从新眼睛一亮，觉
得这是个很好的选题，鼓励她去研究。

李妍利用课余时间走访种田的农民，
还跑到农资部门察看原装的农膜。 她从中
找到灵感，开始制作农膜回收器模型。 在
邓从新的指导下， 李妍先后设计了 10 多
个方案、制作了 8 个模型，最后制作出由
清洗轮、擦干轮、回收轮组成的“农膜摇摇
乐”。 运用皮带传动、滚动摩擦和轮轴等科
学原理，“农膜摇摇乐”能将使用过的农膜
经过清洗、擦干等过程，再经过回收轮包
装，达到保护农膜、回收农膜的目的。

这件作品最终荣获第十一届宋庆龄
少年儿童发明奖银奖。

“提到留守儿童，我们总觉得他们的生
活中有许多阴影，可是通过这件作品，我们
看到来自农村的孩子也很阳光。 正是孩子
看到爷爷奶奶劳动强度大、 农村浪费农膜
现象很多，才有了这项有爱心的发明。 ”在
“第十一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评选
中，一名评委对这件作品这样评价。

像李妍这样被邓从新指导过的学生

数不胜数， 一个个农村娃从田间小路走
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 一件件出自孩
子稚嫩的双手、 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科技
作品， 从乡村简陋的教室走进各级各类
赛场。

邓从新的“五步教学法”

今年初， 邓从新收到了来自湖北省教
育厅的信函，邀请他对《义务教育小学科学
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和建议。

邓从新认真思考一周后，用两天时间
写下近 4000 字的意见， 其中包括增加课
堂以外的“拓展”与“应用”的实施建议。 邓
从新认为，重视拓展与应用，可以真正让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让学生学以致用
甚至创造性地使用，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与创新能力。

30 多年的科学教育经验积累，让邓从
新在这门学问上日渐精深，也让学生对他
喜爱有加。

但邓从新说， 自己并没有独家的秘
诀，只要让学生养成“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解决问题”的
学习习惯，教好这门课就“轻而易举”。

邓从新常常对学生说 “科学自观察
始”。 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发现问题
的能力， 邓从新经常带学生一起走出课
堂，走进市场，走进超市，走进田野，走进
森林……总爱问他们：“这是什么？ ”“这有
什么作用？ ”“它有什么优点？ ”“还有哪些
不足？ ”“你能想出改进的方法来吗？ ”

（下转 2 版）

4 月 15 日晚，安徽省蒙城县范集中学
发生一起学生群殴教师事件， 让人痛心、
震惊甚至寒心。 曾经师生相得、怡然而乐
的教育，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更多人将矛头指向教育： 教育出问题
了、教师没处理好、学校管理不行、家庭教育
缺失……

但只要稍有公允之心，就不会把板子
仅仅打到教育身上。 学生群殴教师事件岂
止是教育之痛？ 岂止是师生关系之痛？ 岂
止是学校管理之过？ 岂止是这几个学生的
家庭之失？ 这是社会之痛，是若干社会事
件社会环境叠加开出的恶之花。 如果我们
不能直面那些影响教育的大问题，不能直
面教育中那些没有被破解的困局，“群殴
教师”依然无解。

独生子女问题。 这一代学生基本都
是独生子女，很快，教师队伍的主力也将
变成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身上可能存在

的问题这里不用赘述。 我们必须要直面
的是： 独生子女的教育已经出现了这么
多问题，如果“独生子女学生”和“独生子
女教师”未来全面相遇，教育会出现什么
样的困境？ 师生关系会面临哪些更大的
挑战？

留守儿童问题。 在城镇化建设中，大
量失地农民只能外出打工； 在农村与城
市经济巨大的反差中， 大量青年农民注
定不愿意留在农村。 农村儿童在强大的
社会发展洪流中，有了一个新名词：留守
儿童。 远离父母亲情，带着“留守儿童”这
顶帽子的农村儿童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
地遭遇了诸多教育问题、安全问题、社会
问题，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学到了暴力、养
成了戾气。

大班额、超级学校问题。这是教育自身
发展的问题，因为班额大，许多任课教师认
不全自己班上的学生， 许多校长认不全自

己学校的教师，何谈师生情谊、师恩深重？
教师问题。 这次事件反映了教师队伍

面临的诸多问题：教师应对不当、存在不
当惩戒成为直接导火索———折射了普遍
性教师队伍素质和水平不足问题；据说这
是一位代课教师， 这决定了他的暂时身
份，与“师生情深”、“师恩深重”这类让学
生敬服教师的内在因素不大可能存在，他
在学生眼里的权威只能是来自暂时的教
师权力———折射了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
困境。 如果继续追问，相信这一具体事件
中还有更多折射普遍性问题的细节和个
体特征。

教育管理问题。 教育是需要方法和智
慧的，对学生的“不服从”不知如何应对，
教师用变相体罚， 校长用不出事就不管，
教育局用出事了就处分教师和校长，家庭
用孩子出问题就批评打骂，这些司空见惯
的教育方式和管理办法，怎么能适合今天

的孩子？ 如果群殴教师、群殴学生得不到
法律惩罚，又怎么能指望犯错的孩子“长
记性”、不再犯？

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新问题，但是有
多少切实有效的办法和措施来扭转？ 与这
个社会出现的所有戾气、急躁、逐利、缺乏
安全感和信任正一一报应到这个社会中
的每一个成员身上一样， 群殴教师事件，
同样是全社会之殇、民族之殇。

群殴教师事件是全社会育出的恶之
花，你我都有责任。 如果传统美德、人类曾
经坚守的那些善良美好品格依然在全社
会不断沦丧，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教育培养
出向上向善的一代文明公民？ 当学校培养
不 出 向 上 向 善
的学生，又怎么
能 有 一 个 现 在
和 未 来 的 和 谐
美好社会？

邓从新与孩子们一起观察植物

山东出台 17 项举措
为教师“撑腰”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山东省
近日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
伍建设的改革新举措，针对中小学教
师编制、教师课时量标准、班主任工
作量计算、职称评聘以及农村中小学
教师配备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一
次性推出 5 个方面 17 条改革举措。

针对中小学教师编制不够用问
题，山东提高了中小学高级和中级教
师岗位设置比例，规定中学高级和中
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 5 个
百分点，小学高级和中级岗位比例设
置上限分别提高 7 个百分点，并向农
村学校、薄弱学校倾斜。

关于教师考核激励机制，山东要
求今年年底前， 综合考虑课程难度、
备课时间长短、作业批改量、教学班
级和学生数量等因素，制定和细化不
同教师岗位课时量标准，强化课时量
在职称评聘、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权重， 深入推进实施绩效工资制度，
并规定班主任工作量按教师标准课
时量的一半计入。

目前，山东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
为 1∶19， 一些学生数不足百人的村
小、教学点，最多也只能配四五名教
师， 很难满足实际教育教学的需求。
山东在改革中完善了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标准，规定中小学年级学生数达
不到标准班额数的，将“师生比”转变
为“班师比”，小学按照年级（教学班）
配备 2.4 名、初中按照年级（教学班）
配备 3.7 名教职工的标准核定编制。
按照这一办法，一所拥有 6 个年级的
村小至少可以配备十四五名教师。

此外，山东还将实施“农村学校
特级教师岗位计划”，在每个农村义
务教育学区设立一个特级教师岗
位，面向县域公开竞聘，聘期内享受
特级教师补贴待遇， 如调离农村学
区一线教学岗位， 则不再享受相关
待遇， 同时加大短缺学科教师补充
力度， 用两年时间解决学科教师短
缺问题， 满足国家课程改革和开齐
开足课程的需要。

乡村学校从教 30 年

乡村学校从教 30 年
教师荣誉徽标（LOGO）采用奖作品


